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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view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enhancing the 

dynamic security assessments of modern power systems. It 

highlights the pivotal role of AI in facilitating scenario 

generation, incident prediction, risk assessment, and severity 

grading, thereby addressing the complexities introduced by 

renewable energy integration and advancements in digital grid 

technologies. The paper delves into data-driven techniqu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decision trees that effectively bridg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security metrics. These 

methodologies enable real-time, accurate predictions of system 

behaviors under varied operational conditions and support the 

optimization of control strategies.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we 

demonstrate how AI applications can transform traditional 

security assessment protocols, enhancing both the efficacy and 

efficiency of power system operations. The findings advocate for 

the potential of AI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electrical grids, marking a paradigm shift towards 

more adaptive and intelligent power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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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综述了人工智能（AI）在现代电力系统动态安

全评估中的应用，重点探讨了 AI 在运行场景生成、事故预

测、风险评估和严重程度分级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文章强

调，通过利用数据驱动的技术，尤其是决策树方法，AI 技

术能够有效地解决由可再生能源集成和数字化电网技术带

来的复杂性问题。这些方法不仅支持系统在不同运行条件

下的实时、准确预测，还优化了控制策略，从而提升了电

力系统操作的效率和效果。本研究通过详尽的分析，展示

了 AI 在传统安全评估协议中的转型潜力，增强了电力系统

的可靠性和弹性。研究结果支持 AI 技术在电网可靠性和弹

性提升中的重要潜力，预示着向更适应性强、智能化的电

力基础设施的转变。 

关键词：人工智能; 电力系统稳定性; 动态安全评估; 决

策树; 风险管理 

0 引言 

电力系统静态安全分析及预警针对特定预想

事故集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运行状态进行安全性性

分析和校验，辨识出不安全运行场景；进而对其

不安全程度进行量化评估并划分风险等级；最后

通过安全风险分析及预警结果指导后续的安全风

险防范控制，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关

键分析技术之一。由于新能源发电的强不确定性

和复杂时空相关性电力系统实际运行中可能出现

的运行场景数目呈海量增长[1]。另外，由于电力电

子设备控制呈现多时间尺度级联和控制切换的特

点[2]，电力系统动态模型的复杂度显著增加。实现

快速准确的新型电力系统动态安全风险预警面临

更大困难。 

由于新能源发电的不确定性和新型电力系统

动态模型的高维、强非线性，基于物理模型和时

域仿真的安全风险预警方法难以满足在线计算的

速度要求。随着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驱动的安全风险预警

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愈加关注[3-4]。数据驱动

的安全风险预警方法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建立电网



运行特征与功角、电压和频率等不同动态安全风

险评估指标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关系[5-6]。这类方法

离线阶段使用大量样本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在线

阶段利用训练好的模型评估安全风险。数据驱动

的安全风险预警方法直接从训练样本中挖掘运行

特征与安全风险指标之间的关联关系，不需要求

解表征电力系统动态行为的高维非线性微分-代数

方程组，能够在保证一定精度的前提下实现动态

安全风险的快速评估。 

1 电力系统静态安全分析框架 

电力系统安全风险预警主要包括运行场景生

成与缩减、预想事故筛选、安全风险评估和严重

度分级 4 个环节。 

运行场景生成与缩减提供未来代表性运行场

景及其概率信息，预想事故筛选提供高风险的常

规预想事故和连锁故障集。基于典型运行场景和

预想事故集，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风险评估包括

对暂态电压稳定性、同步稳定性和暂态频率安全

的定量评估，以输出不同安全风险属性的评估结

果。安全风险严重程度按照特定的分级策略将运

行场景的不安全性分级，形成不同的预警级别，

并将安全风险分级预警结果用于指导后续的预防

控制决策和紧急控制策略的制定。 

其中运行场景生成通常基于滚动更新的新能

源发电和负荷预测信息，并结合发电调度计划，

可以生成大量符合新能源出力时空相关性的未来

运行场景。为了简化安全风险预警计算，可以从

这些运行场景中筛选出少量代表性的场景进行详

细计算，并利用它们的计算结果来代表整体的安

全风险预警结果，从而减少需要评估的运行场景

数量。预想事故的筛选包括从原始预想事故集中

挑选出少量高风险事故进行详细分析，涵盖了 N-1、

N-k 等传统预想事故的选择[7]，同时也考虑了连锁

故障的筛选。安全风险评估使用时域仿真方法或

数据驱动方法，对每个运行场景在特定预想事故

下不同安全风险属性进行量化评估。在安全风险

评估基础上，通过预设的严重性分级策略确定每

个运行场景的严重性等级。 

2 基于智能算法的预想事故筛选 

预想事故的筛选考虑了事故发生的概率和严

重后果，将所有预想事故进行排序，并选取高风

险预想事故进行详细分析。在此过程中，如果利

用数据驱动技术对系统的暂态行为进行快速评估，

将有效提升预想事故筛选的速度和效率。在常规

预想事故筛选方面，文献[8]通过对电网历史运行

场景进行聚类，为每一类场景分别训练支持向量

机作为暂态稳定评估模型，以加速预想事故筛选

的过程；文献[9]首先构建节点的暂态电压安全性

指标，并利用这些指标的余弦距离度量预想事故

之间的相似性，通过层次聚类算法进行预想事故

的分组，进而从每一组中筛选出严重的预想事故。

但该方法中使用时域仿真计算暂态电压安全性指

标向量，将影响预想事故筛选的速度。 

在连锁故障筛选方面，文献[10]利用堆叠降噪

自动编码器评估连锁故障发生后引起直流换相失

败的持续时间，从而快速评估连锁故障引发直流

连续换相失败的概率；文献[11]使用堆叠降噪自动

编码器建立交流故障发生后是否引起直流闭锁的

快速判断模型，辅助搜索能够引发直流闭锁的高

风险连锁故障。文献[10]和[11]中建立的深度学习

评估模型主要依赖系统的网络结构和故障位置信

息作为输入特征，但对系统在发电负荷功率注入

变化后的影响考虑不足。为了在连锁故障筛选中

考虑新能源接入可能带来的源荷不确定性，文献

[12]提出了一种结合分布因子的随机响应面法。该

方法用于计算线路连锁开断过程中的随机潮流，

并利用深度森林技术快速评估随机潮流计算结果

的误差水平。 

3 基于智能算法的静态稳定评估 

安全风险评估的核心任务是评估不同安全风

险属性在预想事故发生后的量化表现。由于新型

电力系统可能会产生多种运行场景，其动态模型

具有高维度和强非线性特性，完全依赖时域仿真

计算安全风险评估指标将消耗大量时间。数据驱

动的安全风险评估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提高了评估

速度。近年来，深度学习、集成学习、增量学习、

迁移学习等新一代机器学习技术在新型电力系统

的安全风险评估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此介绍基

于决策树的静态电压稳定评估方法。 

3.1 基于参与因子的特征变量初筛 

在电力系统实际运行中，导致电压失稳的主

要原因是系统无法满足负荷的无功需求。发电机

和负荷分别产生无功和消耗无功，此外，输电系

统中的无功损耗对母线电压有显著影响。因此，

本文选择母线、发电机以及支路作为影响静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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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稳定问题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对系统的静态

潮流方程线性化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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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的潮流雅可比矩阵。 

由于电压主要受无功功率的影响，假设

0P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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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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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降阶雅可比矩阵。 

对 JR进行分解可得： 

 ΛRJ    (4) 

式中，为特征值 i 的对角矩阵；和 分别为

JR的左右特征向量矩阵。 

将式(4)代入式(3)可得 

 1Δ Λ ΔV Q   (5) 

令Δ Δ ,Δ Δm mV V η Q η Q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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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为 JR 的第 i 个特征值； miV 和 miQ 分

别为 i 对应的模态电压及模态无功变化量。 

3.2 基于决策树的静态电压稳定裕度评估 

通过决策树建立用于静态电压稳定评估的分

类学习模型，利用系统中大量存储的历史数据驱

动模型训练。通过构建的决策树学习模型，可以

提取相应的电压稳定状态评估规则，并对系统当

前的电压稳定状态进行判断。 

使用决策树进行静态电压稳定评估是将其视

作一个分类问题。在机器学习的有监督学习领域

中，分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分支，涵盖了多种技

术，如决策树、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和朴素贝

叶斯等。相对于其他分类技术，决策树具有白箱

模型的特点。它不仅能为运行人员提供可靠的系

统电压稳定状态评估结果，还能通过其树形结构

展示其学习的整个过程[13]。这种特性不仅提高了

分类结果的可信度，同时也为运行人员在控制系

统电压稳定状态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辅助。

图 1 为决策树基本结构。 

 

图 1 决策树基本结构 

如图 2所示，决策树是一种类似于树的结构，

由树节点和树枝组成。树节点包括根节点、子节

点和叶节点三种类型。根节点作为起始点存储初

始样本集，这些样本具有不同的类别标签，整体

上呈现出一定的混乱度。决策树利用熵来衡量样

本集的混乱程度，熵值越大，样本集越复杂。 

为了降低样本集的熵值，决策树从根节点开

始选择一个属性，将初始样本集划分为两个熵值

减小的子样本集，并将它们存储在相应的子节点

中。子节点接收到样本子集后，继续选择属性进

行进一步划分，重复这一过程，将样本子集传递

到下一级子节点。 

随着样本集不断分裂，每个样本子集中的样

本最终具有相同的类别标签，这时熵值为零，将

该子样本集存储在叶节点中。从根节点到叶节点

的路径完整展示了如何通过选择属性逐步将初始

混乱的样本集划分为纯净的子样本集的过程。然

后利用 C4.5 算法构建面向电压稳定裕度评估的决

策树模型，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1）初始信息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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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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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为生成样本集；m 表示样本集中样本的类

别数目，电压稳定裕度评估中通常被分为正常状

态、预警状态和紧急状态 3 类；pi表示样本集 S 中

属于类别 i的样本占样本总数的比例。 

计算完样本集的初始信息熵后，就需要计算



各个属性对于样本集熵降低的能力，即计算分裂

信息熵。 

2）属性信息熵。 

 ( ) ( ) ( )L R
A L R

S S
Entropy S Entropy S Entropy S

S S
   (8) 

式中：A 为任意一个关键特征变量；SL 和 RS 是依

据属性A将样本集划分后的两个样本子集； LS 、

RS 及 S 表示对应样本集中样本的个数。 

由上式可以看出，属性信息熵本质上是各样

本子集初始信息熵的加权平均值。将样本集的初

始信息熵和属性信息熵相减即可量化该属性降低

训练样本混乱程度的能力。 

3）信息增益。 

 ( ) ( ) ( )AGain A Entropy S Entropy S   (9) 

信息增益的大小反映了样本集熵值减少的程

度，即该属性在分类中的有效性。ID3 算法利用信

息增益来选择节点中最佳的属性，但为了获取最

大的信息增益，ID3 算法可能会倾向于将每个样本

划分为单独的子样本集。为了克服 ID3算法可能出

现的过拟合问题，C4.5 算法在计算信息增益的基

础上引入了分裂信息的概念，从而计算各个属性

的信息增益率。这一改进有效地解决了 ID3算法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使得决策树构建过程更加合理

和实用。 

4）信息增益率。 

 2
1

( ) log
k

i i

i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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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plitInfor(A)表示属性 A 的分裂信息。 

利用属性 A 的信息增益和分裂信息，即可得到相

应的信息增益率： 

 
( )

( )
( )

Gain A
GainRatio A

SplitInfor A
  (11) 

从根节点到最后的子节点，每个节点都会计

算所有属性的信息增益率。然后，选择信息增益

率最高的属性来对样本集进行划分，这一过程逐

级进行，直到样本集被划分为仅包含同一类别样

本的纯净子集为止。一旦构建完成决策树，就可

以根据决策树的路径提取相应的电压稳定评估规

则。系统运行人员可以将 PMU 测量的数据与提取

的评估规则进行比对，以评估系统当前的电压状

态。 

在建立决策树时，只能使用系统中存储的历

史电压幅值、历史无功功率和历史断面潮流等过

往运行数据。因此，所建立的决策树能够很好地

学习和预测这些历史数据。然而，随着电网运行

方式的不断复杂化，可能会出现之前未曾遇到的

新的运行模式。决策树可能无法通过学习历史数

据来有效地应对新的运行模式，导致训练误差较

小但泛化误差较大的问题，即出现欠拟合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入了K折交叉验证方法。

该方法将训练样本集划分为K个互斥的子集，每次

使用其中 K-1个子集来训练模型，然后用剩余的一

个子集来验证模型的性能。重复这个过程K次，确

保每个子集都被用作验证样本，从而评估决策树

的泛化能力。 

4 事故严重程度划分 

安全风险评估的结果涵盖了大量不同运行场

景及其相关的安全风险指标信息。为辅助调度人

员快速把握安全风险评估的总体情况，可以采用

严重程度分级策略对各个运行场景的安全风险进

行分类。目前常见的严重程度分级方法包括基于

负荷损失量、严重度函数和控制代价等不同原则

的方法。 

基于负荷损失量的分级方法首先量化系统在

发生预期事故后可能损失的负荷量，然后根据不

同损失量的大小对各个运行场景的安全风险程度

进行排序和分级。其中，文献[14]依据负荷损失量

分别划分为 2%~5%、5%~10%以及 10%以上三个

级别，来评估各运行场景的安全风险程度。该方

法将事故后系统可能的负荷损失量作为安全风险

的综合评估指标，同时在计算负荷损失时考虑电

网静态和动态安全约束的实际需求。 

基于严重度函数的分级方法一般针对特定的

安全风险属性。首先，评估安全风险属性的量化

指标结果，然后建立相应的严重度函数并计算其

数值，最后，设定分级阈值将安全风险程度划分

为不同的严重度等级。其中，文献[15]利用基于临

界故障清除时间的暂态稳定裕度指标作为评估指

标，基于效应理论采用指数函数建立严重度函数，

并据此设定 5 个不同等级的分级阈值；文献[16]则

以基于电压偏移值和偏移持续时间定义的暂态电

压稳定裕度指标为基础，同样采用效应理论中的

指数函数建立严重度函数，设定了相应的 5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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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阈值。这种方法能够反映安全风险增大时严

重度增加速度加快的特性，但需要注意，严重度

函数的形式和分级阈值往往受人为主观设定影响

较大。此外，文献[17]提出了基于潮流计算公式的

安全信息指标（SII）来评估系统的静态安全性，

并根据 SII 设定了 4 个等级的分级阈值。文献[18]

则直接以负荷裕度作为系统静态电压稳定的严重

度函数指标，将静态电压稳定的严重度分为 4个等

级。 

基于控制代价的分级方法首先确保系统安全

所需的控制措施类型，然后根据这些措施的实施

代价来划分安全风险的严重度等级，代价越高则

对应的等级越高。文献[19]研究了交直流混联电网

中典型预防控制措施的控制代价差异，依据预防

控制措施的类型将安全风险分为 5个等级。在此基

础上，文献[20]扩展至包括紧急控制措施，根据需

要采取的控制措施类型将安全风险分为 6个等级。

文献[19]和[20]同时综合考虑功角、电压和频率等

多属性动态安全约束的关键断面最大输电能力，

作为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指标。通过比较关键断

面实际传输功率与其最大输电能力的相对大小来

评估系统的安全性。在电网实际运行中，关键输

电断面反映了电网运行中的安全薄弱环节，是安

全监控的重点。采用多属性动态安全约束的关键

断面最大输电能力作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能够

全面反映电网运行状态的安全性，符合电网调度

运行的实际需求。文献[21]针对风电爬坡事件后的

功率平衡问题，依据所需的功率控制措施类型将

爬坡事件划分为 5 个严重度等级。文献[22]则针对

静态安全风险预警问题，考虑到发电机调整和负

荷切除等措施，根据控制措施的需要将安全风险

划分为 4 个等级。 

在安全风险评估结果的基础上，严重度分级

是安全风险预警的最后环节。基于负荷损失量和

严重度函数的分级方法的分级阈值往往由电网调

度人员根据经验主观设定，虽然能有效反映运行

场景的不安全程度，但由于没有对不安全运行场

景的可控性进行评估，所以分级结果难以对后续

的安全风险防控决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决策信息。 

5 基于人工智能的动态安全评估 

电力系统的动态安全评估是保障电力系统安

全运行的关键环节之一[23]。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指的是在受到扰动或异常情况时，系统能够保持

正常运行状态或迅速恢复到稳定状态的能力[24]。

稳定性评估通常包括电压稳定性、频率稳定性和

功角稳定性[25]。准确的稳定性评估能够帮助运营

商及时识别潜在风险，采取预防措施，确保电力

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驱

动的方法和先进的算法，为系统稳定性评估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工具，显著提升了评估的准确性和

效率[26-28]。 

5.1 基于 AI 的动态安全评估原理 

传统的电力系统动态安全评估方法主要依赖

于物理模型和经验规则，这些方法在面对复杂和

多变的电力系统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人工智能

技术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充分利用海量的监测

数据和历史运行数据，自动提取关键特征和模式，

从而实现更加准确和高效的稳定性评估[29-32]。 

在数据驱动的稳定性评估中，机器学习算法

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算法能够分析电力系统运

行数据，识别影响系统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并建

立稳定性评估模型。通过学习大量的历史数据，

机器学习模型可以预测系统在不同扰动下的稳定

性状态，从而帮助识别潜在的风险。人工智能技

术不仅可以处理结构化数据，还可以处理非结构

化数据，进一步提高了稳定性评估的全面性和准

确性。 

深度学习模型在处理复杂和高维度数据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通过使用深度神经网络，这些模

型能够捕捉电力系统运行中的复杂非线性关系，

识别出微小但关键的变化，从而提供更细致和精

准的稳定性评估[33-36]。特别是在时间序列数据

分析中，深度学习模型可以预测系统的未来稳定

性变化，为预防性维护和紧急响应提供重要参考
[37-39]。 

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电力系统的稳定性评

估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理模型和专家知识，而是

可以动态地适应系统的实时变化[40-45]。随着电

力系统运行环境和条件的不断变化，人工智能技

术能够不断更新和优化评估模型，确保评估结果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这种动态评估能力对于应对

电力系统运行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突发情况具有

重要意义。 

5.2 AI 在动态安全评估的应用 

5.2.1 电压稳定评估 

电压稳定性是指电力系统在负荷变化或故障



发生时，能够维持电压在安全范围内的能力[46]。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历史运行数据和实时监测数

据的分析，可以准确预测电压稳定性，识别可能

的电压崩溃点。支持向量机（SVM）是一种有效

的监督学习算法，适用于分类和回归问题。在电

压稳定性评估中，SVM 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训

练，建立电压稳定性预测模型，识别可能导致电

压不稳定的运行状态[47-50]。 

5.2.2 暂态（功角）稳定评估 

暂态稳定性涉及电力系统在大扰动（如短路

故障或大负荷变化）后的暂态响应能力[51-52]。深

度学习技术可以通过对系统动态响应数据的学习，

建立动态稳定性预测模型，评估系统在不同扰动

条件下的稳定性。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53]和

卷积神经网络（CNN）[54]在处理电力系统时序数

据和空间数据方面表现突出，能够准确预测系统

在不同扰动条件下的动态响应和稳定性。 

5.2.3 频率稳定评估 

频率稳定性是指电力系统在负荷和发电平衡

被打破后，能够迅速恢复到正常频率的能力[55]。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实时监测和分析系统频率变化，

可以提前预测频率不稳定情况，提供相应的调控

策略[56-57]。强化学习是一种基于奖励机制的学习

算法，适用于动态决策问题[58-60]。在电力系统

稳定性评估中，强化学习可以通过模拟系统在不

同操作策略下的反应，优化系统调控策略，增强

系统的动态稳定性和频率稳定性[61-62]。 

5.3 优势与挑战 

人工智能算法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能

够快速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从而提高分析的效

率和准确性，有效解决工程领域中的分类和回归

问题[63-66]。机器学习模型凭借其高预测精度，通

过学习历史数据，可以准确预测电力系统在不同

运行状态下的安全性，帮助运营商提前采取预防

措施。这些模型具备强大的自适应能力，能根据

新数据和环境变化进行持续的优化，提高对未知

情况的适应能力，从而增强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机器学习技术还提供了智能故障预测、

优化运行调度和安全域评估等多种解决方案，显

著提升了电力系统的智能化水平[67-69]。 

然而，机器学习模型对数据的质量和数量有

较高要求，模型的性能依赖于大量高质量的训练

数据。鉴于电力系统数据常伴有噪声和缺失，因

此需要有效的数据预处理方法[70-71]。此外，随着

信息攻击，如虚假数据注入攻击的日益严重[72-74]，

这些基于人工智能的电力系统稳定分析方法面临

新的挑战[75-76]。同时，机器学习模型的可解释性

亟待提高。深度学习等复杂模型的“黑箱”性质

使得其难以解释，这对安全性和可信度构成挑战
[77]。因此，发展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方法以增强模

型的透明性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考虑到电力系统

运行的高度实时性要求，机器学习模型需要在短

时间内提供准确的分析和预测结果，这对计算能

力和算法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78-79]。电力系统数

据来源多样，包括监测数据、历史运行数据和外

部环境数据等，如何有效融合这些多源数据以提

升模型的整体性能，仍是一个重要挑战[80]。 

6 结论 

基于人工智能的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分析能够

快速辨识未来安全风险并指导防控决策，是保障

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技术。本文从

人工智能的视角梳理了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分析的

所涉及的关键环节，主要包括运行场景生成与缩

减、预想事故筛选、安全风险评估和严重程度分

级。并针对上述环节综述了目前的研究现状，重

点介绍了基于决策树的静态稳定评估方法，并对

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难点进行了分析。在系

统动态安全评估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更加

精确和动态的分析手段。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模

型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深入学习，能够准确预测系

统在不同运行条件下的稳定性，并据此优化调控

策略，从而显著提高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力系统的安全

稳定性分析中的应用，为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运

行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人工智能预计将在电力系

统安全管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电力系

统向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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