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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分布式光伏电源影响的负荷预测方法研究 
苏炳松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晋江市供电公司  福建泉州  362200） 

摘要：分布式光伏电源网络匹配过程中，依据配电网传输方式，结合自身综合随机价值，优化配电网整体规划设计水平。按照

负载荷平衡关系，调整负载荷测定范围，控制负载荷光伏电源范围内的电源特性，采用分布式光伏电源有效范围，调整电容匹配度，

提供符合电力电量范围平衡的负载荷关系，按照可供应的范围开展电网规划设计，提供完备的参考评估分析方式。从电力电量平衡、

负载荷预测配比、光伏电源修正系数入手，调整算量范围，考量光伏发电分布式配比的负载荷预测关系，优化光伏电源接入容量，

达到调控峰值，调整设计不确定因素的目标，控制匹配的电网电源并网方式，实现潮流分配、电源量评估，短路电流认定等过程。

随着分布光伏电源综合并网水平的优化，打破传统不确定因素内的系统方式，控制误差，实现电力电量平衡优化管理。 

关键词：分布式光伏电源；负荷预测；方法分析 

 

引言 

分布式光伏电源评估并网操作规范中，参考配电网结构内的分布用

户水平，调整光伏发电设施操作。依据规范条件内的地理差异，分析制

约因素，调整地理条件范围、行业政策标准，分布光伏电源量比等。按

照拟定范围内的光伏发电项目内容，结合光伏发电项目的结构，对分布

光伏电源的并网问题进行评估，优化潮流分配量比水平，实现信息分布

光伏电源调节控制的合理性。 

1 电力电源平衡负载荷预测影响要素分析 

按照分布式光伏电源匹配的各项数据，优化考量光伏价值基础，结

合实际拟定的问题要素分析，优化配电网的规划方式。电网负载荷价值

操作分析中，光伏电源并网环节中，需要优化供电网的电压力水平。从

负载荷波动情况分析，对电网负载荷的变化进行调节，接入光伏电源载

荷，控制分布光伏电源的量比，提升匹配水平。在接入光伏电源后，需

要参考系统的最大负载荷水平，缓解峰值和持续时间，控制削弱点，注

意系统最大的负载荷量比和参考的持续时间降低水平。如果光伏电源容

量大，削弱效果越好。参考常规的电源配比水平，调整系统范围内的光

伏电源运行情况，在光照、温度、风力等气候变化因素中，分析影响关

系，输出功率配比下的各项要素。从随机价值、群发力价值出发，对分

布光伏电源的综合电量进行平衡，最大限度地匹配负载和功率范围预测

的准确程度。 

按照分布式发电功率可是实现的范围，参考模块方式，优化分布负

载荷附近的发电设施，以优化经济价值、高效价值、可靠价值为基础，

拓展电力市场范围，结合各项数据服务因素，评估可靠性和规范性，提

供完备的数据价值分析，优化公共电力光伏发电技术评估基础方式。按

照燃料、燃气、化石新能源等要素，调整机械电力分配的体系范围，优

化并网技术分布体系流程，按照发电电能的基数转换流程，调整旋转数

据方式，控制工频配比交流电发哪位，获取安全可靠的大电网数据值。

当出现大面积停电事故的时候，受特殊分布发电体系的影响，需要参考

环保特性规范要求，减少有害排放总量，减轻环保压力水平，控制大容

量配比距离内的电线压力，减少电磁污染的同时，增强高压输配电线路

的接地面积，减少线路中的高压输配电面积的不利效果。参考能源有效

利用方式，实施多样化、多种性能评估，注意可再生能源的认定，结合

用户冷、热、电配比的多能源应用方式，是降低电力峰值载荷水平，提

供规范的电力峰值评估作用方案。 

2 分布光伏电源的匹配特征 

从电源容量的光伏配比要求出发，注意峰值平均范围，在负载荷曲

线内，调整光伏电源的曲线匹配度。按照发电量、功率输出率等进行统

计分析，调整分布式光伏电源的变化值，计算光伏电源最大输出功率的

变化水平。按照限定的光伏电源有效输出关系，分析功率概率密度，累

积分布数据等样本。参考可控的光伏电源日有效输出功率水平，集中控

制在 30kW-40kW 之间，注意平均有效输出功率的评估，确保额定容量

在 60%以内。 

光伏电源运行过程中，参考相邻的可控时段，分析输出功率的变化

值，注意概率范围内的累积分布。分布光伏电源输出配比功率过程中，

注意波动大小，对相邻时段的输出功率变化值进行个别分析，调整输出

功率的变化量。输出功率变化量如果超出最大功率的 70%，光伏电源输

出功率变化可能会导致电网配电调控的各类影响问题发生。 

参考光伏电源的有效输出变化量，合理调整负荷和电源的匹配关

系，实现对光伏电源的输出功率控制。从发电设备运行角度出发，结合

整体区域内的负荷变化特点，优化分析光伏电源的输出功率匹配关系。

并且还需要调整光伏电源的最大功率运行时间，在光伏发电技术体系

中，结合负荷变化情况，获取对应的负荷变化规律。同时还需要结合光

伏电源输出功率波动情况，采用区域内负荷变化规律，确定不同时段内

的负载和功率消耗值。除此之外，也需要参考不同时段内的负荷变化规

律，合理控制分布式光伏电源输出功率配比下的负荷波动范围。 

3 分布式光伏电源峰值容量的评估与确定 

在光伏电源认定过程中，参考光伏电源最大额定功率、发电值，分

析等效的最大发电功率。对所有光伏电源有效率进行评估，调整等效修

正的方式，参考可测定系数，分析等效平均的数据功率体系值，明确最

大高峰功率的预测值。不同的地区负载荷特性值差异，会出现高峰值晚

于或早于的情况。参考高峰值水平，分析光伏电源的负载荷量比，判断

预期测定的影响因素。根据光伏电源的荷量比，对光伏电源容量进行有

效评估，明确不同地区负载荷特性值水平。 

将分布式光伏电源接入电网，依据光伏电源的类型、安装位置等因

素，考虑环境温度、太阳辐射强度、地理条件等影响因素，对负载荷特

性值进行分析。依据荷量比变化，分析地区负载特性值波动情况。当光

伏电源的荷量比超过 10%时，需对其进行调节控制，避免出现过负荷情

况。同时，考虑光伏电源容量水平、荷量比水平的合理性，进行相关调

节控制措施的制定。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明确不同地区的负荷特性值，进行相应的调节

控制。利用负荷预测方法，对负荷进行有效预测，建立相关的负荷预测

模型，并开展实际的应用。针对不同地区的负荷特性值进行有效预测，

制定合理的调节控制措施，提高负荷预测精度。 

根据分布式光伏电源接入电网的特点，开展分布式光伏电源容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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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研究。通过对不同地区负荷特性值进行分析，建立相应的负荷特

性值计算模型。依据负荷特性值变化规律，结合荷量比水平，制定科学

合理的调节控制措施。同时，依据负载特性值变化规律，开展负荷预测

应用研究。在保证安全运行水平的前提下，实现分布式光伏电源容量评

估方法的应用。 

4 修正系数配比关系 

分布光伏发电电源评估测定过程中，参考有效的数据应力效果，分

析修正系数和参考的数据标准。按照区域光伏发电体系确定数据曲线和

需求拟定量值，调整区域内的光照、温度配比水平，优化自然配比条件

服务分析过程。按照区域不同光伏电源方式，对不同光伏体系的工艺、

局部容量、光照值进行分析，判断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因素。通过平均峰

值容量、最大负载荷水平评估分析，控制阶段性的发电功率值，调整运

行光伏电源的最大功率量比。在地区运行光伏电站配比过程中，注意相

同范围内的曲线配比关系，结合光伏电源容量比，最大可控的发电功率

方式，调整实际容量过程。在确保有效的容量值合理可控的同时，根据

光伏电源的等效方式，评估发电功率范围，调整与实际供应负载荷条件

下的功率配比，明确比例关系的最大值和负载荷范围。通过加权平均优

化的方法，调整区域光伏电源的最大控制关系，注意协调光伏电源的最

大载荷，分析应用范围和参考峰值比例水平，修正系数配比关系，计算

流程图。通过光伏电源等量评估，在正比例系数条件范围内，确定最佳

的算法，注意协调分析配电网数据接入光伏电源下的总容量值，按照有

计划的增减方法，控制光伏电源量比，明确光伏电源的接入容量。按照

传统负载荷预测方式，对预测可控的区域进行峰值评估，注意负载荷标

准下的负载量，一般控制在 7000MW、6500MW 之间。通过电网光伏作

用，综合功率范围内的最大预测数据过程，调整区域范围内的电力电量

水平，对该区域的数据进行测定，优化光伏电源电力电量的准确预测过

程。参考日计算方法，分析光伏电源的日间峰值，统计各类数据，计算

光伏电源的日间峰载荷量比，确定平均发电功率的范围关系。通过准确

地计算最大功率，预测峰值水平，考量光伏电源的附加作用，确定光伏

负载荷的综合功率配比值。 

5 提升考虑分布式光伏电源影响的负荷预测方法准确性的

保障措施 

5.1 充分掌握各种模型的特征有助于负荷预测模型的构建 

要想提升考虑分布式光伏电源影响的负荷预测方法的准确性，就需

要充分掌握各种模型的特征，这是提高负荷预测准确性的基础。根据各

种模型的特征，本文提出了基于多种模型融合的负荷预测方法，其主要

内容如下： 

（1）对于短期负荷预测，天气、节假日和负荷水平等因素对其影

响较大，这些因素既与传统电源的出力有关，也与分布式光伏电源的出

力有关。因此，在构建预测模型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负荷预测

的影响。 

（2）对于中期负荷预测，历史数据是重要的数据源。由于历史数

据有较好的相似性，因此，可以直接利用历史数据对未来负荷进行预测。

在构建预测模型时，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气候特点和负荷特点来选

取相应的预测模型，同时考虑到历史数据的相似性，可以利用历史数据

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负荷情况。因此，在构建预测模型时，需要充分

考虑历史数据的相似性。 

（3）对于长期负荷预测，可以根据某一时段的历史数据来推算下

一时段的历史数据。因此，在构建预测模型时，需要充分考虑长期历史

数据。 

（4）对于趋势预测，由于光伏电源出力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因此，需要考虑不同天气情况对光伏电源出力的影响。对于短期负荷预

测，可以采用基于单一变量的趋势预测模型，而对于长期负荷预测。 

5.2 进行数据异常处理从而保障节点负荷数据的正确性 

由于分布式光伏电源接入将会导致部分节点负荷数据出现异常，需

要结合相应的异常处理方法来处理。在实际预测过程中，由于预测算法

以及预测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部

分节点负荷数据出现异常情况。 

光伏发电出力的不确定性导致光伏发电出力数据出现异常情况，例

如：天气原因导致光伏发电出力数据出现异常；系统故障导致光伏发电

出力数据出现异常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节点负荷数据，例如：某些电

网规划、电网改造计划、电网建设工程等会对电网的规划产生影响；某

些区域内新能源的并网也会影响其他区域内负荷数据。因此，需要结合

相应的异常处理方法来对分布式光伏电源影响的负荷预测进行处理，一

方面是为了保障节点负荷数据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负荷预

测结果的准确性，从而为电力系统运行提供有效的参考。 

5.3 考虑分布式光伏电源与负荷预测的接近条件确保预测精准度 

考虑分布式光伏电源与负荷预测的接近条件可以提高负荷预测的

精准度，具体实施方法如下：首先，应当对影响负荷变化的因素进行深

入分析，建立各个因素与负荷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负荷预

测；其次，可以使用其他节点数据与分布式光伏电源节点数据进行对比，

若存在比较接近的条件则应当对此进行分析，然后对相关因素进行调

整，提高预测精度；再次，可以使用其他区域负荷数据与分布式光伏电

源节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若存在比较接近的条件则应当对此进行分

析，然后对相关因素进行调整从而提高负荷预测精度；最后，应当加强

对分布式光伏电源节点数据的管理。一方面，应当建立分布式光伏电源

节点数据管理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保证其具有较

高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应当对分布式光伏电源节点数据进行合理的分

类管理，建立相应的数据仓库以实现分布式光伏电源节点数据的共享。 

结语 

综上所述，综合考量分布式光伏电源的数据影响因素，结合负载荷

范围和可控的预测比例方式，分析风力、温度、光照等不良原因，结合

环境因素，分析影响范围和配比标准，输出符合功率范围内的电网负载

荷特性，注意分布式光伏作用下电源的接入，调整系统负载荷流程，分

析持续可控的时间范围，优化光伏电源的接入量，调整波动特性比例，

实现按系统等效负载荷预测水平提升，对规划范围内的设计带进行优

化，调整不确定的因素数据，明确算法和数据分析标准，展开配电网的

各项规划要求，结合设计参考方式，提供完备的数据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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