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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和分布式能源的大规模接入，传统配电网面临诸多挑战。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作为

新一代配电网技术，对于提高分布式能源消纳能力、提升配电网运行灵活性和供电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能源转型与分布式能源发展

随着电力负荷的不断增长和用电需求的多样化，配电网需要更加灵活、高效、智能的运行方式。柔性交直流混合

配电网能够实现交流、直流以及交直流混合供电，满足多样化用电需求，提高配电网运行的经济性和环保性。

配电网升级需求

背景与意义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领域的研究起

步较早，已经在设备研制、系统构建、运行

控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例如，

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多个柔性

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示范工程，验证了其技术

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在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领域

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内高校、科研

机构和电力企业纷纷开展相关研究，在关键

设备研制、系统规划设计、运行控制策略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同时，国内也

建成了多个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示范工程，

为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内外研究现状



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系统构建

本文将从系统架构、关键设备、控制策略等方面详细介绍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的构建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构建

方案的优缺点，提出一种适用于实际应用的系统构建方案。

设备选型分析

本文将针对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中的关键设备，如换流器、变压器、开关设备等，进行详细的选型分析。通过对比

不同设备的性能参数、技术特点、适用场景等，为实际工程建设提供设备选型的参考依据。

仿真验证与实验分析

本文将利用仿真软件和实验平台对所提出的系统构建方案和设备选型结果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仿真和

实验结果，评估系统的性能表现，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本文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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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系统概述



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定义

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是一种集成了

交流配电和直流配电的混合配电系统，

通过柔性变换技术实现交流电和直流

电之间的灵活转换和能量流动。

该系统能够充分利用交流配电和直流

配电的优势，提高配电网的供电可靠

性、运行经济性和能源利用效率。



系统构成
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主要由交流配电系统、直流配电系统、柔性变换装置、储能装置、保护控制系

统等部分组成。

工作原理
交流配电系统和直流配电系统通过柔性变换装置实现互联，柔性变换装置可根据系统需求进行功率和

电压的灵活调节。储能装置在系统中起到平衡功率、提高供电质量的作用。保护控制系统负责监测系

统运行状态，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系统构成及工作原理



关键技术与挑战

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的关键技术包括柔性变换技术、储能技术、保护控制技术、能量

管理技术等。

关键技术

在实现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的过程中，需要解决技术集成、设备选型、运行控制、经

济性评估等问题。同时，随着新能源和分布式电源的快速发展，如何适应未来能源结构

的变革也是一大挑战。

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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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系统构建



提高供电可靠性

通过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的构

建，实现多电源供电和灵活调度，

提高供电可靠性。

促进新能源消纳

充分利用柔性交直流混合配电网

的优势，提高新能源的接入和消

纳能力。

提升电网运行经济

性
通过优化设备选型和配置，降低

电网建设和运行成本，提高电网

运行经济性。

构建目标与原则



总体架构

设计包括交流配电网、直流配电

网、柔性变换装置、保护装置、

控制系统等在内的总体架构。

交流配电网设计

根据负荷需求和电源分布，合理

规划交流配电网的网架结构和设

备配置。

直流配电网设计

针对直流负荷和新能源接入需求，

设计直流配电网的拓扑结构和电

压等级。

系统架构设计

030201



柔性变换装置

选择高性能的柔性变换装置，实现交流电和直流电之
间的灵活转换和调度。

保护装置

根据系统架构和设备特点，配置相应的保护装置，确
保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控制系统

设计先进的控制系统，实现对电网的实时监测、调度
和控制，提高电网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

关键设备选型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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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选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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