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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charging loa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wer system operation. Charging Control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ower system operation strategy as well as 
generation dispatch. A volume of research has been devoted to 
charging control (including vehicle-to-grid, so-called V2G) 
which can not only allevi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harging 
load but also support the grid operation such as leveling the 
load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 generation. 
We reviewed the recent investigations on charging load and 
charging control including the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models 
of charging load, the revenue of charging control and dispatch 
control strategies in this paper. In addition, we pointed out 
some open questions and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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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动汽车的普及已成为一种趋势，将会对电力系统运

行产生深刻影响。电动汽车充电控制将成为系统运行控制的

重要手段，不仅能够限制充电负荷的不利影响，而且能够实

现负荷削峰填谷，促进可再生能源吸纳，发挥负荷调度的作

用。该文介绍了近年来充电负荷、充电控制领域内的研究成

果，涉及充电负荷仿真分析模型、充电控制效益、充电控制

策略研究等方面；同时指出了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可能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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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与负荷的实时平衡是维持电力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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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基本要求。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的随机性、

波动性将成为未来电力系统运行面临的巨大挑战，

传统的、以发电跟踪负荷波动实现系统平衡、以发

电控制调整系统运行状态的运行策略和控制手段将

难以为继。负荷调度——利用负荷追踪可再生能源

出力变化，控制负荷调整系统运行状态，作为发电

调度的补充，将在未来的电力系统运行中发挥重要

作用。可控负荷的广泛存在，特别是近年来电动汽

车的加速推广为负荷调度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电动汽车在节能减排、遏制气候变暖以及保障

石油供应安全等方面有着传统汽车无法比拟的优

势，受到了各国政府、汽车生产商以及能源企业的

广泛关注。日益提升的电池设备、充电技术以及充

电设施也促进电动汽车不断普及。研究表明，在中

等发展速度下，至 2020、2030 和 2050 年，电动汽

车占美国汽车总量的比例将分别达到 35%，51%和

62%[1]。我国也制定了适合国情的发展规划，推进

电动汽车产业化进程，提高车网(电网)融合程度[2]。 
根据使用能源和驱动系统的不同，电动汽车可

以分为纯电动汽车(pure electric vehicles，PEV)、插

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PHEV)及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其中，纯电

动汽车完全靠电能驱动；插电式电动汽车采用汽油

和电能驱动；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则以清洁燃料发出

电能驱动。纯电动汽车受电池容量限制，尚未大规

模普及，但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插电式电动汽车

采用两种能源，在提高能效的同时，使用方便、灵

活，已具有相对成熟的技术，逐渐进入产业化的阶

段[2]。本文所提到的电动汽车特指前两种，它们需

要从电网汲取电能，具有充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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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大规模使用，充电负荷接入电网，将

对电力系统的规划、运行以及电力市场的运营产生

深刻影响[3-4]。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充电负荷具有

复杂特性[5-7]。就单一车辆而言，它主要由用户出行

需求决定，同时受到用户使用习惯、设备特性等因

素的影响[8-11]。就区域电力系统而言，它还受到电

动汽车数量规模、充电设施完善程度的影响[12-14]。

由于用户需求和用户行为的不确定性与相互差异，

充电负荷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分散性[15]。充电负荷

引起的负荷增加，将对电力系统的发、输、配电容

量提出更高的需求[16-19]；充电负荷在影响配电网损

耗[20-21]和电压水平的同时[20-22]，也会对配电网三相

负载平衡[23]、配电变压器寿命产生影响[24]，还会引

发配电网负荷局部过载[25]等问题；由于充电谐波的

存在还会影响配电网电能质量[26]。在电力市场运营

方面[27-31]，电动汽车、电动汽车 aggregator 将成为

新的市场参与方，参与市场竞价和辅助服务的提   
供[29-30]；电动汽车的庞大数目和分散特性，使得市

场运营机制由集中式向分散式转变[31]。分散机制的

复杂电力市场稳定运行也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   
问题。 

电池的储能能力使得用户在充电时间选择上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充电负荷具有一定的可控性。

初期研究表明，恰当的充电控制不仅能够抑制、消

除电动汽车对电网的不利影响，而且能够支撑电网

运行[32-43]，负荷调度的效益初步显现。特别是 V2G 
(vehicle-to-grid)技术的提出使得可在平均高达 96%
的空闲时间内利用电动汽车储能资源，调整充放电

过程，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吸纳，为电网提供辅助

服务[32-33]。 
电动汽车普及、使用将对电力系统产生深刻影

响，涉及诸多问题，如市场化运营[44]、充电设施设

备建设开发[45]等，本文将以充电负荷相关研究的介

绍为基础，阐述充电控制的效益，着重介绍充电控

制策略方面的 新研究成果，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

可能的研究方向。 

1  充电负荷 

1.1  影响充电负荷的因素 
电动汽车对电力系统的影响主要通过充电负

荷实现，充电负荷集中反映了电动汽车对电力系统

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充电负荷的特征。 

充电负荷性质复杂，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出行需求：主要指用户的行驶里程、出行

时间、出行频率与出行目的等。它们决定了用户的

充电时间、需求电能以及获得充电服务的情况。 
2）使用习惯：反映了用户的充电偏好，使用

习惯的差异会使充电负荷呈现出一定的分散性。 
3）电池特性：包括电池容量、充放电速率和

充放电曲线等，决定了实际的充放电功率及充电负

荷曲线。 
4）充电设施：决定了电动汽车是否能向电网

馈送电能和充放电功率的大小。随着 V2G 技术的

提出和推广，能量双向流动的充电设施将成为主

流。同时，充电设施的完善程度将会对电动汽车的

普及速度产生一定影响；充电设施的分布特性将会

对系统充电负荷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5）电动汽车数量：决定了充电负荷的整体规

模。它反映了电动汽车普及速度，与电动汽车价格、

使用费用、电动汽车性能以及充电的方便性等因素

密切相关。 
6）充电控制方式：可以分为直接、间接两类。

直接控制是指对充电时间加以限定，如研究中常见

的夜间充电 (night charge) 和谷时充电 (off-peak 
charge)；间接控制是指通过制定峰谷电价、实时电

价或辅助服务价格等途径对用户充电行为加以引

导，往往涉及充电过程在特定目标函数下的优化。 
与以上定性论述不同，文献[12]将影响因素归

结为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两类，基于充电负荷的模

拟，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利用线性回归、支持向量

机回归技术(SVR)对内部、外部因素的影响进行了

分析。但这种研究工作的开展依赖于充电模拟的精

度，充电模拟的准确性对分析结果有较大影响。 
1.2  充电负荷模型 
1.2.1  基于出行需求的方法 

现有的充电负荷确定方法可以分为基于出行

需求的确定分析法[17-18]、Monte Carlo 模拟法[5-11]和

充电站充电负荷[13-14]的概率分析法。 
基于出行需求的计算方法由来已久，早期的分

析法往往假定电动汽车出行时间服从特定的简单

分布，进而计算各个时段需要充电的电动汽车数

量，结合车辆出行距离的平均值，得到各个时段确

定的充电负荷。早期的 Monte Carlo 模拟法则是基

于假设的出行时间概率分布和平均出行距离，通过

Monte Carlo 模拟法确定满足一定误差水平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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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充电负荷的期望值[44,48]。 
当前的基于出行需求的计算方法认为电动车

辆对传统车辆的替代使用不会影响用户出行特征，

因而利用用户出行特征统计数据进行研究。限于数

据的可获取性，研究数据多取用美国 NHTS 统计结

果[15]。确定分析法往往直接从统计数据中提取用户

的出行特征参数[11-12]，而 Monte Carlo 模拟法则通

过参数拟合获得反映用户出行特征参数的概率分

布，基于此概率分布进行 Monte Carlo 模拟，进行

概率性分析[8-11]。 
文献[8]根据充电模式、电价政策以及充电地点

不同，假定了起始充电时间的概率密度函数，通过

参数拟合获得行驶里程的概率密度函数，结合电池

特性，通过卷积计算获得单一车辆时序的充电功率

期望，并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对电动汽车群的充电功

率分布进行研究。与文献[8]类似，文献[9-10]也从

相关出行特征的概率分布出发，分析时序充电功率

的分布情况，并采用 Monte Carlo 模拟方法求取时

序的充电负荷期望。文献[11]采用更为详细的统计

数据，以条件概率的形式考虑了出行时刻和行驶距

离间的相关性，得到更为精确的模拟结果。 
基于出行需求的计算方法从影响充电负荷因

素入手，通过模拟获得系统充电负荷，能够方便研

究各种因素对充电负荷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以方便

地获得具有时序特征的全系统充电负荷，但难以揭

示充电负荷的空间分布特征。 
1.2.2  充电站充电负荷概率分析法 

此类方法从充电站角度出发，基于抵达充电站

的电动汽车数量和充电需求在本质上是一种随机

过程这一事实，对充电负荷进行概率性分析。复合

泊松过程、排队论在加油、售票等服务业中的广泛

应用为此种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泛的参考。

文献[13]根据充电站的充电桩数量、电动汽车的平

均充电时间与到达时间间隔的均值等参数，利用排

队论模型导出了某一时刻抵达充电站充电的电动

汽车数量 n 的概率分布；同时根据行驶里程的分布

状况，分析第 i 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二者结合

得到充电站时序充电功率的分布情况。文献[14]考
虑了充电站周边道路的拓扑结构和行车速度，利用

动态交通流模型给出了排队论模型中相关参数的

取值，使分析结果更为详尽、准确。 
这种方法能够计及充电负荷的空间分布特性，

在充电站的规划、建设与运行中可以发挥巨大作

用，但在计算系统总体充电负荷方面具有一定困

难，有待进一步研究。 

2  充电调度控制的效益 

通过恰当的充电控制特别是 V2G 控制，不仅

能够有效控制充电负荷对系统的负面影响，而且能

够丰富系统运行、控制手段，产生巨大效益。所谓

V2G 是指电动汽车不仅能够从电网汲取电能，而且

能够向电网输送电能。由于单一电动车辆充电负荷

小、电池容量有限，因而研究人员提出了电动汽车

aggregator 的概念。aggregator 是指一定数量的电动

汽车的聚集体，具有一定规模的可调度负荷和储能

容量，将成为电动汽车充电控制、参与电力市场的

重要形式，文献[44]对其概念和角色进行了详细阐

述。下面将对充电调度控制的效益进行分类介绍。 
1）削峰填谷，提高负荷率和设备使用率，减

少、减缓电力系统规划建设投资。电动汽车选择负

荷低谷时段充电或在低谷时段充电、在高峰时段放

电，能实现负荷曲线的削峰填谷，提高负荷率和设

备使用率，充分挖掘现有电力系统供电特别是支撑

电动汽车运行能力，在保证供电可靠性的同时，延

缓系统扩建计划。文献[17]中引入填谷的充电控制

使系统可容纳的电动汽车数量由汽车总数的 20%
提升至 50%。文献[34]探讨了现有体系结构下电动

汽车并网问题，并初步分析了 V2G 控制下的系统

规划问题。 
2）跟踪可再生能源出力，维持电力系统运行

平衡。传统电力系统运行中，调度、控制发电机出

力满足预测负荷，维持系统平衡。可再生能源大规

模并网使发电侧出力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对系统平

衡提出巨大挑战。进行积极的充电(V2G)控制，可

以实现充电负荷对可再生能源出力变化的跟踪，促

进可再生能源吸纳[33]。文献[35]以丹麦电力系统为

例，分析了充电控制对于促进风电吸纳、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作用。文献[36]考虑了风电与用户充电

的随机性，利用 V2G 平抑风电出力波动，并分析

了电动汽车普及率、风电场规模对于功率追踪的   
影响。 

3）为系统提供辅助服务。一般通过控制、调

节发电机出力状态和出力水平，提供调频、调峰及

备用等辅助服务；通过充电负荷控制也可以达到类

似效果。文献[32]以 2003 年的加州电力市场为背

景，基于电池容量计算分析了 V2G 技术在调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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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备用和调峰三种辅助服务市场中可能的应用，

并对一台 RAV4 电动汽车整年可获得的收益进行了

分析。文献[37]也以加州电力市场为研究背景，通

过实际实验说明了利用电动汽车提供调频服务的

可行性与实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形下用

户收益多于充放电损耗。文献[38]计算了 V2G 在德

国、瑞典电力市场中提供调频服务的收益，并就其

参与市场竞争进行了态势分析。同时，与发电机控

制相比，负荷控制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更为灵活

的响应特性，可以为电力系统提供新型辅助服务。

文献[39]指出电动汽车电池的快速响应能力大大减

轻了常规机组在多风电的丹麦电力系统中的调节

负担。文献[40]针对电动汽车提出了削峰、调频同

时进行的新型辅助服务，以充分发挥其效益。 
4）充电控制能够丰富电网运行的调节、控制

手段。通过控制各节点电动汽车的充电行为，可以

改变电力系统潮流分布情况，从而降低系统网损、

改善系统电压质量。例如，网络损耗可以通过电容

器投切、变压器分接头调整等多种手段控制，也可

以通过充电控制在时序上对其进行优化。这种控制

在配电网中的应用在研究中得到了证实[49-51]。同

时，电动汽车 V2G 技术在柔性交流输电(FACTS)
系统中也能发挥调节、控制作用，并替代某些电力

电子设备实现相应的功能[41-42]。文献[41]利用 V2G
技术设计实现了统一潮流质量控制器(unified flow 
quality conditioner，UPQC)，代替了传统的无功补

偿装置和滤波装置；而文献[42]则利用电动汽车充

电站的充电控制提供 STACOM-APF 的功能。这种

控制通常不涉及目标函数，需要通过实时计算得到

充、放电功率。电动汽车的充放电行为会对电力系

统暂态稳定性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文献[43]对此进

行了仿真分析，并提出利用广域控制系统加以限

制，但尚未涉及利用对充放电的积极控制协助维护

系统暂态稳定。 
综上所述，充电控制不仅能够维持系统有功平

衡、为系统提供辅助服务，而且能够降低系统建设、

运行成本，还能丰富系统运行中的调节、控制手段，

支撑电网运行，在可再生能源吸纳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3  充电调度控制策略 

3.1  概述 
充电调度控制策略是充电控制效益实现的基

础和先决条件；依照特定的策略实施充电控制，可

以在限制充电负荷对电力系统负面影响的同时，发

挥充电控制特定的效益。下面，将对充电控制策略

研究的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按研究层面划分，充电控制策略研究可以分

为：1）单一电动车辆充电控制；2）电动汽车群充

电控制，通常是 aggregator 和配电网层面的研究；   
3）区域电力系统电动车辆充电控制。按功率流向

划分，可以分为：1）单纯的充电控制，只考虑电

动汽车充电行为，不考虑电动汽车向电网馈送电能

的情况；2）V2G 控制，充电汽车与电网相连时，

电能在电池与电网之间双向流动，涉及电动汽车向

电网馈送电能的情形。 
3.2  单一车辆充电控制 

单一车辆的充电控制是分析用户费用、收益以

及对市场信号响应的重要工具，通常是在实时电

价、辅助服务价格以及燃料价格(针对 PHEV)下，

满足电动汽车使用需求的同时，对用户充电过程进

行优化，使电动车辆所需能源费用 小： 

 elec ch fuel AS chmin ( , ) (soc, )C P p C R p+ −  (1) 

式中 Celec、Cfuel和 RAS分别电动汽车充电、耗油的

费用以及提供辅助服务的收益。其中，充电费用与

电价 P(t)和充电功率 pch(t)有关，辅助服务收益是电

池储能状态 soc(t)和充电功率 pch(t)的函数，耗油费

用则是针对 PHEV 而言，与电动汽车整个行程中的

能量有关。需考虑以下约束条件： 
1）电动汽车使用约束： 

 0soc( ) socdt ≥  (2) 

即在用户出行时刻 td，电池储能应达到一定的水平。 
2）能量平衡约束： 

 plug-in ch(soc, ) 0E p =  (3) 

 plug-out e fuel cons(soc, , , ) 0E p p p =  (4) 

式(3)、(4)分别给出了电动汽车在并网充电和行驶过

程中的能量平衡过程。并网时，能量平衡主要体现

在 soc(t)变化和 pch(t)上；脱网、行进时，能量平衡

则与 soc(t)变化、汽车行驶中电动机功率 pe(t)、内

燃机功率 pfuel(t)(针对 PHEV)以及行驶中的能量需

求 pcons(t)有关。 
3）电动汽车的技术约束： 

 ch max( )p t p≤  (5) 

 min maxsoc soc( ) soct≤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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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反映了电动汽车充电功率的约束；式(6)则反   
映电池容量及使用约束，通常取 socmax = 1，而考虑

到电池过度放电对其寿命的不利影响，socmin 常取

为 0.2。 
其中，式(1)的具体形式取决于电力市场中的电

价以及电动汽车提供辅助服务的类型和价格；而   
式(3)、(4)的具体形式与对电池充电过程、汽车行驶

过程的建模有关。不同的研究中对电动汽车使用费

用计量方法的差异、对充电过程和行驶过程简化与

建模的区别，形成了具体形式各异的模型，例如，

文献[46]对 PHEV 的行驶过程和能源使用情况建立

详细的模型，并进行了能源费用的优化；文献[47]
计及用户为系统提供调频服务获得收益，采用动态

优化方法对用户的充电过程进行了优化，并考虑电

动汽车的购买费用，计算得到电动汽车的年使用费

用将比普通汽车节省 3 773 $(结果依赖于市场中的

实时电价)。文献[48]考虑了用户出行的随机性，利

用随机优化的方法给出了能量管理方案，并分析了

不同“燃料价格–电价”对 优方案的影响。 
3.3  电动汽车群(aggregator)充电控制 

相比单一车辆而言，电动汽车群充电控制涉及

一个电动车队、一个停车场的充电控制问题，优化

方法和控制目标较为丰富，为 aggregator 参与电力

市场竞争、支撑配电网运行提供了参考。文献[49]
通过多辆电动汽车的联合充电控制，以降低配电网

的网络损耗。文献[50]提出了基于灵敏度的实时负

荷管理算法，对电动汽车群的充电过程进行优化，

在降低损耗的同时，兼顾了配电网电压水平。文   
献[52]采用粒子群算法以充电费用 少为目标对充

电站的 V2G 运行进行了优化，并对充电装置短路

故障进行了仿真分析；文献[53]建立局部优化模型，

对预测的充电负荷进行优化，一定程度上考虑充电

负荷的随机性，同时在费用计算方面简单考虑了频

繁充放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文献[54-57]在用户使

用费用中考虑了电动汽车为系统提供调频和备用

服务的收益，对 aggregator 的 V2G 进行了优化，其

中文献[55]考虑了用户的不确定出行行为，文献[57]
则利用一致性滤波给出了有限通讯条件下利用充

电控制提供调频服务的完整方案。考虑到控制目标

的多样性，此处不再给出目标函数的一般形式。 
电动汽车群充电控制研究中，直接对汽车群的

集中负荷进行控制，忽视了单一车辆充电需求的具

体满足，而考虑了与电网运行相关的电压、网损，

因而其约束条件与单一车辆的充电控制问题有着

较大的区别，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潮流平衡约束： 

 , ch[ ( ), ( ), ( ), ( )] 0i t i i i ig V t P t Q t p t =  (7) 

式中 Vi(t)、Pi(t)、Qi(t)、pchi(t)分别表示 t 时刻节点 i
处的电压、不计充电负荷的有功注入、不计充电负

荷的无功注入以及电动汽车充电功率。由于计及了

电压水平，因而需要使用交流潮流平衡方程。 
2）电压水平约束： 

 min max( )iV V t V≤ ≤  (8) 

式(8)对各时刻各节点的电压水平进行了约束。 
3）网损约束： 

 Loss Loss ( )
t T

P P t
∈

= ∑  (9) 

式(9)给出了系统的总网损，这是充电控制问题多时

段耦合性的部分体现。需要指出的是，网损可以作

为约束条件考虑，也可以计入目标函数。 
4）充放电功率约束： 

 max max
ch ch ch( ) ( ) ( )i i ip t p t p t− ≤ ≤  (10) 

式(10)中考虑了 V2G 控制的情形，在不计及 V2G
时，只需要将上述不等式改写成： 

 max
ch ch0 ( ) ( )i ip t p t≤ ≤  (11) 

而式中 max
ch ( )ip t 与 t 时刻节点 i 处接入电网的电动汽 

车数目和类型有关，它的取值往往来源于实时统计

或充电需求模拟。 
5）能量需求约束： 

 ch ( )i i
t T

E p t t
∈

= Δ∑  (12) 

式中 Ei表示研究周期 T 内节点 i 处用户总的电能需

求。由于用户使用需求的随机性，电动汽车的数量、

类型、soc 及未来使用行为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很

难确定各个时刻关于 Ei的约束。 
上述模型中，尽管对电动汽车使用约束进行了

简化，但引入非线性的网络潮流方程，电动汽车群

充电控制问题成为一个多时段耦合的非线性优化

问题，求解困难，现有的研究中常采用灵敏度方法

分析[50-51]或借助负荷率[49]等概念进行简化。 
3.4  区域电力系统充电控制问题 

区域电力系统层面的充电控制，从系统运行人

员角度出发，通过多个 aggregator 的协调控制支撑

系统运行。它不仅涉及潮流平衡、充电约束，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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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区域电力系统的安全、经济运行，目前主

要是指计及充电负荷的优化调度或机组组合问题，

通常目标函数具有下面的形式： 

 
1

min { [ ( )] [ ( )]}
n

Gi Gi Gi Gi
t T i

F A P t S u t
∈ =

= +∑∑  (13) 

式(13)包含了系统火电机组燃料费用和启停费用

小的目标函数，根据研究需要还可以计及节能减排

等方面的效益。 
约束条件方面，和机组相关的约束条件与传统

问题一致，不再列出。充电负荷的引入改变了系统

的有功平衡，并引入了电动汽车的相关约束： 
1）有功约束： 

 ch Loss
1

( ) ( ) ( ) ( ) ( )
n

Gi Gi
i

u t P t p t W t D t P
=

− + = +∑  (14) 

 max max
ch

1
( ) ( ) ( ) ( )

n

Gi Gi
i

u t P p t D t R t
=

+ ≥ +∑  (15) 

式中 D(t)、W(t)、R(t)分别表示 t 时刻系统的负荷、

可再生能源电力以及备用需求。式(15)中考虑了电

动汽车 V2G 的因素，要求电动汽车在紧急情况下

以 大功率向电网馈送电能。同时在计及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条件下 R(t)的确定相对复杂，需要考虑可

再生能源电力的随机性、波动性。 
2）电动汽车约束： 

 max max
ch ch ch( ) ( ) ( )p t p t p t− ≤ ≤  (16) 

 ch ( )
t T

E p t t
∈

= Δ∑  (17) 

与电动汽车群充电控制而言，区域电力系统充电控

制侧重考虑了系统的有功平衡，引入表示机组启停

的整数变量，使模型进一步复杂。 
上述模型给出了考虑 V2G 和可再生能源并网

的机组组合问题的一般形式，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

可引入电网潮流约束、可再生能源出力的概率预测

等复杂条件，使问题更具现实意义；但与此同时，

这也使模型更加复杂，求解更为困难。 
研究人员对此问题进行了逐步深入的研究。文

献[58]中模拟了充电负荷的随机特性，采用基于风

险的调度方法，使充电负荷得到满足，在计及系统

运行风险的同时通过优化调度实现了电能生产的

经济性。文献[59]考虑充电负荷的可控性，建立了

考虑 V2G 的机组组合模型，并用粒子群算法求解，

分析了 V2G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效益，但

对充电负荷的随机特性考虑不足。文献[60]考虑电

动汽车的可移动特性，将含有电动汽车的考虑安全

约束的机组组合问题解耦为两个问题，分别加以解

决，降低了问题求解的难度；研究对比了不同充电

方式对区域电力系统运行的影响，表明有效的充电

控制可以实现系统负荷的削峰填谷。文献[61]考虑

了充电站充电负荷波动和满足的情况，建立了考虑

充电站与电网互动的机组组合模型，有效降低了机

组出力调整的频率，实现系统的安全、经济运行。

文献[62-65]对含风电电力系统的电动汽车并网问

题进行了初步分析，探讨了风电、充电负荷协调运

行的效益。文献[66]基于充电需求模拟，利用充电

负荷为系统提供备用，分析了不同充电模式对风火

电电力系统机组组合的影响，但忽略了电动汽车电

池储能容量约束和线路传输容量的限制。文献[67]
中计及了线路传输容量的限制和机组停运、线路故

障等各种随机因素，但忽视了充电需求的特征，过

分强调了电动汽车的可移动特性，试图以电动汽车

移动替代输电线路传输电能，而不适用于大规模电

力系统的研究。文献[66-67]中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机组组合模型中计及充电控制因素可以降低系统

运行费用，减少弃风量。 
3.5  充电控制策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充电控制策略研究中尚存在以下几点

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以对电动汽车的直接调度为基本假设，

认为运行人员在电动汽车空闲时间可以完全控制

其充(放)电过程。事实上，运行人员不具备此权限，

需要通过价格信号或充电服务计划等手段吸引、调

动用户充电行为或向用户换取充电控制权力。这需

要对用户响应进行分析、模拟，文献[68]初步涉及

用户对实时电价信号的响应情况。 
其次，忽略了 V2G 技术对电池寿命的影响。

现有的 V2G 控制研究往往忽视了频繁的充放电过

程对电池寿命的不利影响，这使得充电控制中用户

收益、花费的计算不够准确，同时也使得某些充电

控制策略因充放电频繁、对电池寿命影响较大，而

失去实际应用的价值与可能性。文献[69]就 V2G 技

术对电池寿命的影响进行了专门阐述，在未来的充

电控制策略中应尽可能计及这方面的影响。 
再次，未深入探讨多电动车充放电过程的分解

协调问题。在电动汽车群、区域电力系统层面的充

电控制问题中，往往只能给出多辆电动汽车总的充

放电安排，而尚不能将其分解到每辆电动汽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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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70]提出一系列基本原则可使充放电负荷在电

动汽车间自动分配，但此方法本质上是以每辆电动

汽车的频繁充放电交替过程代替多辆电动车间的

时序配合，对电池寿命有较大影响。文献[71-72]对
充电控制进行了分层处理；后者的三层处理相对完

善，顶层通过出力安排获得电动汽车群充电功率，

中层借鉴文献[70]思路按储能状态SOC对各车充电

功率进行控制，底层取电网频率作为反馈调整充电

功率并为电网提供辅助服务。这种框架体系下，顶

层充电功率的实现、用户充电需求的满足将成为关

键问题。 
后，研究成果集中于充电控制在维持系统有

功平衡方面，对充电控制作为系统运行、控制手段支

撑系统运行方面的研究还尚未深入。尽管有研究工

作已经涉及充电控制在 FACTS 系统中的应用[41,42]，

但其他方面应用的研究十分有限。 

4  结论 

伴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电动汽车的普及已经

成为一种趋势，这将会对电力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

响。大规模可控性的充电负荷和电动汽车储能设备

为负荷调度提供了基础，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电力运

行手段、策略，以补充传统发电调度策略的不足。 
充电负荷控制不仅能够有效地限制充电负荷

对系统运行的不利影响，而且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益

——从维持系统有功平衡到为系统提供辅助服务；

从降低系统建设、运行成本到丰富电网运行、控制

手段。我们需要对充电负荷性质、充电控制策略进

行更为深入的研究，限制充电负荷的不利影响，充

分发掘充电负荷控制的用途和效益，推进电动汽车

普及进程。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下列问题应得到特

别的关注： 
1）充电负荷时空分布特性。这是充电设施规

划、实施充电负荷控制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2）随机性的充电控制策略。区域电力系统、

配电网层面的充电控制策略应充分考虑用户充电

需求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电动汽车数目众多、约

束条件复杂，这会使模型的求解进一步复杂。 
3）充电控制策略具体实现。充电控制策略

终要能够给出每辆电动汽车的充电功率曲线。解决

此问题需要考虑多辆电动车充电过程分解协调、计

及充电次数的限制、考虑用户对控制信号的响应   
行为。 

4）充电控制效益的挖掘与统一。目前充电控

制策略研究集中在系统有功平衡方面，但在其他方

面的潜在效益有待进一步挖掘，并发展相应的控制

策略。在未来控制策略研究中，需要综合考虑各方

面所具有的效益，以使总体效益达到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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