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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IES)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mentary utilization of clean energy across China,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the effective planning, oper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security control of the IES network. This 

paper pres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optimal power flow (OPF) within IES, addressing the 

spatiotemporal interrelationships and coupled co-supply 

among primary energy processes such as electricity, gas, and 

heat (cooling). It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underscoring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coupled power flow modeling for 

electricity-heat-gas systems and the need for more robust 

modeling approaches that align with pract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Furthermor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of multi-target energy storage systems to enhance energy 

consumption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in energy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existing models and algorithms for target 

power flow and optimal power flow are critiqued for their 

lack of flexibi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particularly in 

handling multi-objective flows and ensuring system safety 

and reliability.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afety and reliabi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s to support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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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能源系统（IES）分析对促进清洁能源的综合

互补利用及提高全国清洁能源利用效率具有关键意义，直

接关系到 IES 网络的有效规划、运行协调及安全控制。本

文系统回顾了 IES 中最优潮流（OPF）的研究现状，特别

强调了电力、天然气与热能（冷能）等主要能源过程间的

时空关系及联合供应的复杂性。文章指出，目前对于电-

热-气耦合 IES 系统的潮流建模研究尚不充分，需要与实

际工程应用更紧密地结合，发展更为健壮的模型方法。此

外，探讨了多目标储能系统在提升能源消耗效率及资源调

配灵活性方面的潜力。现有的目标潮流及最优潮流模型算

法在处理多目标潮流和确保系统安全与可靠性方面存在

限制，需进一步发展安全性和可靠性评估框架以支撑综合

能源系统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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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 

0 引言

随着社会工业科技生产规模的持续发展规模

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要求的层次不断地提高，能

源消费与世界气候形势会日益地严峻，能源互联

网具有开放、可持续等特点，是当前能源领域的

一个重要发展方向[1-3]。为及时响应落实国家发展

"双碳"战略政策任务的政策号召，研究建设集电、

气、热等多种先进能源形式系统为于一体的综合

能源系统(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IES)方案[4]。

IES 可以同时有效实现提高社会能源利用率目标

和改善供蓄能转换系统能源的运行整体安全性，

并能实现目标"碳减排"[5-6]。 

综合能源系统已经成为世界能源研究的一个

重要的战略方向，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高地。

欧洲率先提出了综合能源系统这一理念，并在欧

盟框架计划下进行了多能协调优化及相关能源系

统研究，欧洲国家也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7-8]。美

国在 2007 年通过了《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提

出了实施全面能源规划的必要性[9]。加拿大致力

于在 2050 年前实现碳排放减少，并将主要精力集

中在社区集成能源系统（ICES）上，并计划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大范围的推广[10-11]。日本作为亚洲

第一个对能源系统进行研究的国家，在 2010 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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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日本战略能源计划》，提出了以安全、环保、

高效为目标的电力和天然气系统[12]。 

目前我国 IES 领域的创新发展实践仍可能面

临围绕着实现多尺度能源有效耦合、多时间尺度

能源等两个方面提出的重要技术问题挑战[13]。目

前，针对分布式 IES 应用的技术研究内容主要还

是围绕分布式多功能流的耦合和建模、系统状态

风险估计、安全性能分析建模与优化控制建模和

网络优化控制调度建模展开。 

潮流分析技术的核心概念最初源自现代电力

系统，主要分析用于计算求解在电力网络环境中

网络各传输节点对系统的输入电压分配和传输功

率的分布，判断对其输入负荷调节的动态合理性

程度并用于计算确定其传输损耗的大小[14]。如

今，潮流耦合分析理论已经成功广泛被应用于

IES 多负能电流耦合分析计算平台，其流稳定理

论建模工具与数值求解分析方法都已有奠定了较

广泛深入的基础研究基础。文献[15-16]全面系统

详细地系统总结分析了 IES 中各耦合子系统及各

种耦合子元件变动的控制系统稳态模型描述与稳

态计算求解方法，但结果表明仅是依靠控制系统

稳态潮流变化规律不能较精确的刻画计算出耦合

系统状况连续稳定变动中的系统动态过程模型
[17]，且也不能准确地对应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叠加

(如电力负荷波动、设备故障或市场需求量变动等)

所对耦合系统状况稳定的冲击效应模型[18]。文献

［19］主要为分析能源系统的动态特性。文献［20］

则提出了一种 IES 状态估计。鉴于综合能源系统

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几年来，综合能源系统的

功率流计算研究也基本以牛顿-拉夫逊法[21-22] 及

其推广和完善为基础。当前潮流的相关分析还多

停留根据稳态潮流，对各种异质低能流之间的动

态时空尺度差异及动态不确定性差异方面的影响

顾及到较少等实际问题，缺乏专门针对各种不同

流工况潮流计算分析方法体系的体系归纳。而将

最优潮流问题分析作为稳态潮流计算分析技术的

进一步应用优化，在国际 IES 规范中得到的实际

应用与发展均尚未充分成熟，仍主要需综合参考

各种电力系统问题的求解方法。因此，需要更体

系详细地全面总结对 IES 在不同工况阶段下的基

本潮流预测和对最优潮流模型的分析。在此基础

上，研究综合能源系统的能量流动规律，构建综

合能源系统的安全性评价体系[23-25]，对于提升综

合能源系统的能量供给与可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为更好方便和研究在 IES 系统不同种类能源

流间流的潮流相互转换机制与能量耦合及其关

系，实现高效清洁能源有效利用分析与能源系统

效率优化，本文重点总结介绍了 IES 最优潮流现

状，同时，介绍 IES 最优潮流的问题和方法。最

后，总结归纳目前的多能流预测分析及其研究各

种模型手段与统计方法应用的种种局限性，并试

图对国内外未来最优潮流与分析领域的若干研究

热点方向提出若干建议探讨与研究展望。 

1 IES

1.1 IES 定义 

IES 是一个指在一定空间区域网络内利用国

内外先进实用的电能信息传输管理调度技术，集

电、热、天然气资源等多种主要能源物资的集中

生产、输送管理与物资分配、转换、存储管理和

运输消费服务等诸多环节服务于为一体，实现我

国多种类型能源结构的综合有机统一协调管理与

服务优化，促进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能力的现代

能源产供销一体化服务系统[6-7]。 

1.2 变量和单位的要求 

IES 通常包括多种能量供给网络系统（供电

网、供冷网络、供气网络）、耦合链路、储能系统

设备子系统以及负载等子系统[26]。IES 内部结构

示意图如图 1 中所示。 

 

图 1  IES 结构示意 

Fig.1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图 1 中：电力网络一般均含分布式光伏、风

力发电机组或任何其他集中式可清洁再生化石能

源的发电供应系统中;而热力网络是由集中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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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网络和供回水源网络而组成的系统[27-28]；天

然气网络则由气源、供回气管道网络和气源压缩

机等组成，压缩机以满足保证气源一定等级的最

大供气压给力，维持天然气供给气压稳定;耦合能

设备能够充分实现两种不同结构形式能源利用之

间高效的相互转化效率;储能设备可为电储能、热

解储能器和储气罐，能够长期维持更多的能源供

应的系统动态的平衡，有利于显著提高整个系统

动态运行方式的经济灵活性度和经济性。 

2 IES多能流计算模型

2.1 电网模型 

IES 中，电力网络有交流、直流两种模型 

[29-32]。IES 中，电网交流稳态潮流模型功率平衡

方程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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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潮流模型可理解为一种对交流模型的一

个高度简化，可以描述其为 

, 1,2, ,

1 1
, ,

i ij j
j i

ij ii
j iij ij

P B i n

B B i j
x x






  

    



      （3） 

2.2 热网模型 

热网潮流模型[33-36]如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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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水头损失的计算方法为 

f | |m mh Kq q            （5） 

热力方程中需考虑问题如式（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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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然气网络模型 

天然气网模型可再分 2 类模型。管道气体可以

定常向前流动，动能系数的微小变化甚至可直接忽

略和不计，无需单独使用压缩机[37]。则设其管道流

量方程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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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多数使用情况条件下，天然气管道本

身的机械摩擦与阻力并不可轻易忽视[38]，考虑压缩

机的天然气网节点的流量平衡方程为 

, , ,gas
m m

m mn m k m
n C k C

q q q
 
          （8） 

压缩机消耗的等效电能Wk和流量 qm，τk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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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耦合设备模型 

2.4.1 CHP 机组模型 

CHP 机组 [39-40] 利用天然气燃烧产生的高品

位余热产生余热，中低品位余热供暖，实现 IES 异

质能量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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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P2H 设备模型 

P2H 装置包含电锅炉、热泵和储热装置等[41]。

电锅炉是一种可以将电力直接转换成热能的设备，

它通常是供热系统的辅助热源，它参与了热、电负

荷的峰谷调节。 

b b bP                （11） 

热泵是一种与制冷压缩机相似的制冷系统，它

是一种利用外界热能，并以较小的电能为热源的制

冷系统。 

hp

hp

hp

Φ

P
                （12） 

2.4.2 P2G 设备模型 

P2G 技术[42-45] 将电能转换成化学能，按照产

品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电制氢，

二是电制氢。电转氢是指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

在水中生成氢、氧，从而实现对氢的直接利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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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统的方法是将氢与 CO2 进行反应，制备出以

甲烷为原料的气体，这一过程被称为“电转气”，

其产品可以直接进入输气管网，实现大规模储存与

长距离输送。例如，将电力转换成天然气，它的数

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P2G
P2G P2G

LHV

3600
G P

f


          （13） 

3 IES最优潮流现状 

3.1 问题描述 

IES 优化潮流计算方法的扩展，实现多能互

补与协调优化调度，对实现综合能源系统的经济、

稳定、安全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 IES

最优潮流模型时，必须假定：1）所有能量单元的

工作状态都已知，不需要考虑单元间的组合；2) 

根据实际的工作条件，确定了每个能量装置的输

出；3) 综合能源系统的拓扑已经确定，没有发生

线路变化、网络重配置等问题。 

最优潮流的数学模型可表示为 

( , ) 0
min ( , ) s.t

( , ) 0

g x u
f f x u

h x u


 

 
（14） 

IES 最优潮流问题是一个具有多重约束条件

的复杂非线性优化问题，国际上对该问题的研究

刚刚起步。鉴于综合能源系统的潮流优化与电力

系统具有许多相似性，借鉴电力系统的方法，当

前和将来可以拓展到综合能源系统的最优潮流计

算方法有：1）经典算法，如线性规划，牛顿法等。

2) 智能算法，例如：粒子群（PSO) ，遗传算法

（GA) 等。 

3.2 经典算法 

传统的综合电力系统最优潮流计算方法，如

整数规划、内点法等，已经被初步运用到综合电

力系统的最优潮流计算中，其方法简单，求解速

度快，适合中、小型、单目标优化问题。然而，

传统算法的编程难度大，收敛速度受初始值的影

响，并且当目标函数为间断或者多个极值时，其

收敛速度会受到限制，无法解决大规模、强非线

性等问题。 

文献[46]以综合能源系统的运行费用最小化

为优化目标，以安全性与污染物排放为约束，利

用内部点法求解综合能源系统的优化潮流，探索

不同的目标与限制条件下，环境因子对综合能源

系统的影响。文献[47]通过构建准确的热力系统

稳态能量流量计算模型，以热电联产单元的电功

率、电锅炉功率为调整变量，研究基于内点法的

电能-热力综合能源系统能量流量优化算法。文献

[48]拟构建具有多分枝辐射状供热系统的热-电耦

合优化潮流数学模型，并基于内点算法的快速收

敛和稳健性，对以上模型进行求解。 

3.3 智能算法 

智能算法通常是从人类智能、生物群体的社

会性或者自然界的规律中提取出来的。本文介绍

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潮流计

算方法。该类算法一般不要求目标函数或约束是

连续或凸的，有的甚至无需解析形式，并且对计

算结果的不确定性有较好的适应性。然而，目前

智能优化算法的研究还不够完善，且往往无法保

证求解结果的最优性，更多地将其看作是一种启

发式算法。 

文献[49]在能量中心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

一个热电联供系统的数学模型，并给出了一个集

成的潮流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微能

源系统的运行特点，构建适用于微能源系统的最

优潮流计算模型，并基于粒子群算法对其进行优

化。文献[50]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双阶段多目标最

优潮流算法，用于协调 VSC-HVDC 混合交直流

电网的经济性、电压稳定性和环境需求。文献[51]

为求解电动汽车综合能源系统的多目标优化问

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目标值互换的分布式多

目标模糊优化方法。文献[52] 将遗传算法应用于

带能量枢纽的大型水电综合能源系统的优化潮流

计算。文献[53]以能量枢纽为基础，构建综合能

源网络最优潮流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多智

能体（MAGA）的多智能体演化算法（MAGA)，

对其进行求解。 

3.4 其他算法 

部分研究综合了多能流对综合能源系统多能

流的影响，并将其作为控制因子进行优化，以减

少系统运行费用。或者，研究综合能源系统中综

合能源系统的最优潮流，并给出可并行优化过程

的求解方法。文献[54] 综合考虑了区域综合能源

系统中的三相不对称配电网、燃气管网和能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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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因素，以最小化运营费用为优化目标，在多

能流优化模型中引入配网重构能力。文献[55]提

出了一个数据驱动的两阶段分布鲁棒优化模型，

用于调度园区综合能源系统，有效协调需求响应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不确定性，提高能源系统的

经济效率和鲁棒性。基于高斯赛德尔型交变乘子

法（ADMM)，构建交直流互联电网的分布式优

化潮流计算模型，并基于此设计一种新型的、快

速收敛和并行优化的新型并行算法。文献[56]以

所提出的同步类型 ADMM 为基础，开展电-气综

合能源系统的分布优化能流求解研究。此外，由

于深度强化学习结合了深度学习的强大特征提取

能力和强化学习的决策制定机制，能够在复杂的、

高维度的环境中学习最优策略[57-58]，文献[59]提

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交流最优潮流方

法，考虑了可再生能源和拓扑变化的不确定性，

有效地协助电网运营商做出有效的实时决策。 

4 最优潮流计算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目前对 IES 的潮流研究及最优潮流方法研究

应用尚属处于研究基础及发展研究阶段，国内外

多数学者也已努力抓住了多可能流分析技术的几

个基本理论方向，但同时还仍存在着以下诸多问

题与不足: 

1) 关于电-热或电热-热气 IES 模型的多能流

建模与算法的研究报道较多[60]， 缺乏对于电热-

热电-电热气 IES 建模的全面深入系统探究。 

2) 国内目前进行的能源 IES 潮流的研究也

多以采用稳态模型进行开展， 未能够充分地全面

考察各种异质能源系统模型相互之间实际存在较

大的时间尺寸差别， 准稳态模型及暂态模型相关

研究数量较少[61]。 

3) 国内现有的多能流计算模型也大多仅为

一种弱电耦合计算模型， 未真正全面系统地考察

了各种能量间的电磁相互作用; 能源集线器理论

尽管还可以统一和描述各耦合的环节， 但对于其

所未计及的耦合元件的各种非线性耦合和动态耦

合等物理特性， 应尽量根据工程实际工作情况去

深化各个耦合的环节耦合的数值建模方法[62-64]。 

4) 根据 IES 模型配置的多元储能装置能够

帮助进一步设计提高电网能效， 有利于分布式能

源管理系统的快速灵活和调用[65-66]， 但目前的研

究模型都很少计及多元储能的装置。 

5) 随着电力能源系统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发

展，系统面临的信息安全威胁与日俱增，特别是

信息攻击对系统的潜在破坏效果不容忽视[67-69]。

例如，虚假数据注入攻击不仅能够篡改关键运行

数据或交易信息，还可能导致系统运行异常，严

重威胁到电力系统的安全经济运行[70-72]。开展针

对信息攻击具有韧性的 IES 最优潮流研究对增强

系统安全和保障能源供应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亟待加强。 

6) 基于 IES 标准建立的安全及可靠性能评

估框架体系仍有待企业进一步建立完善。此外，

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不确定性的增加，系统的脆

弱性进一步加剧[73-75]。计再生能源及可利用再生

清洁能源出力、需求侧响应时间等不确定性因素

引发的大概率潮流的研究更需逐步深化[76-77]。 

经过充分调研及分析，IES 潮流计算模型可以用

在对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 

1) 我国当前燃气网的潮流模型目前主要都

以石油天然气为重点研究的对象， 而目前对许多

其他能源形式下的混合燃气网络进行研究得较

少， 面对此种气网潮流需要重新分析校核出其各

主要节点之间的气压力[78]。 

2) 由于目前动态潮流模型体系间的相互作

用深度普遍不十分高，大多只简单考虑到了这 2

个联合子系统; 且并未特别考虑到各耦合器设备

自身的动态特性; 因此目前对涉及到多耦合系

统、多耦合设备问题的 IES 模型问题仍远需在后

续的研究进一步深化[79-80]。此外，由于目前仍普

遍所采用传统的差分法而难以准确平衡出计算余

量大小与保证计算结果精度，需要逐步研究设计

出一些更准确有效的计算模型方法与一种更高效

节能的计算方法。 

3) 在不确定性趋势模型中，概率潮流模型要

求提供巨量的样品量来支撑来充分保证了其模型

正确性[81]， 而时间趋势分析方法要求提供的样

品量相对虽更少， 却可能也就存在大概率数据遗

漏的现象[82]。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考虑怎样将以上

这 2 种技术方法两者的比较优势特性相结合，应

用于各种实际应用工程中。 

4) 在模拟电力系统问题的研究 OPF 中， 模

拟退火法仍是较重要的人工智能问题求解研究方

法类型之一， 而对 IES 中关于此种求解方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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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研究尚存在理论空缺[83-84]。 

综上所述，未来的 IES 规模可能更大、耦合

可能更强，统一能路理论、多功能流的算法的扩

展可能仍是后续研究方向的一大重难点。此外，

IES 技术中的技术潮流与研究创新还尚需通过耦

合环节的建模、安全风险评估、不确定性的分析

评价等创新工作手段来持续推动，以确保加快推

动建设安全清洁运行可靠、调控科学智能、管理

科学先进适用的 IES。 

5 结论 

本文综述了综合能源系统中最优潮流的计算

方法，全面分析了当前的研究现状、面临的挑战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详细探讨了电力、热

能和天然气等多能源系统的时空耦合与联合供应

问题，强调了在现有 IES 模型中对这些能源间动

态互动和耦合效应的建模不足。研究指出，现有

的潮流建模方法尚未能有效地反映出可再生能源

高渗透和能源负荷变化带来的系统复杂性。因此，

文章呼吁开发更为鲁棒的建模技术，以更好地处

理多能源系统的非线性和时变特性，并应对可再

生能源的随机性。本综述还强调了多目标储能系

统在提升系统操作灵活性和能效方面的潜力，推

动了在 OPF 框架中更广泛地应用决策支持工具，

以增强系统对信息安全威胁和物理故障的韧性。

通过这些改进，能源系统的管理和运行将更加高

效和可靠，从而推动能源系统朝着更加可持续和

环保的方向发展，旨在为实现更高效、安全和绿

色的能源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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