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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大规模风力发电并网系统中频繁发生次同步

振荡的问题，需要快速准确地识别和检测次同步振荡的方

法。次同步振荡发生时具有时变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这

给振荡的实时监测带来了挑战，针对该问题，首先提出了

基于引入代数估计法改进的固有时间尺度分解算法

(intrinsic time-scale decomposition，ITD）的解决方案。该

方法不需要任何先验信息，且其性能不受振荡频率构成的

影响。其次，利用合成信号、电磁暂态仿真和振荡实测数

据进行了综合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在信号检查的动

态性能和参数估计精度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后，

通过硬件在环测试，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次同步振荡；固有时间尺度分解算法；风电并网

系统；实时监测；电力系统保护

Abstract：To cope with the frequently occurred subsynchron-
ous  oscillation  (abbr.  SSO) in  large-scale  grid-connected  wind
power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method  to  identify
and detect  SS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During the occurrence
of  SSO  there  are  such  features  as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and  uncertainty  and  these  bring  the  challenge  to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SSO. In allusion to this  problem, firstly,  a  solu-
tion based on leading in intrinsic time-scale decomposition (ab-
br.  ITD)  improved  by  algebraic  estimation  was  proposed,  the
proposed  solution  did  not  need  any  priori  information  and  its

performance was not  affected by the frequency constitution of
the SSO. Secondly, by use of synthetic signals, simulation res-
ults  of Electro-Magnetic Transient Program (abbr.  EMTP) and
the measured data of SSO the research of comprehensive com-
parison was conducted,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aspects of dynamic performance of signal check and the ac-
curacy of parameter estimation the proposed solution achieved
good results. Finally, by means of hardware-in-the-loop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solution is verified.

Keywords：subsynchronous oscillation (SSO)；intrinsic time-
scale  decomposition  (ITD)； grid-connected wind  power   sys-
tem；real-time monitoring；power system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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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规模应用风力发电系统在提高清洁能源利

用率的同时也增加了次同步振荡（subsynchronous
oscillation, SSO）的风险 [1-4]。近年来，在美国德

克萨斯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lectric Reliability
Council of Texas, ERCOT）和中国哈密、河北等地

区的多个风电场中都观测到了 SSO现象 [5]。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相关学者正在寻求有效的方法来

快速准确地识别 SSO [6]。准确的 SSO参数对于跳

闸关键风力发电机、复现 SSO事件和制定相关应

对措施来说至关重要 [7-8]。

现有的电力系统监测设备，如相量测量单元

（ phasor  measurement  unit， PMU）是专为 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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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60Hz的基频相量的故障检测设计的。尽管有

文献称可以从同步相量中识别 SSO参数 [8-12]，但

其检测精度受到 PMU的上报率和低通滤波器的

影响 [12]。因此，安装基于波形数据的 SSO专用监

测设备更具有优势，类似的项目已经在中国新疆

启动。

考虑到 SSO发生具有时变性和频率耦合特

性 [5]，用于监测 SSO的算法需要具有良好的动态

性能，同时对频率耦合具有鲁棒性，这对算法提

出了较高要求。现有常用振荡监测算法如离散傅

里叶变换（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DFT）可以

对具有多个频率分量的信号进行频谱分析，但高

精度的 DFT检测结果要求使用较长的分析窗口，

这牺牲了信号检测的动态性能。同时，频谱混叠

效应、频谱泄漏和栅栏效应也会使得估计结果产

生误差 [13]。传统的模态识别方法，如 Prony算

法 [14]、特征系统实现算法（eigensystem realization
algorithm， ERA） [15]、矩阵束法（matrix  pencil
method，MPM） [16] 和基于旋转不变性技术的信

号参数全最小二乘估计（total least squares-estimation
of  signal  parameters  via  rotational  invariance
technique，TLSE-SPRIT）[17] 等，已广泛应用于振

荡信号的检测或离线分析。然而，应用这些算法

的一个前提是准确选择振荡模态的数量，这对于

实时监测 SSO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此外，这些

算法需要大量采样数据或具有奇异值分解等复杂

矩阵运算，限制了算法的动态性能和计算速度。

常用的时域方法，如基于递推最小二乘法的方

法 [18-19]、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方法 [20] 和基于波形

包络的方法 [21-22]，都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但这

些方法有的要求基频电流的幅值恒定，有的要求

已知 SSO的频率，这并不总是可行的。文献 [23]
利用串联补偿线路两端收集的同步波形数据来检

测 SSO，该方法具有创新性，但是仅适用于线路

两端都装有同步波形测量单元且串联电容器的状

态得到实时监测的工况。近年来一些文献也提出

了先进的算法，例如，文献 [24]提出了一种基于

带通数字滤波器的间谐波参数估计方法，它利用

50Hz的 DFT预先计算间谐波频率并设计滤波器，

但是，较长的数据窗口将导致较大的检测延时；

文献 [25]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迭代泰勒-傅里

叶多频率模型的检测方法，然而，它的性能容易

受到宽带噪声、基频偏移和间谐波频率斜坡变化

的影响。此外，这些先进的算法一般较为复杂，

难以在实际工程中开发和应用。

本文提出一种简单有效，能够快速准确地提

取 SSO的方法，适用于振荡信号的实时监测。其

基本思想是改进固有时间尺度分解（intrinsic time-
scale decomposition, ITD）算法，使其具有更好的

性能。利用 ITD算法提取信号的振荡分量具有优

良的动态性能、无需先验信息等优点。然而，

ITD作为时域算法，易受噪声影响，不能连续监

测振荡能量。针对这一问题，本文结合代数估计

法，提出 2阶段 SSO辨识方法，在保持 ITD算法

动态性能的同时，连续跟踪 SSO参数，最后通过仿

真实验、硬件在环（hardware in the loop, HIL）测试

和现场数据测试，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和鲁棒性。 

1    ITD 算法与振荡监测策略
 

1.1    ITD 算法

ITD算法能自适应地把采样到的信号分解成

不同频率的振荡分量。其提取原理是利用线性插

值拟合原始信号的包络线，通过原始信号极值点

附近的上、下 2条包络线确定振荡分量的关键点。

最后利用关键点得到低频分量，在原始信号中减去

低频分量得到高频分量。ITD的分解细节如下 [26]：

Xt, (t ≥ 0)

L
Lt Ht Xt

如图 1所示，对于原始信号 ，定义

低频振荡信号提取算子 ，可分离出一个低频振

荡信号 和一个高频的信号 ， 可以被表示为

Xt =LXt + (1−L)Xt = Lt +Ht (1)

Lt =LXt Ht = (1−L)Xt式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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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TD 算法分解合成的振荡信号

Fig. 1    The oscillation signal decomposed and
synthesize by ITD algorithm

 

 

Xt Xk

τk, (k = 1,2,3, ...) Lt Ht

[0, τk] Xt [0, τk+2] [τk, τk+1]

L

确定原始信号 区间内的所有极值点 及对

映时刻 ，如图 2，假设 和 存在

于区间 ， 存在于 ，则可以在

的区间内定义一个低频率信号提取算子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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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TD 算法的分解原理

Fig. 2    The decomposition principle of ITD algorithm
 

 

LXt = Lt = Lk +

(
Lk+1−Lk

Xk+1−Xk

)
(Xt −Xk) , t ∈ (τk, τk+1] (2)

Lk = L(τk) Lk+1式中： ， 决定了低频信号，且

Lk+1 = 0.5
[
Xk +

(
τk+1−τk
τk+2−τk

)
(Xk+2−Xk)

]
+0.5Xk+1 (3)

Ht

H
信号分解以后，剩余高频信号 ，定义其提

取算子 ，那么：

Ht = Xt −Lt = (1−L)Xt =HXt (4)

Lt

Ht

在信号分离的过程中，次同步分量对映分离

出的低频振荡信号 ，基频分量对映高频振荡信

号 。 

1.2    改进 ITD 算法

从上一节可以看出，ITD算法简单，不需要

任何先验模态信息即可分解信号。然而，当算法

被应用于 SSO监测时存在以下问题：

Lt

1）  ITD算法仅能拟合振荡分量的波形，即

图 1中的 ，其幅值由波形中的峰值点确定。这

意味着只有在检测到波形峰值点时才能估计振荡

能量，这使得振荡幅值的检测不连续。

Lt2） 由式 (2)，算法拟合出的曲线 由原始信

号的极值点决定。在某些情况下，估计出的幅值

可能会出现较大误差。例如在图 3中，被拟合出

的峰值在 K 点，而实际峰值在 P 点。

3） 超同步振荡的频率范围在 f0~2f0 之间（其

中 f0 是 50Hz或 60Hz的基波频率），这个频率范

围内的信号很难在基波上产生极值点，这使得

ITD算法很难准确检测超同步分量。

针对上述 ITD算法检测 SSO时所面临的问题，

本文提出将代数估计法与 ITD算法结合，分 2个

阶段辨识振荡参数。

第 1阶段：频率估计。SSO通常在电流中表

现更明显，所以为了准确估计振荡分量的频率，

本文采用电流信号而非电压进行监测。根据式 (2)，

Lk Xk

(tz,Lz), tz ∈ [τk, τk+1] Xz

振荡分量的关键点 由原始信号的极值点 决定，

对于满足式 (5)的连续 2点，必定存在一个过零

点 ，而相对应的 可由 (6)得到。
Lk+1Lk < 0 (5)

Lz = Lk +

(
Lk+1−Lk

Xk+1−Xk

)
(Xz−Xk) = 0 (6)

Xz

Xz tz

因为原始曲线 在 2个连续的极值点之间单

调，所以点 的横坐标，就是振荡信号过零点

的横坐标。

(Lz−1,Lz)根据振荡信号 2个相邻过零点 之间的

距离，可以确定振荡分量的频率
f1 = 1/(2dt1(tz− tz−1)) (7)

f1
f1 dt1

式中： 是次同步分量的瞬时频率，且每当检测

到新的过零点就更新 ， 是原始信号的采样时间。

f0

f0

在测量基频 时，因为在电压信号中次同步

分量对基波的影响比在电流中更小，选用电压信

号估计基频会更准确。基频 可以类似地由式 (8)
估计

f0 = 1/(2dt1 (vi− vi−1)) (8)

vi vi−1式中： 和 是电压信号中 2个连续过零点的最

新横坐标。

第 2阶段：幅值估计。为了应对前文中提到

的幅值估计时出现的问题，第 2阶段结合代数方

法估计振荡分量的参数。

n = 3

f2
f1 f0

发生次/超同步振荡时，本文设定采样信号模

态数 ，即基频、次同步和超同步模态，其中

超同步模态由频率耦合效应引起 [5]，其频率 可

由第 1阶段中得到的瞬时频率 和 决定
f2 = 2 f0− f1 (9)

(A0, f0,φ0,σ0) (A1, f1,φ1,σ1) (A2, f2,φ2,σ2)

式 (10)是采样振荡信号的数学模型，其中

、 和 分别表

示基频信号、次同步分量和超同步分量的幅值、

频率、相位和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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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TD 算法的拟合误差

Fig. 3    Explanation of the fitting error of IT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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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2∑

i=0

Aieσit sin(ωit+φi) (10)

ωi = 2π fi式中： ，利用三角恒等式改写式 (10)得到

Y =
2∑

i=0

eσit[ξi sin(ωit)+ρicos(ωit)] (11)

ξi = Ai cos(φi) ρi = Ai sin(φi)式中： ， ，由此，被分解

信号中各模态的幅值和相位可以由式 (12)得到：

Ai =

√
ξi

2+ρi2, φi = tan−1
(
ρi

ξi

)
(12)

(t− t1)

[t1, t1+ε]

为了摆脱计算结果对初始条件的依赖，将

式 (11)等号左右 2端同时乘以 ，并在闭区

间 上对时间 t 积分一次，得到：

d1 =

2∑
i=0

[c1,2i−1ξi+ c1,2iρi] (13)

ε式中： 是一个很小的正值，它取决于实时参数

估计时算法处理器的采样频率、精度和计算速度，且
ċ1,2i−1 = (t− t1)eσ̂it sin(ω̂it)
ċ1,2i = (t− t1)eσ̂it cos(ω̂it)
ḋ1 = (t− t1)y

(14)

σ̂i = 0

因为积分区间很短且信号阻尼较小，所以在

幅值估计中可以忽略信号的阻尼，设置 。然

后，再对式 (13)等号 2边同时对时间 t 做 2n-1次

积分，得到如下线性方程组

C×θ = D (15)

θ = [ξ1 ρ1 . . . ξn ρn]T式中： 是待估计的信号参数构

成的向量，C和 D分别是 2n×2n 和 2n×1的矩阵：
C =

 c1,1 . . . c1,2n
· · · · · · · · ·

c2n,1 · · · c2n,2n


D = [d1,d2, · · ·d2n]T

, (16)

Ċk, j =Ck−1, j ḋk = dk−1 k = 2,3, . . . ,2n

j = 1,2, . . . ,2n Ck, j(t1) = dk(t1) = 0

式 中 ： ， ， ，

，且 。

θ̂ = [ξ̂1 ρ̂1 . . . ξ̂n ρ̂n]T
因此，可以通过求解式 (15)来得到系统的参

数向量 ：

θ̂ = C−1 D =
1

det(C)
adj(C)D =

1
det(C)


△1
△2
...
△2n

 (17)

△ (t) =

det(C) ≡ 0

然而，当矩阵 C的行列式为 0时，即

，计算会出现奇点，这时，改写式 (17)
为式 (18)从而避免奇点：

θ̂e−(t−t1) |△| = e−(t−t1)


|△1|
|△2|
...
|△2n|

 (18)

ξ1 ρ1信号的参数 和 可以被表示为：
ξ̂i = sgn(△)sgn(△2i−1)

n1,2

d2

ρ̂i = sgn(△)sgn(△2i)
n2,2

d2

(19)

i = 1,2, . . . ,2n式中： ，且
n̈1,2 = e−(t−t1) |△2i−1|
n̈2,2 = e−(t−t1) |△2i|
d̈2 = e−(t−t1) |△|

(20)

因此，该显式代数方法可以利用式 (21)快速

估计信号的幅值和相位参数而不会出现奇点问题，

文献 [28]对该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
Âi =

√
ξ̂2i + ρ̂

2
i

φ̂i = tan−1
(
ρ̂i

ξ̂i

) (21)

 

1.3    SSO 的监测策略

SSO监测装置设计包括信号预处理模块、监

测模块和决策模块。

ζ

ζHPF = ζLPF = 0.707 fn_HPF = 200 Hz, fn_LPF = 5 Hz

1）信号预处理模块：该模块利用一个二阶

低通滤波器（low pass filter, LPF）来滤除采样信

号中的噪声和高次谐波，一个二阶高通滤波器

（high pass filter, HPF）来滤除采样信号中的直流

分量。式 (22)是滤波器的传递函数，其中 是滤

波器的阻尼比，ωn=2πfn，fn 是滤波器的固有频率，

且 ， 。
GHPF =

s2

s2+2ζHPFωn_HPFs+ω2
n_HPF

GLPF =
ω2

n_LPF

s2+2ζLPFωn_LPFs+ω2
n_LPF

(22)

2）监测模块：在监测模块中，采用改进后

的 ITD算法提取振荡分量。根据式 (7)、(8)和 (9)，
一旦检测到过零点，则更新频率，同时利用 2阶

段的代数方法估计振荡信号的幅值。为了保证检

测的实时性，每当采样到新的采样数据时，就执

行一次 ITD算法。

3）决策模块：如果满足以下 3个条件，则判

定检测到 SSO的发生，此后，振荡监测装置将根

据需求发出预警或跳闸信号。

①振荡频率范围：在 50 Hz或 60 Hz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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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同步分量的频率一般在基频的 10%~90%的范

围。否则，被检测信号将不被判定为 SSO。

②振荡幅值：合理确定振荡幅值的阈值，可

以平衡检测的可靠性和检测速度，在本文中，阈

值选取为基波幅值的 10%。

③最小检测时间：为了避免扰动造成监测装

置误操作，需要在振荡持续一段时间后才发出预

警信号。为此，本文设置了 50 ms的最小检测时间。

其中，振荡幅值和最小检测时间的选择依据

是：双馈风机的承受能力、电力公司和发电公司

的要求范围；检测振荡信号的用途和可能发生振

荡的类型；振荡检测速度和准确性的平衡。 

2    仿真验证

本节使用合成信号和 EMTP仿真来评估所提

出的 2阶段 ITD算法。本文选用在实际应用中已

得 到 广 泛 使 用 的 Prony、 ERA、 MPM、 TLS-
ESPRIT等算法来比较。为了公平比较，所有算法

均设置 1000 Hz采样率，采用 40 ms长的计算窗口。 

2.1    合成信号测试

f0 = 60 Hz
A1 = A2 = A0×10%

σ1 = σ2 = 0.2

合成信号的数学模型采用式 (10)中基波、次

同步分量和超同步分量的叠加，其中 ，

，次同步和超同步分量的阻尼

系数固定 。 

2.1.1    参数辨识精度测试

Y1

fSSO fSSO

算法对信号参数的辨识精度直接反映了算法

的检测性能。为此，建立合成信号 (23)，其中

是 SSO频率，附图 A1展示了各算法对

在 5~40 Hz时的检测精度。

Y1 = 300cos(2π 60t+10◦)
+30cos(2π fSSOt+20◦)
+30cos(2π × (120− fSSO)t+30◦) (23)

Y1

可见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与 4种传统算法均能

够准确跟踪被测信号 中次同步分量的频率和幅

值，此外，超同步分量的估计也具有相同结果，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展示次同步分量的估计结果。 

2.1.2    动态性能测试

因为风电场不断变化的网络拓扑结构和风力

资源的随机性等不确定性，SSO的频率和幅值通

常是时变的。所以，选择具有良好动态性能的算

法对监测 SSO具有重要意义，本实验考虑测试各

算法在基波和 SSO分量的频率和幅值变化时的动

态跟踪性能。

Y2

首先，考虑基波分量的频率随时间变化，建

立合成信号 ，附图A2展示了各算法的跟踪性能：

Y2 = 100cos(2π (60+ t)t+10◦)
+10e0.2t cos(2π ·13t+20◦)
+10e0.2t cos(2π (120−13)t+30◦)

(24)

由附图 A2，ITD算法在基频变化下具有最佳

性能，原因是基频的变化对传统算法的特征值估

计影响较大，而对所提出的方法影响较小。

Y3

类似地，为了模拟 SSO分量的频率变化，建

立合成信号 ：

Y3 = 100cos(2π ·60t+10◦)
+10e0.2t cos(2π (13+ t)t+20◦)
+10e0.2t cos(2π (120−13− t)t+30◦)

(25)

5种方法的跟踪结果如附图 A3所示，由于各

算法的模态选择正确，所有方法都具有良好的性能。

Y4

然后，考虑基波幅值发生阶跃变化，建立合

成信号 ：

Y4 = 100[1−0.1ε(t−0.02)]cos(2π ·60t+10◦)
+10e0.2t cos(2π ·13t+20◦)
+10e0.2t cos(2π (120−13)t+30◦)

(26)

Y5

类似地，为了模拟 SSO分量幅值发生阶跃变

化，建立合成信号 ：

Y5 = 100cos(2π ·60t+10◦)
+10e0.2t[1−0.1ε(t−0.02)]cos(2π ·13t+20◦)
+10e0.2t[1−0.1ε(t−0.02)]cos(2π (120−13)t+30◦)

(27)

Y4 Y5

附图 A4(a)， (c)和 (b)， (d)分别显示了 5种

算法对 和 中 SSO的估计结果。与其他 4种方

法相比，ITD算法在幅值阶跃变化下性能最好，

在表 1中算法估计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平均误差和

方差验证了这一结果。对频率和幅值的单独估计

使该方法具有优越的动态性能，即使在幅值阶跃

变化的情况下，ITD仍能准确地估计 SSO频率，

这有利于振荡参数的辨识。 

2.2    EMTP 仿真测试

本文采用图 4所示的 ERCOT风力发电系统

来测试所提出的 2阶段改进 ITD算法 [27]。该系统

包含多个基于 DFIG的风电场，并在 5号和 6号

母线之间放置一个串联电容器，系统的详细描述

见文献 [27]。该系统在 PSCAD/EMTDC中建模，

利用电磁暂态仿真来测试算法性能。在本节中，

禁用了最小检测时间模块来观察 5种算法的跟踪

能力。同时，利用一个高阶低通滤波器滤除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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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以得到各算法的参考值，这种高阶滤波器虽

然很难在实时监测中应用，但在离线分析时具有

较好的效果。
 
 

Wind farm 3 

Wind farm 5 

Wind farm 1 Wind farm 2 

Wind farm 4 

①②

③

④ ⑤ ⑥

⑦⑧

图 4    ERCOT 仿真系统拓扑图
Fig. 4    Topology of ERCOT system

 

 

在案例 1中，串联电容器的补偿水平从 25%
增加到 35%，在 t=0.5 s时触发 SSO。附图 A5(a)
展示了时域仿真波形，附图 A6展示了 5种算法

的性能。可见，所有的方法都能准确确定振荡的

频率和幅值，但本文提出的方法提供了更快的检

测速度。表 2比较了不同方法的检测时间，结果

表明，该算法的检测速度比传统算法快 15 ms，
其原因是 ITD通过振荡波形的过零点检测 SSO，

理论上最快。

在案例 2中，母线 5和 8之间的一条线路在

t=1 s时发生三相故障，该故障在 100 ms（6个周

波）后被清除，时域仿真结果如图 A5(b)所示。

可见，三相故障会导致一个能量较大的暂态过程，

故障清除后，系统发生 SSO。与案例 1相比，所

有的方法都需要确定故障暂态过程中 SSO的振荡

参数，相比之下，本文提出的方法所估计的参数

更接近参考值，如附图 A7所示。传统的方法甚

至在故障被清除之前就判定了发生 SSO，在暂态

过程中提供了错误的结果。各算法检测到 SSO的

时间如表 2所示。 

3    实测数据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方法在实际应用中

的性能，本文采集了沽源和哈密 SSO事故中测量

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分别如附图 A8(a)、A8(c)和
A8(b)、A8(d)所示。5种算法的跟踪结果分别如

附图 A9(a)，A9(c)和附图 A10(a)，A10(c)所示，

利用低通滤波器的滤波结果作为结果的参考值。

如附图 A9和附图 A10所示，与传统算法相

比，本文提出的方法更接近参考值。传统方法的

模态阶数通过试错来确定，使用该算法最佳的性

能来参与对比，如果阶数选择不当，他们的性能

会显著下降。通过表 3中不同行的比较，可以看

出在 40 ms的窗长下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展现出优

越的性能，因此该算法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使用短

窗来获得良好的动态性能。 

4    实时仿真实验验证

最后在图 5所示的硬件在环实验平台中测试

所提出的算法。将图 4所示的风力发电系统建模

置于实时仿真设备“Typhoon HIL 402”中，模拟

的电压和电流信号被输入到嵌入 ITD算法的 DSP
28335控制板中，算法采样频率为 1000 Hz。由

于 4种对比算法计算量较大，无法在 DSP控制板

中以 1000 Hz采样频率运行，因此只在实时仿真

实验中测试本文所提出的方法。

实验时间设置为 1.5 s，在 t1=0.55 s时，连接串

联电容器以触发 SSO，仿真模拟结果如附图A11(a)
和 (b)所示。在附图 A11(c)，(d)中，装置在 SSO
触发之后 18 ms检测到振荡信号，并在 SSO的能

量上升时持续地跟踪其频率和幅值，当振荡信号

满足最小检测时间条件时，装置在 t2=0.617 s发
出预警信号。该实验表明 ITD算法能快速检测

SSO，并能在其初始阶段准确辨识 SSO参数，另

外，该算法简单、计算量小，易于在硬件上实现。 

 

表 1    5 种算法在幅值发生阶跃变化下的平均误差和方差
Table 1    Average error and variance of five kinds of

algorithms under the step change of the amplitude
 

算法 Prony ERA MPM TLS-ESPRIT ITD

频率-Y4 11.69±547.00 1.10±4.63 1.36±8.58 1.61±9.90 0.02±0.00

幅值-Y433.25±2376.003.82±179.002.44±77.70 2.96±65.90 0.37±0.50

频率-Y5 11.78±555.00 0.15±0.10 0.22±0.18 0.17±0.13 0.00±0.00

幅值-Y525.13±2157.00 0.51±0.92 0.58±1.27 0.51±0.98 0.27±0.43

 

表 2    在案例 1 和案例 2 中 5 种算法的预警时间
Table 2    Prewarning time of five kinds of algorithms in

case 1 and case 2
 

算法 Prony ERA MPM TLS-ESPRIT ITD

案例1时间/s 1.248 1.246 1.246 1.247 1.231

案例2时间/s 1.051 1.046 1.040 1.046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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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本文提出的快速检测和识别 SSO的方法
结合了原始 ITD算法和代数估计法能够提高 ITD
的准确性和鲁棒性的优点，实现了 2阶段辨识的
过程，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

2）该方法简单，不需要任何先验信息，易
于在硬件上实现实时监测。本文给出了实时仿真
实验测试，验证了该算法可以在 1 ms内完成计算。

3）使用合成信号、EMTP仿真信号和现场实
测的 SSO数据对本文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验证，结
果表明，与工业上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相比，该
方法具有更优性能。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提出的基于 2阶段改
进 ITD算法的次同步振荡检测方法仅适用于仅存
在单个次同步振荡模态时的检测。考虑到风电场
发生振荡时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多
个次同步模态同时存在的情况，此时该方法可能
因多个模态的频率很靠近而无法准确分解振荡信
号，所以，利用该方法对多个次同步模态的检测
方法仍待进一步研究。

（本刊附录请见网络版，印刷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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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Prony ERA MPM TLS-ESPRIT I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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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40 ms- 幅值 2.46±11.25 2.85±16.07 2.52±13.66 2.55±15.32 1.17±2.15

哈密-100 ms- 频率 0.18±0.06 0.09±0.02 0.12±0.02 0.09±0.02 0.01±0.05

哈密-100 ms- 幅值 2.13±11.50 2.45±12.71 1.97±10.98 1.95±12.97 1.17±1.58

 

DSP 28335 控制板 

Typhoon HIL 402 

Typhoon 仿真软件 

图 5    硬件在环实验平台

Fig. 5    Platform for hardware-in-the-loop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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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1    5 种算法对频率、幅值的性能跟踪

Fig. A1    The performance of five algorithms to track
frequency and amplitude of SSO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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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2    5 种算法在基波频率动态变化下的估计结果

Fig. A2    Estimation results of five algorithms under
dynamic variation of fundamental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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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3    Estimation results of five algorithms under
dynamic variation of subsynchronous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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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5    Simulation waveforms of voltages and currents in
case 1 and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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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8    Current and voltage waveform of SSO in Guyuan
and H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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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9    5 种算法对沽源实测数据的估计结果

Fig. A9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measured data of
Guyuan by five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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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10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measured data of
Guyuan by five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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