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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大规模电动汽车充电负荷对配电网产生的不利影响，基于车辆到电网（V2G）技术，提出了结合

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和全局目标的局部优化算法的V2G无功调度策略。上层架构是基于非支配排序遗传算

法的电动车有序充电策略，进行以负荷均方差、充电成本和电压偏移率为目标的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

准差的寻优，得到满足用户需求的开始充电参数；下层架构是全局目标的局部优化算法，对可提供无功补偿的

车辆，进行以电压偏移率为目标的无功补偿量的寻优。最后以 IEEE100节点系统为例进行仿真，发现该方法

能为充电站的经营者提供更佳的负载峰谷差率、充电成本、电压质量等多种充电方式，分层的调度策略与单层

调度策略相比，能更好地保障电网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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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large-scale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load on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based on vehicle to grid（V2G）technology，a V2G reactive dispatching strategy combining the non-

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 and the local optimization of global objectives algorithm was proposed. The

superstructure was based on the ordered charging strategy of electric vehicles based on the non-dominating ranking

genetic algorithm，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user's starting charging time distribution was optimized with

load mean square deviation，charging cost and voltage offset rate as the target，and the starting charging parameter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were obtained. The sub-architecture was a local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global

targets，which optimizes the amount of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with voltage offset rate as the target for

vehicles that can provide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Finally，taking the IEEE100 node system as an example to

simulate，it was found that this method can provide charging station operators with better load peak-valley

difference，charging cost，voltage quality and other charging methods，and the hierarchical scheduling strategy can

better ensure the safety and economy of the power grid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layer schedul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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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问世，使人们的生活和能源结

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电动汽车使用的电

能会引起发电厂产生污染，但与传统燃料汽车不

同，通过电代替汽油来作为汽车的动力，可以有

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降低矿物能源的

消耗[1-2]。采用新能源车作为家用车辆，可以很好

地克服传统燃料车所造成的问题。为了更好地

发展新能源汽车，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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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辆到电网（vehicle to grid，V2G）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电动汽车充放电的可行性[3-4]。当海量电

动汽车接入电网充电，其形成的负荷高峰对配电

网的正常运行会造成一定干扰，进一步引发线路

过载、谐波污染等电能质量问题，给电网的良好

运行带来困扰。

目前国内外有关V2G技术的研究大多是围

绕着V2G技术对电网进行削峰填谷展开的[5]，而
随着V2G技术的广泛使用，许多学者对电动汽车

作为转移的负载、充电功率的大小、控制策略等

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6]。这些研究的目标是

在充电站内将电动汽车作为分布式电源，在电网

有需要的时候，它就会被用来供电。然而，问题

也随之产生，这会导致电动汽车充电和放电的频

率增大，从而导致电池的损耗增大，缩短电池的

使用年限，提高了用户的使用费用[7]。
充电桩是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但随着新能

源时代的到来，充电桩可以通过V2G技术加入到

补偿服务中，使其成为电动汽车的无功补偿装

置[8]，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电动汽车可以在

充电的同时进行无功补偿，利用充电桩的额外容

量来进行无功补偿，不会增加电动汽车电池的放

电次数，既能有效地解决电网的电压质量问题，

又能有效地解决电动汽车电池在无功补偿后的

损耗，从而极大地改善了经济性[9]。因此，把电动

汽车与充电桩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无功补偿

设备，不仅可以保障配电网的电压稳定，而且可

以充分地利用充电桩的额外容量，具有很大的应

用价值。传统的无功补偿策略是针对固定位置

的补偿设备的，而对于充电站这样的随机负荷系

统并不太适合，且不能有效地对电网的电压进行

调节。因此，研究V2G参与无功优化的策略是十

分必要的。

在充电站算法调度方式中，文献[10]提出了

一种可以进一步提高电动汽车充电和换电池决

策的便利性策略，该调度策略能够同时减少充电

等待时间，并提高充电站的运行效率。文献[11]
提出了一种新的鲁棒策略来提供最优竞价曲线，

可以在电价不确定的情况下以经济的价格获得

满足系统需求所需的电力。文献[12]探讨了基于

优先级排序的电动汽车充电策略优化问题，该方

案能够帮助电动汽车运营商制定有效的充电方

案。文献[13]提出了一种电动汽车与风电协同调

度模式，提高了电动汽车的低碳和经济效益。以

上文献表明充电调度问题目前已有多方面的研

究，充电站运营商可以从充电等待时间、充电成

本、经济效益等方面求解最优充电方案。但是以

上研究中，算法的寻优目标单一，只能对某一个

目标进行优化。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对基于V2G技术的分层

无功调度策略进行了研究。首先，对分层无功调

度分别提出其相应的无功调度控制策略，上层为

电网-充电站运营商层，下层为充电站运营商-用
户层；然后，使用充电站模型对该方法进行仿真，

以验证该方法的正确性。控制策略上提出采用

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the non-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NSGA-Ⅱ）结合全局目标的局部

优化（local optimization of global objectives，LOGO）
算法的方法对三类用户充电站模型求解，并且所

提方法可以直接对三个目标函数同时进行寻优。

本文提出的调度策略给充电站运营商提供了可

多目标选择的充电方案，可有效地缓解电网的负

担，同时对充电站运营商的电网安全、充电经济、

电能质量方面进行了改善。

1 基于V2G技术的充电站分层无功

调度策略

充电站运营商通过充电桩向用户下达充电

指令，为了使V2G无功补偿更好地在电网调度中

发挥作用，采用图 1所示的充电站分层调度架构。

其中，电网作为充电指令的发送端，充电站运营

商作为接收端，用户作为执行端，而执行器是充

电桩[14-15]。

图1 充电站分层调度架构图

Fig.1 Dispatching architecture of charging station
分层调度架构上层为电网-充电站运营商

层，下层为充电站运营商-用户层。首先根据充

电站电网的特点，制定充电站分层调度架构以及

无功优化实现流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上层的车

网特性，提出基于非支配遗传算法的上层调度策

略[16-17]，以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准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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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变量，在此基础上确定可提供无功补偿车辆

数，再把可以补偿无功容量的车辆数及车辆停放

节点位置输入给下层调度策略。下层考虑到充

电桩的容量限制和下层车网特性，采用基于全局

目标的局部优化算法，对可提供无功补偿的车

辆，进行以电压偏移率为最优目标，以有功充电、

无功补偿功率比例为优化变量的寻优，最后把下

层最优电压偏移率返回给上层，与电网负荷波动

率、充电成本共同作为上层的寻优目标。

1.1 上层（电网-充电站运营商）控制策略

上层调度以负荷均方差、充电成本、下层寻

优得到的电压偏移率为调度优化目标。三个优

化目标均是求最小值，即负荷均方差最小时，负

荷波动最优；充电成本最小时，经济最优；电压偏

移率最小时，电压质量最优。目标函数拟定为三

个，分别为：负荷均方差、充电站用户的充电成本

和电压偏移率。具体介绍如下：

1）负荷均方差：

min LPV ( )t = E {∑[ Pl + ev ( t ) - E (P ( ts) ) ]2 }（1）
式中：LPV ( )t 为负荷均方差值；Pl + ev ( )t 为当前功

率；ts为电动汽车开始充电时间。

2）充电站用户的充电成本：

min C ( ts) =∑
i = 1

n [ pvPn tv (i ) + ppPn tp (i ) ] （2）
式中：n为电动车数量；pv为谷时段电价；Pn为充

电功率；tv (i )为第 i辆车在谷时段的充电时间；pp
为峰时段电价；tp (i )为第 i辆车在峰时段的充电

时间。

3）电压偏移率：

Vpianyi =
∑
i = 1

N [ (Vbiaozhun - V i) /Vbiaozhun ]
N

（3）
式中：Vbiaozhun为电网中的标准电压参考值；N为充

电站的节点总数；V i为第 i节点的电压。

以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准差作为上

层优化变量，在不影响大多数使用者的充电习惯

的前提下，将上层优化变量的取值范围设置为 0~
50%，对优化变量即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

准差进行寻优后，将充电指令发送给充电桩，由

充电桩完成指令，上层优化采用非支配排序遗传

算法[18]。
约束条件除电池容量限制、补偿容量限制之

外，还包括以下优化模型控制变量的约束：

1）谷时段开始时刻约束：

tvsmin ≤ tvs ≤ tvsmax （4）
式中：tvsmin，tvsmax分别为谷时段开始时刻的上、下

限值。

2）谷时段时长约束：

Δtmin ≤ Δt ≤ Δtmax （5）
式中：Δtmax，Δtmin分别为谷时段时长的上、下限值。

3）峰时段电价约束：

ppmin ≤ pp ≤ ppmax （6）
式中：ppmax，ppmin分别为负荷峰时段电价的上、下限

值。

4）谷时段电价约束：

pvmin ≤ pv ≤ pvmax （7）
式中：pvmax，pvmin分别为负荷谷时段电价的上、下

限值。

由于电动汽车充放电双层优化模型具有多

种约束条件，同时遗传算法进化特性决定了在搜

索时不必过多地关注约束条件是线性或非线性，

而直接使用目标函数为搜索信息，灵活性极强。

故上层优化采用了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

1.2 下层（充电站运营商-用户）控制策略

下层调度主要是对有功充电、无功补偿功率

比例进行寻优，电网部门通过充电站运营商将无

功补偿量指令发送到充电桩，然后由能够提供无

功补偿量的充电站进行功率分配。电动汽车用

户与充电站运营商之间通过信息交互，可以获取

或变更自己的充电计划。控制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下层控制流程图

Fig.2 Lower level control flow chart
由于后文要用三类用户的充电站系统作为

测试对象，所以充电桩根据充电需求不同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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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 ( flag = 0)、居民区慢充 ( flag = 1)、公共区标

准充 ( flag = 2)、商业区快充 ( flag = 3)四种状态，

分别对应四种无功补偿容量 0，q1，q2和 q3。调度

所需的无功容量由数据驱动局部全局目标优化

算法计算得到，其中，x1，x2，x3 为充电桩状态值

flag=1，2，3的三类充电桩参与调度的数量；S为
充电桩的额定容量；pch1，pch2，pch3为 flag=1，2，3的
三类充电桩所对应的充电功率；n为 flag≠0的充

电桩个数；n1，n2，n3为 n中可以提供无功补偿的个

数；Q∗为无功补偿容量的总量；Δq为额外可能的

容量。按下式线性规划分配：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x1q1 + x2q2 + x3q3 = Q* x1,x2,x3 ∈ N
q1 = (S2 - p2ch1) - Δq x1 ∈ [1,n1 ]
q2 = (S2 - p2ch2) - Δq x2 ∈ [1,n2 ]
q3 = (S2 - p2ch3) - Δq x3 ∈ [1,n3 ]

（8）

图 2中下层控制目标是充电负荷均方差，控

制条件是在满足充电功率圆的限制范围内进行

补偿，控制变量是无功补偿功率。

2 基于分层调度的V2G无功优化策

略求解

根据上述介绍的分层调度的V2G无功优化

策略对充电站数学模型进行求解，具体求解流程

如图 3所示。采用蒙特卡洛法对用户充电行为进

行模拟，其核心是多次相互独立的模拟随机变量

产生的值之和服从正态分布，这符合用户的充电

习惯，其均值收敛于函数期望值[19-20]。

图3 基于分层调度的V2G无功优化策略求解步骤图

Fig.3 Solution steps of V2G reactive power optim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hierarchical scheduling

当充电站汽车总数为 n时，使用蒙特卡洛法

模拟电动车辆充电负荷流程如图4所示。

图4 用蒙特卡洛法模拟电动车辆充电负荷流程图

Fig.4 Flow chart of simulating charging load of
electric vehicle by Monte Carlo method

使用蒙特卡洛法模拟充电站充电行为后，采

用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求解目标函数，在充电状

态分布确定的情况下，再应用数据驱动局部全局

目标优化算法对各个节点的无功补偿量进行寻

优求解，采取先进行上层调度后进行下层调度的

调度策略。具体的求解过程为：

1）收集充电站系统相关数据；

2）充电站运营商采用蒙特卡洛法模拟充电

站内用户充电行为，确认参与无功补偿服务的用

户数量；

3）根据电网电压、可提供无功补偿容量的电

动车的情况，应用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对目标函

数下的三类充电用户的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

准差进行优化求解；

4）确定可进行无功补偿车辆的节点位置；

5）应用数据驱动局部全局目标优化算法对

停有电动车节点的充电桩的有功充电、无功补偿

功率比例寻优求解，并通过在曲面图中得到最适

合的补偿量进行补偿。数据驱动是将数据进行

组织形成信息，并对相关的信息进行整合和提

炼，然后经过拟合形成曲面图；

6）若达到最大迭代次数，输出 Pareto解集方

案，否则执行步骤3）。

2.1 上层控制策略求解步骤

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的主要步骤是：首先生

成取值范围内的初始种群，每个种群通过适应度

函数得到适应度，然后通过非支配排序选择排名

最优的个体，然后是次优的个体，以此类推，直到

选择的种群个数达到种群的最大规模数，没有选

择的种群因为适应度低，不符合要求被淘汰。然

后选择的种群再通过选择、变异、交叉操作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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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种群，重复迭代后得到最优的种群[21-22]。非

支配排序遗传算法在标准遗传算法的基础上增

加了非支配排序操作。

多目标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向量优化问题，帕

累托优胜原则可以更好地解决电动车充电优化

问题。帕累托最优原本是指变量在配置时的一

种理想状态，而在多目标优化领域中被表示为一

组各个目标都没有同时改进余地的解集。解集

中的各个解没有相互支配的关系，它们的优缺点

也没有可比性。决策者需要根据问题的需要对

被选为最优个体的特定个体进行折中选取。

由于变异和交叉操作很难保证均匀地生成

种群，导致迭代陷入局部最优，无法达到全局性

的寻优，引入小生境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种

群的适应度值根据共享半径内单个 x的新适应度

值重新分配，下式为新的适应度函数：

f′( x ) = f ( x )
∑
y ∈ P
s [ d ( x, y ) ] （9）

其中

s [ d (i, j ) ] =
ì

í

î

ïï
ïï

1 - ( )d (i, j )
σshare

α

d (i, j ) < σshare

0  else
（10）

式中：s为共享函数，代表着个体 xi和小生境种群

内其余个体之间的关系；x, y为两个个体；P为当

前种群；f ( x )为原来指定的适应度值；d为距离

函数；σshare为共享半径；α为常数。

若个体的虚拟适应度值一样，则优先考虑小

生境范围内密度较低的个体。

设计上层电网-充电站运营商控制流程如图

5所示，用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进行优化计算。

负荷均方差、充电站用户充电成本和电网电压偏

移率是上层调度的优化目标，调度的优化参数是

三类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准差。主要调

度流程如下：

1）生成取值范围内的规模为 N的初始种群

Pt，经过选择、交叉、变异等操作产生新种群Qt；

2）将生成的新种群Qt与初始种群 Pt合并成

规模为 2N的种群 Rt，然后对 Rt进行小生境方法

的非支配排序和拥挤度计算；

3）从Rt中选择N个较优个体，先将F1中的个

体放到新父代种群Pt + 1中，如果F1中的个体数小

于N，则将F2中的个体放到Pt + 1中；

4）若 Pt + 1中个体数目大于N，那就需要根据

最后一层中个体的拥挤度进行选择，以确保新父

代种群个体数目为N；
5）对种群Pt + 1进行交叉、变异等操作产生新

种群Qt + 1；
6）若迭代次数达到设置的最大迭代数，则退

出，否则程序执行步骤2）。

2.2 下层控制策略步骤

为了使充电桩只需要通过访问局部变量充

电功率 Pcharge、无功补偿量 Qcompense，就可以实现对

全局变量目标值电压偏移率Vpianyi的优化，必须找

出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

采用了数据驱动的方法，其中无功调度优化在充

电桩视在功率范围内。在每个补偿步长上运行

最优潮流算法，对于每一个Pcharge，Qcompense值，得到

相应的Vpianyi值。在此基础上，将两个局部变量作

为 x，y轴，以优化全局变量作为 z轴绘制出三维图

形。然后利用Matlab软件中的拟合工具箱对函

数曲面进行拟合，用来确定曲面中的最优值，其

中曲面为二次函数曲面。

数据驱动运行在带有基础负载、电动车无功

补偿、充电桩的容量约束等条件下，且容量一定

的情况下。上述的约束条件在功率圆的范围内，

在满足充电功率的前提下，看能补偿多少的无功

功率给车网。充电桩无功运行功率限制域如图 6
所示。最优的局部变量为图 7和图 8中标出点对

图5 电网-充电站运营商控制流程图

Fig.5 Power grid-charging station operator contro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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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 x，y值。因此，对于特定的电网拓扑，即使在

不同的运行条件下，散布在空间中的每个变量点

与目标函数也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受双向

充电桩系统中最大无功容量约束。

图6 充电桩无功运行功率限制域

Fig.6 Reactive operation power limitation domain of charging pile
由功率圆可知，第 i节点的充电功率Picharge表

示为

Picharge = τ × Si - Piloss （11）
式中：τ为单位为 0.1的步长；Si为第 i台充电桩的

额定容量；Piloss为第 i台充电桩在充电时的有功

功率损耗。

在不同的充电环境中，Piloss会实时变化，本文

在不考虑环境变化且充电效率为 90%时，Piloss恒
定不变，为Picharge的 0.1倍。因此，该方法需要的数

据可以在电网互联过程中通过现有系统的步进计

算，从而实现自动化遍历。在步进计算后，若数据

量比较大，可以根据数据绘制图从而找出最优值

以及对应的比例。由于数据的步进单位为0.1，从
而可以针对变量与目标值进行绘图，不需要使用

高采样率来生成图中的数据。如图 7所示，式（8）
中的关系对于欠压和过压场景都是有效的。

同理，第 i节点无功补偿量Qicompense为

Qicompense = 1 - τ2 × Si - Qiloss （12）
式中：Qiloss为充电桩在补偿充电时的无功功率损

耗，大小为0.1倍的Qicompense。
将得到的有功、无功补偿值代入到如下式所

示的潮流计算公式中，可以计算出下一节点电压

V i + 1值：

V i + 1 = { [V i - (P
i + P icharge)Ri + (Qi - Q icompense)Xi

V i
] 2 +

[ (P
i + P icharge)Ri - (Qi - Qicompense)Xi

V i
]2} 12

（13）
式中：V i为当前节点的电压值；Pi为当前节点的

有功功率；Ri为当前节点与下一节点间的电阻；Qi

为当前节点的无功功率；Xi为当前节点与下一节

点间的电纳。

有了上述参数，即可由式（3）得出目标值电

压偏移率Vpianyi。其中V i作为步进计算的电压值，

参数的分辨率为 0.1，所以得到的结果也是由步

长为0.1的单位构成。

图 7为该算法应用实例，绘制了以节点电压

为 z轴的图，图 8为以电压偏移率为 z轴的图，可

明显得到在约束条件下 z轴最小值对应的 x，y值，

即可得出最优充电功率因数。

图7 LOGO算法应用实例步进节点电压图

Fig.7 Step node voltage diagram of application
example of LOGO algorithm

图8 算法应用实例步进电压偏移率图

Fig.8 Step voltage offset rate diagram of
algorithm application example

总体的控制策略是分布式优化，即将整个车

网的节点分为单个节点进行控制。但考虑到节

点控制的优先级，需要由本地和邻近节点的电压

幅值、电压相位角、母线导纳元素来确定电动车

的充电功率和无功输出[23]。
设定整个充电站的充电桩都具有额外容量，

这样每个充电桩满足用户期望荷电量之后均能

进行无功补偿服务。充电桩可以运行在四个象

限，但由充电桩模型可以得出，为避免由于无功

补偿导致额外的充放电次数而增加电池损耗，使

充电桩运行在第一象限。由于电池的充电功率

是由车辆的类型决定的，因此变量设置步长为充

电桩容量的 0.1倍。根据数据点拟合函数后，选

择 z轴最小点 x，y的值作为补偿。全局目标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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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优化无功补偿的流程如图9所示。

图9 V2G无功优化流程图

Fig.9 V2G reactive power optimization flow chart

3 仿真案例分析与讨论

为了验证V2G无功分层调度策略对充电站

模型应用的有效性，以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标准的 IEEE100充电站系统为算例进行了仿真

分析。其中参考了如图 10所示的某小区复用充

电站，根据充电桩的位置绘制如图 11所示的

IEEE100节点图。

1）充电站居民区充电模式又称为慢充电方

式。取充电桩最大电流为C，慢充充电电流一般

为 0.1C~0.2C，平均充电时长为 6~9 h。该类用户

的充电需求、用车行为和充电时间等分布特征

是相对固定的[24]。上、下班时间（06：30—09：00，
17：00—19：00）是居民区充电站运行的高峰时

间，日用里程为 10~50 km，电池剩余电量服从 N
（0.55，0.622）分布；

2）充电站公共区充电模式又称为标准充电

方式。某小区的电动车充电站出行数据表明：该

区域用户平均每天需要充电 2次，其中（11：30—
14：30，19：00—21：00）为电动车充电接入高峰时

刻，上、下班高峰（06：00—07：30，16：00—17：00）
为电动车充电退出高峰时刻。该区域内车辆，白

天平均充电时间为 3 h，夜间平均充电时间约为

10 h，开始充电时荷电量 SOC集中在 20%~60%，

若按照充电功率 5 kW/h计算，车辆充满所需平均

时间为3.5 h[25]；
3）充电站商业区充电模式又称为快速充电

方式。停靠在商业区的用户的出行规律在工作

日和节假日并不相同。在工作日，商业区用户和

居民区用户的出行规律基本一致；在节假日，出

行时间则分散在整个白天[26]。节假日期间，车辆

的日平均行驶里程在 40~60 km之间，而在工作日

时，车辆的日平均行驶里程在 20~50 km之间。充

电时间约3~5 h，日均停泊20 h。

图10 参考的 IEEE100复用充电站系统

Fig.10 Reference to IEEE100 multiplex charging station system

图11 改进的测试系统对应的节点图

Fig.11 Node diagram corresponding to the improved test system
调度时间为 24个时段[27]，含 100个工作在四

象限的充电桩和 100台在充电站活动的电动车。

电动汽车拟定为比亚迪的F3型号，假定三类车辆

所占比例分别为 50%，30%，20%。仿真数据为：

种群大小 NIND 取 100，迭代次数 MAXGEN 取

100，变异概率Pm取 0.03，交叉概率Pc取 0.8，收敛

值取 1e-6，独立运行 20次，下层LOGO算法中的步

进单位 τ取0.1。
在Matlab R2020a环境下建立充电站系统仿

真模型，对本文提出的分层调度策略求解方法进

行验证。

在仿真过程中，采用分层无功调度策略求解

时，共得到 70个帕累托前沿点，即 70组三类充电

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准差值，这 70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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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的具体以及其对应的三个目标值信息如表

1、表2所示。
表1 Pareto解集对应区域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准差值表

Tab.1 Pareto solution set table of standard deviation valu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user start charging time in
corresponding region

Pareto
解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居民
区

0.94
0.94
0.94
0.94
0.94
0.94
0.94
0.94
0.94

公共
区

1.51
1.65
1.51
1.51
1.51
1.97
2.16
2.63
4.37

商业
区

2.58
6.42
2.58
6.32
6.32
6.42
6.42
6.42
2.60

Pareto
解序号

10
⋮
65
66
67
68
69
70
—

居民
区

0.94
⋮
2.65
2.65
2.80
2.81
2.82
2.82
—

公共
区

2.16
⋮
4.39
4.39
4.40
4.33
4.39
4.30
—

商业
区

6.42
⋮
2.35
2.35
2.61
2.61
3.84
3.84
—

表2 多目标优化的Pareto解集对应目标函数值表

Tab.2 The Pareto solution set of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corresponds to the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table

Pare⁃to解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全天负
荷均方

差

51.587
52.443
51.638
52.680
53.247
51.594
50.878
49.055
46.321

网络
偏移
率

0.040
0.040
0.040
0.041
0.040
0.041
0.041
0.040
0.039

充电成
本/元
1 384.95
1 384.42
1 386.22
1 388.31
1 393.79
1 371.45
1 363.25
1 335.08
1 287.80

Pareto
解序
号

10
⋮
65
66
67
68
69
70
—

全天负
荷均方

差

50.535
⋮

16.920
17.251
15.227
15.614
15.726
14.893

—

网络
偏移
率

0.041
⋮
0.044
0.044
0.044
0.043
0.045
0.045
—

充电
成本/元
1 359.35
⋮

1 119.31
1 130.60
1 102.93
1 116.51
1 120.41
1 112.19

—

此外，这 70个帕累托前沿点如图 12所示，其

中，x，y，z轴分别为全天负荷均方差、充电成本和

电压偏移率。

1）当负荷波动最优时，即负荷均方差为

14.893时，充电成本为 1 112.19元、电压偏移率为

0.045，对应的三类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准

差方案分别为 2.82，4.30，3.84。叠加基础负荷后

全天的充电负荷图如图 13所示，充电站基础负荷

在电动车进行无序充电后，会造成电网峰谷差率

的进一步增大。图 14为充电站系统在无序充电

和分层调度策略调度时全天负荷比较图，从中可

得到在上级有序调优策略的调度下能够有效改

善无序充电带来的峰谷加剧问题。在分别进行

无序充电和分层调度策略充电时的全天负荷均

方差值如表 3所示，叠加基础负荷前的全天负荷

均方差值由 22.310减少至 14.893，叠加基础负荷

后的全天负荷均方差值由94.489减少至89.103。

图12 多目标优化的Pareto解集图

Fig.12 Pareto solution set graph of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图13 叠加基础负荷后全天的充电负荷图

Fig.13 Full day charging curve after superposition of basic load

图14 负荷波动最优时的负荷优化结果对比图

Fig.14 Comparison diagram of load optimization results
when load fluctuation is optimal

表3 负荷均方差指标优化结果对比表

Tab.3 Comparison of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load
mean square deviation index

运行工况

充电负荷均方差

充电加基础负荷均方差

无序充电

22.310
94.489

分层调度策略充电

14.893
89.103

2）当经济最优时，即充电成本为 1 102.93元
时，负荷均方差为 15.227、电压偏移率为 0.044，对
应的三类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准差方案

分别为 2.80，4.40，2.61。在此方案下，无序充电

和分层调度策略充电下的全天充电成本曲线如

图 15所示，可以观察到，经过本文提出的充电站

分层调度策略调度后，充电成本如表 4所示，从

1 360.06元减少至1 102.93元，节约了大约1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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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成本。

图15 经济最优时的充电成本优化结果对比图

Fig.15 Comparison chart of charging cost optimization
results at economic optimization
表4 充电成本指标优化结果对比表

Tab.4 Comparison of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charging cost index
运行工况

充电成本/元
无序充电

1 360.06
分层调度策略充电

1 102.93
3）当电压质量最优时，即电压偏移率 0.039

时，负荷均方差为 46.321、充电成本为 1 287.80
元，对应的三类用户开始充电时间分布的标准差

方案分别为 0.94，4.37，2.60。图 16为固定时段内

单个节点电压在用电高峰期间在以下五种工况

下的波形图：基础负荷工况 a；无序充电的工况 b；
无序充电过程中应用下级无功调度策略进行无

功补偿的工况 c；上级有序充电的工况 d；分层无

功调度策略的工况 e。从图中可以得知，使用分

层无功调度策略寻优后的充电方案后，整体节点

的电压质量明显得到了改善，并且分层调度策略

的改善效果是优于上层、下层单层调度策略的。

图16 电压质量最优时的电压优化结果对比图

Fig.16 Comparison diagram of voltage optimization
results when voltage quality is optimal

图 17为全天时段所有节点的电压偏移率平

均值，计算出如表 5所示的五种工况下的节点电

压偏移率平均值。对比可以看出，全天电压偏差

平均值在分层无功调度策略调度后最低，且均符

合在 0.05以下；工况 c全天变化相对剧烈，这种工

况下的电压偏差变化主要原因是V2G参与无功

补偿降低电压偏移率造成的。上层调度下结合

下级无功补偿时，电压偏移率相较于无补偿时有

明显的降低，但相应的峰时段变化同样明显。

图17 电压质量最优时的电压偏移率优化结果对比图

Fig.17 Comparison diagram of voltage offset rate optimization
results when voltage quality is optimal
表5 电压偏差平均值与网损平均值表

Tab.5 Table of average value of voltage deviation
and average value of network loss

补偿工况

电压偏移率

平均值

工况 a
0.052

工况b
0.063

工况 c
0.047

工况d
0.055

工况 e
0.039

在选择负荷波动最优的方案后，全天的负荷

均方差值从 22.310减少至 14.893；选择经济最优

的方案后，充电成本从每天 1 360.06元减少至每

天 1 102.93元；选择电压质量最优的方案后，各节

点电压偏移率从 0.063减少至 0.039，并且有效地

降低了网损。

以上分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分层调度策略

求解方法的有效性，该方法能为充电站的经营者

提供更佳的负载峰谷差率、充电成本、电压质量

等多种充电方式的选择。

4 结论

本文利用 IEEE100充电站系统作为目标电

网，对结合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和全局目标的局

部优化算法的V2G无功调度策略进行仿真验证。

首先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法模拟充电行为，得到充

电负荷的概率密度、全天的充电负荷曲线，再结

合前推回代潮流计算方法得到各个节点的实时

电气参数。利用基于V2G技术的充电站分层无

功调度策略进行优化后得到的 70组三类用户充

电方案，进行负荷波动、经济、电压质量最优去选

择充电方案，在帕累托解集图上选择侧重的充电

方案。分别对三个目标值最优时选择的充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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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结果分析，仿真结果表明在使用本策略调

度后的充电方案中，充电站运营商可以自由地从

电网安全、充电经济和电能质量方面去选择，验

证了本文策略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到 2030年，新能源汽

车很有可能达到 50%的市场份额，而V2G技术也

越来越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

上，对V2G无功优化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完善，但

仍然有不少不足之处：

1）本文仅对用户参与V2G无功优化时的充

电成本进行寻优，而未考虑到用户参与无功补偿

的奖赏机制。

2）本文仅对充电站数学模型拟定了三条针

对电网和充电站运营商的目标函数，而未考虑到

用户方面，例如对充电站的满意度。

3）本文仅针对某一款电动车进行了试验，并

没有测试其他车型，希望日后可以继续研究多型

号电动车的V2G无功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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