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成果                                                                                       电力技术研究 

 25 

科研成果 

电力调度系统中的供需平衡与灵活性对策研究 
张尧武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供电局  广东中山  528400） 

摘要：深入探讨了电力调度系统的现状与挑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对策。电力调度系统作为电力系统的核心，

其稳定运行对于保障电力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电力调度系统在供需平衡、灵活性及信息化智能化等方

面仍存在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通过加强供需平衡管理、提升系统灵活响应能力以及推进信息化与智能化建设等

措施，来优化电力调度系统。这些对策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电力调度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进而推动电力市场的

健康发展。研究为电力调度系统的优化升级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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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电力市场的不断扩大和电力需求的持续增长，

电力调度系统作为电力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运行效

率和稳定性对于保障电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在当前的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调度系统仍面

临着诸多挑战，如供需平衡难度大、灵活性不足以及信

息化与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旨在分析电力调度

系统的特点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以期提升

电力调度系统的运行效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一、电力调度系统的特点 

（一）供需平衡的动态性 

电力调度系统作为现代电力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特点之一便是供需平衡的动态性。这一特点主要体现

在电力调度系统需要实时监测电力市场的供需变化，并

据此调整电力资源的配置，确保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由于电力需求的波动性和电力生产的不可存储性，电力

调度系统必须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和反应速度，以便迅速

应对供需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大

规模接入和分布式电源的兴起，电力调度系统还需考虑

更多元化的电力来源和更复杂的供需关系，这使得供需

平衡的动态性特征愈发显著。电力调度系统需要不断优

化其调度算法和决策机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电力市场

环境和用户需求，实现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灵活性的重要性 

电力调度系统的特点之二在于灵活性的重要性。在

当今日益复杂的电力网络环境中，灵活性成为电力调度

系统不可或缺的关键属性。灵活性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首先，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广泛接入，电力系

统的波动性增强，要求电力调度系统具备快速响应和灵

活调整的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电力供需状况；其次，

电力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使得电力调度系统需要满足不同

用户的多样化需求，灵活调配电力资源，实现供需之间

的平衡。电力调度系统必须注重提升灵活性，通过优化

调度策略、引入先进技术等方式，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

效率和稳定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三）信息化与智能化的趋势 

电力调度系统的特点之三在于信息化与智能化的趋

势。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智能化理念的深入人心，

电力调度系统正逐步实现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升级转型。

信息化体现在电力调度系统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手段，实现对海量电力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为调

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智能化则体现在电力调度系统借

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实现对电力系统的

自适应调度和智能优化，提高电力调度的效率和精度。

信息化与智能化的趋势不仅推动了电力调度系统的技术

创新，也提升了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电力市

场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电力调度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供需平衡难度大 

电力调度系统存在的问题之一，即供需平衡难度大，

是当前电力市场面临的严峻挑战。由于电力需求的波动

性、不确定性和电力生产的不可存储性，电力调度系统

在平衡供需关系时常常面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用电

高峰时段和突发事件发生时，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电力

调度系统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应对。此外，随

着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和分布式电源的兴起，电力

调度系统需要应对更多元化的电力来源和更复杂的供需

关系，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供需平衡的难度。如何有效

解决供需平衡问题，提高电力调度系统的应对能力，是

当前电力调度系统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灵活性不足 

电力调度系统存在的问题之二在于灵活性不足。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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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电力市场的日益复杂和电力需求的多样化，电力调度

系统需要具备更高的灵活性以应对各种变化。然而，目

前电力调度系统在灵活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传

统的电力调度方式往往过于僵硬，难以适应可再生能源

的大规模接入和分布式电源的兴起；另一方面电力调度

系统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也有限，难以在短时间内

做出灵活调整。此外，电力调度系统在资源配置、网络

结构等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导致电力调度效率不

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提升电力调度系统的灵活性成

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 

电力调度系统存在的问题之三在于信息化与智能化

水平有待提升。在当前信息化与智能化快速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电力调度系统作为电力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电力市场的运

行效率和稳定性。然而，当前电力调度系统在信息化与

智能化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方面，部分地区的电力调度

系统仍依赖于传统的人工操作方式，缺乏先进的信息技

术手段支持，导致数据处理能力和决策支持水平有限；

另一方面，电力调度系统在智能化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

体系，智能化技术的应用范围和深度还有待拓展。提升

电力调度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推动电力调度系

统的现代化升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电力调度系统的优化对策 

（一）加强供需平衡管理 

电力调度系统的优化对策之一，即加强供需平衡管

理，是提升系统稳定性和运行效率的关键措施。供需平

衡管理的核心在于精准预测电力需求，合理调配电力资

源，以实现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为此需要建立完善的

供需预测机制，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提高预测精

度和时效性。同时优化电力资源配置策略，根据供需状

况灵活调整发电计划和输电策略，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加强电力市场的监管和协调，促进电力供

需双方的有效对接，也是供需平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提升电力调度系统的供需平

衡能力，为电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提升系统灵活性 

电力调度系统的优化对策之二，即提升系统灵活性，

是应对电力市场复杂多变环境的关键举措。随着可再生

能源的快速发展和电力需求的多样化，电力调度系统需

要具备更高的灵活性以适应市场变化。通过引入先进的

储能技术和智能控制策略，提升电力调度系统对可再生

能源的消纳能力，实现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需求

侧管理，推动用户参与电力调度，通过需求响应机制提

高电力调度系统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优化电力网络结

构，提高电网的互联互通和互操作性，增强电力调度系

统的整体灵活性。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电力调度系统

将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提高运行效率，为电力市

场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三）推进信息化与智能化建设 

电力调度系统的优化对策之三，即推进信息化与智

能化建设，是提升系统效能和应对复杂电力市场环境的

必由之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力调度系统必

须加快信息化进程，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对海量电力数据的实时采集、传

输和处理，提升电力调度的精准性和效率。同时智能化

建设也是电力调度系统优化的重要方向。通过应用人工

智能、机器学习等智能算法，实现对电力市场的智能预

测、智能决策和智能调度，提高电力调度系统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水平。推进信息化与智能化建设还需注重与其

他系统的集成与协同，形成全面覆盖、高效运行的电力

调度体系。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力推动电力调度

系统的现代化升级，为电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 

总结 

电力调度系统作为现代电力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优化与升级对于提升电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具

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电力调度系统的特点与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加强供需平衡管理、提升系统灵活响应能力

以及推进信息化与智能化建设等优化对策。这些对策的

实施将有助于提升电力调度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

促进电力市场的健康发展。随着电力市场的不断变化和

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力调度系统的优化与升级将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以

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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