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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
系统的设计及应用

林　峰1,肖立华1,商浩亮2,徐　畅1,罗仲达1,陈俊杰1,马小丰2

(1.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410000;2.北京洛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100088)

摘　要:为提高能源供需平衡、降低能源消耗,提出“双碳”背景下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设计。通过物理感知层、

传输交互层、数据共享层、应用服务层以及虚拟空间和安全防护构成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的整体框架。从二氧

化碳排放量和容量投资成本这2个目标出发,构建目标函数,在相关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采用和声搜索算法求解目

标函数,实现能源互联网的规划,完成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的设计。实验结果表明,所设计系统的燃气、水和电

消耗量均较低,且蓄电池容量高、能源供需平衡。

关　键　词:“双碳”背景;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设计;和声搜索算法

DOI:10.19781/j.issn.1673-9140.2022.01.003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章编号:1673-9140(2022)01-0029-06

Designandapplicationofenergyinternetdigitaltwinsystem
underthebackgroundof"dualcarbon"

LINGFeng1,XIAOLihua1,SHANGHaoliang2,XUChang1,

LUOZhongda1,CHENJunjie1,MAXiaofeng2

(1.StateGridHunanElectricPowerCo.,Ltd.,Changsha410000,China;

2.BeijingLuosidaTechnologyDevelopmentCo.,Ltd.,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balanceofenergysupplyanddemandandreduceenergyconsumption,thedesignof

digitaltwinsystemofenergyInternetunderthebackgroundof"doublecarbon"isproposed.Thephysicalperception

layer,transmissioninteractionlayer,datasharinglayer,applicationservicelayer,virtualspaceandsecurityprotec-

tionconstitutetheoverallframeworkofthedigitaltwinsystemofenergyInternet.Startingfromthetwoobjectivesof

carbondioxideemissionsandcapacityinvestmentcost,theobjectivefunctionisconstructed.Basedonrelevantcon-

straints,theharmonicsearchalgorithmisappliedtosolvetheobjectivefunction,soastorealizetheplanningofthe

energyInternetandcompletethedesignofthedigitaltwinsystemoftheenergyInternet.Theexperimentalresults

showthatthegasconsumption,waterconsumptionandelectricityconsumptionofthedesignedsystemarelow,and

thestoragebatterycapacityishigh,andtheenergysupplyanddemandare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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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进新能源清洁低碳的发展,中国提出增加

风电、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需要对能源系统进行深度规

划。传统能源系统在规划和运行过程中的决策通常

是较为单一的能源形式,主要包括热能源、气能源和

电能源。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可以在大范围内实现多

种资源的优势互补[1]。数字孪生指的是根据获取的

设备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通过对比数学模型与工程

设计之间的差距,制定策略管理设备的生命周期[2]。

对综合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进行设计,可

以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提高能源利用率。国内有学

者提出了相关的研究,文献[3]通过高级着色语言和

C++设计系统,通过数字孪生体与物理实体在系

统中实现相互映射和交互融合,利用数字孪生体实

现操作控制和物理实体的反馈模拟,完成系统设计;

文献[4]通过数字技术对物理对象的性能、特征、形

成过程和行为进行建模分析,通过 TRIZ失效预测

工具和设计参数获取系统失效参数,并在数字孪生

模型的基础上实现参数演化,完成系统设计;文献

[5]从物理实体、虚拟孪生体、数据、交互接口、服务

五维要素的特征进行分析,由此构建包含特征的五

维数字孪生驱动模型;文献[6]分析数字孪生在工业

互联网中的特点及关键技术,构建互联网的五层体

系架构,建立数字孪生工业数据分析模型。

以上系统因为没有规划能源互联网,导致系统

存在燃气、水和电消耗量过高、蓄电池容量低和能源

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为解决上述系统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双碳”背景下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设

计系统,解决并优化传统系统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为

系统的推广和运行奠定基础。

1　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

本文所设计的“双碳”背景下能源互联网数字孪

生系统,根据能源互联网的实际需求,通过数字孪生

模型并结合安全、感知、仿真、传输、应用和平台等环

节[5-6],针对智能实体和物理实体的性能、特征、形成

过程和行为,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和传感

器技术进行建模,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智能实体和物

理实体的映射。为了完成实体未来态的预测和演

化,在虚拟空间中对实体进行时空变换,在智能体中

输入异常结果,并对其分析,向真实世界传输解决方

案,对错误进行改进,保障能源互联网在“双碳”背景

下的稳定、安全运行,可描述为

EIDTS={PSensor,CNetwork,DPlatform,

SApplication,VSimulation}■ {ASecurity}
(1)

式中　PSensor 为物理空间,其主要作用是在真实世

界中,利用传感器采集数据,解决数据准确性和真实

性的问题;ASecurity 为系统防护,全过程通过加密技

术提高安全性,在数据采集、数据使用、数据存储和

数据传输等过程中保障数据的安全性;CNetwork 为连

接,通过 5G 技术提高数据的更 新 和 传 输 速 度;

VSimulation 为虚拟空间,通过仿真技术建立智能和物理

实体的数字孪生体,避免随时空演变问题和高保真

模拟问题的出现;Dplatform 为数据,在平台共享数据

和存储数据的过程中避免溯源问题、复用问题和存

储问题的出现;SApplication 为服务,通过应用服务在人

工智能模型的基础上避免闭环优化问题的出现。所

提方法设计的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的结构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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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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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空间交互协同
高效连接

图1　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结构

Figure1　Digitaltwinsystemstructureofenergyinternet

1.1　物理感知层

系统的基础是物理感知层,该层的主要目的是

在真实世界源中感知并采集源环节、网环节、荷环节

和储环节中存在的数据[7-8],按照自下而上、从小到

大的顺序对物理感知层进行划分,划分结果如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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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物理实体

Figure2　Physicalentity

1.2　传输交互层

在系统中通过交互传输构建网络设施,完成各

环节之间的交互协同、实时交互和高效连接。数据

传输通常情况下包括智能实体与虚拟空间、智能实

体与数据平台、虚拟空间与数据平台、智能实体与物

理实体、虚拟空间与物理实体、数据平台与物理实体

之间的连接。

1.3　数据共享层

在系统中数据共享层属于动力库,数据在数据

共享层中完成共享与存储,智能应用模型在系统中

为数据共享层提供驱动力[9-10]。包括虚拟空间中存

在的多元数据、知识数据、模拟数据;智能实体中存

在的应用数据,以及物理实体的动态采集数据和静

态属性数据。

1.4　应用服务层

根据数据共享层中的数据设计在线应用服务,

虚拟空间通过应用服务层优化物理实体的闭环反

馈。在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和数据共享平台的基础上

应用服务可以在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中运行,并通

过时空演进结果对应用服务层的输出进行更新。

1.5　虚拟空间

虚拟空间通常情况下是由智能实体和物理实体

构成的数字孪生体,其主要作用是在虚拟空间中完

成真实世界的镜像复制。物理实体通过数据融合驱

动模型[11-12]、数据驱动模型和物理机模型构成对应

的数字孪生体,智能实体通过算法模型获得对应的

数字孪生体。

1.6　安全防护

各环节在数字孪生系统中的安全保障是安全防

护层,该层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应用服务、设备接入、

算法模型代码、数据平台访问和数据传输交互的

安全。

2　基于数字孪生的能源互联网规划

2.1　目标函数

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和

容量投资成本作为目标,在数字孪生基础上构建能

源互联网规划模型。

将最小化投资成本作为第1个目标函数,即

minC=

∑
t∈T

∑
n∈N

CI
h(1+h)t
(1+h)t-1+CF-n

é

ë

ù

û
Pn(1+h)t{ }+

∑
t∈T

∑
m∈M

∑
i∈I

[(CV-i+CFF-i+

CE·λC)Pi,m,tΔm(1+h)-t]

(2)

式中　C 为投资成本;T 为时间;N 为新增气源、电

源、热源和风力发电的数量;I 为能源供给单元在系

统中构成的组合;h 为贴现率;CF-n 为固定管理和运

行成本;Pn 为供给单元在能源系统中的装机容量;

M 为月份数;CV-i 为变动管理和运行成本;CFF-i 成

本燃料成本;CE 成本二氧化碳排放的补贴成本;λC

为成本二氧化碳排放因子;Δm 为成本供能时间;

Pi,m,t 为成本第t年中m 个月系统的供能量。

为了提高综合能源系统的效益环境,将最小化

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第2个目标函数,即

minCe=∑
t∈T

∑
m∈M

∑
i∈I

CCO2-iPi,m,tΔm[ ] (3)

式中　Ce 为二氧化碳排放量;CCO2-i
为二氧化碳排

放量在第i个能源供给单元中对应的转化系数。

这2项目标之间互相制约,为优化决策,利用后

悔函数能够较好地逼近多目标理想值,由此确定多

目标函数的权重r。

2.2　约束条件

1)电力系统约束。电压平衡和功率平衡均属于

电力系统的约束,可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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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Pi=∑Pg-PD,i-Vi∑Vj·

(Gijcosθij +Bijsinθij)

ΔQi=∑Qg-QD,i-Vi∑Vj·

(Gijsinθij +Bijcosθij)

-Pmin
ij ≤Pij ≤Pmax

ij 　　　　

Vmin
ij ≤Vij ≤Vmax

ij

ì

î

í (4)

式中　Pi 为节点i在系统中对应的有功功率;Vi

为节点i在系统中对应的电压;Gij 、Bij 均为节点

i、j在系统中存在的线路导纳;θij 为线路角度;Qi

为节点i在系统中对应的无功功率。

2)热力系统约束。热量在热力网络中的平衡约

束为

ΔQi=WLi-Qe=0 (5)
式中　Qe 为热负荷,由换热器提供;WLi 为额定热

负荷。
热力网络在系统中的约束为

Gmin
ij ≤Gij ≤Gmax

ij

Tmin
i ≤Ti ≤Tmax

i
{ (6)

式中　Tmin
i 、Tmax

i 分别为热网节点的温度下限和上

限;Gmin
ij 、Gmax

ij 分别为管道工质流量的下限和上限。

2.3　求解算法

通过和声搜索算法[13-14]对目标函数进行求解,
实现能源互联网的规划,具体过程如下。

1)基于数字孪生的能源互联网规划目标函数可

以表示为

minF=(rC,(1-r)Ce) (7)

　　2)通过能源供给单元容量 H MS 的自变量x 构

建和声记忆矩阵:

HM =

x1
1 x1

2 … x1
N-1 x1

N

x2
1 x2

2 … x2
N-1 x2

N

︙ ︙ ⋱ ︙ ︙

xHMS-1
1 xHMS-1

2 … xHMS-1
N-1 xHMS-1

N

xHMS1 xHMS2 … xHMSN-1 xHMSN

é

ë

ù

û

(8)

　　3)改进和声记忆矩阵。通过随机选择、调距机

构和记忆考虑系统对和声记忆矩阵HM 进行改进,
获得新的单元容量和声矢量x′=(x′1,x′2,…,x′n)。

①根据和声记忆矩阵的取值范围k={1,2,…,

H MSM}确定和声矢量x′i;

②在能源供给单元 H MCR 中随机更新和声矢量

x′=(x′1,x′2,…,x′n),并初始化处理和声记忆HM

矩阵[15]:

x′i←
x′i∈ {x′1,x′2,…,xHMSi },H MCR

x′i∈Xi,(1-H MCR){ (9)

　　③调整参数PAR,即

x′i←
1, PAR

0,1-PAR
{ (10)

　　4)更新和声记忆矩阵。在和声记忆矩阵 HM

中,当最差和声劣于和声矢量x′=(x′1,x′2,…,x′n)

时,和声记忆矩阵HM 将会引入新的和声,删除最差

和声。

5)暂停标准。重复上述步骤,当获取目标函数

最优解时停止寻找,通过最大数定义,停止寻找后输

出目标函数最优解,实现能源互联网的规划,完成能

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的设计。

3　实验与结果

为验证“双碳”背景下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

设计系统的整体有效性,需要对其进行相关测试。

分别采用“双碳”背景下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设

计、文献[3]、[4]系统进行测试,对比这3种系统的

燃气、水和电消耗量,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

根据图3数据可知,本文所设计系统在运行过

程中的燃气、水和电消耗量均低于文献[3]、[4]系统

的燃气、水和电消耗量。表明本文所设计系统的有

效性高,主要是由于本文系统在数字孪生的基础上

设计了能源互联网规划模型,有效地降低了系统的

燃气、水和电消耗量。

为了验证本文所设计系统、文献[3]、文献[4]系
统对能源互联网的规划效果,对比这3种系统的蓄

电池容量,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本文所设计系

统的蓄电池容量在多次迭代过程中均高于文献[3]、
[4]系统设计的蓄电池容量,表明本文所设计系统对

能源互联网的规划效果更好。
通过切负荷率对本文所提系统、文献[3]、[4]系

统的能源供需平衡进行分析,切负荷率越高表明系

统的能源供需越平衡。设置8种不同的环境,环境

1~4分别为模拟 A 地区春夏秋冬四季中第2个月

份所处的环境;环境5~8分别为模拟B地区春、夏
秋冬四季中第2个月份所处的环境。对系统应用在

各环境下进行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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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燃气、水、电能消耗量对比结果

Figure3　Comparisonresultsofgas,waterand
power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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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系统的蓄电池容量

Figure4　Batterycapacityofdifferentsystems

根据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不同环境下本文所

提系统的切负荷率均高于文献[3]、[4]系统的切负

荷率,表明本文所提系统可以实现能源供需平衡。

本文所提系统对能源互联网进行规划,为了验

证系统的有效性,对比规划前、后系统的弃风率,测

试结果如图5所示,可知规划后系统的弃风率较规

划前明显得到了提升,表明规划后的系统性能得到

提升,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提系统的有效性。

表1　不同系统的切负荷率

Table1　Loadsheddingrateofdifferentsystems

环境
切负荷率/%

本文所提 文献[3] 文献[4]

1 16.8 10.3 9.8

2 16.6 10.2 9.9

3 16.7 10.0 10.0

4 17.0 10.1 9.7

5 16.9 10.3 9.7

6 17.1 10.2 10.2

7 16.5 9.9 10.3

8 17.8 10.4 9.9

8.0

6.0

2.0

0

弃
风

率
/%

1

10.0

4.0

规划前
规划后

2 3 4 5 6 7 8
环境

图5　规划前、后的系统弃风率

Figure5　Systemabandonmentrate
beforeandafterplanning

4　结语

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解决能源消耗和

供需不平衡等问题,提出“双碳”背景下能源互联网

数字孪生系统设计。通过设计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

系统框架,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容量投资成本两个

目标出发,构建目标函数,并利用和声搜索算法求

解,实现能源互联网的规划,完成系统设计。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所设计系统的燃气消耗量、水消耗量和

电消耗量均低于其他方法,可以达到较高的蓄电池

容量,实现了能源供需平衡。

参考文献:
[1]赖伟坚,陈威洪,林泽宏,等.能源互联网内多类设备协

同运行的能量管理系统软件设计[J].电网与清洁能源,

2020,36(4):72-80.

LAIWeijian,CHEN Weihong,LIN Zehong,etal.The

softwaredesignofenergymanagementsystemforthe

33



电　　力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报 2022年1月

collaborativeoperationofmultipletypesofdevicesin

theinternetofenergy[J].PowerSystemandCleanEn-

ergy,2020,36(4):72-80.
[2]孙荣富,王隆扬,王玉林,等.基于数字孪生的光伏发电功率

超短期预测[J].电网技术,2021,45(4):1258-1264.

SUN Rongfu,WANG Longyang,WANG Yulin,etal.

Ultra-short-termpredictionofphotovoltaicpowergen-

erationbasedondigitaltwins[J].PowerSystem Tech-

nology,2021,45(4):1258-1264.
[3]陈志鼎,梅李萍.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水轮机虚实交互

系统设计[J].水电能源科学,2020,38(9):167-170.

CHENZhiding,MEILiping.Designofvirtualrealinteraction

systemofhydraulicturbinebasedondigitaltwintechnology
[J].WaterResourcesandPower,2020,38(9):167-170.

[4]张鹏,冯浩,杨通达,等.数字孪生与 TRIZ集成迭代参

数演化创新设计过程模型[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19,25(6):1361-1370.

ZHANGPeng,FENG Hao,YANGTongda,etal.Inno-

vativedesignprocessmodelofTRIZanddigitaltwinin-

tegrationiterativeevolutionbasedonparameterdeduc-

tion[J].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System,

2019,25(6):1361-1370.
[5]向峰,黄圆圆,张智,等.基于数字孪生的产品生命周期

绿色制造新模式[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9,25
(6):1505-1514.

XIANGFeng,HUANG Yuanyuan,ZHANGZhi,etal.

Newparadigmofgreenmanufacturingforproductlife

cyclebasedondigitaltwins[J].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System,2019,25(6):1505-1514.
[6]刘彬,张云勇.基于数字孪生模型的工业互联网应用

[J].电信科学,2019,35(5):120-128.

LIUBin,ZHANGYunyong.Applicationofdigitaltwin

modelbasedindustrialinternet[J].Telecommunications

Science,2019,35(5):120-128.
[7]雷煜卿,仝杰,张树华,等.能源互联网感知层技术标准

体系研究[J].供用电,2021,38(7):14-20+33.

LEIYuqing,TONGJie,ZHANGShuhua,etal.Researchon

technicalstandardsystemofenergyinternetsensinglayer
[J].Distribution& Utilization,2021,38(7):14-20+33.

[8]金红洋,滕云,冷欧阳,等.基于源荷不确定性状态感知

的无废城市多能源协调储能模型[J].电工技术学报,

2020,35(13):2830-2842.

JIN Hongyang,TENG Yun,LENG Ouyang,etal.

Multi-energycoordinatedenergystoragemodelinzero-

wastecitiesbasedonsituationawarenessofsourceand

loaduncertainty[J].TransactionsofChinaElectrotech-

nicalSociety,2020,35(13):2830-2842.
[9]杨天蒙,韩震焘,史喆,等.能源互联网系统中复合储

能协调优化配置方法研究[J].电测与仪表,2021,58
(5):8-13.

YANGTianmeng,HANZhentao,SHIZhe,etal.Co-

ordinatedoptimalconfigurationmethodofhybridenergy
storageinenergyinternetsystem[J].ElectricalMeas-

urement&Instrumentation,2021,58(5):8-13.
[10]张海静,杨雍琦,赵昕,等.计及需求响应的区域综

合能源系统双层优化调度策略[J].中国电力,2021,

54(4):141-150.

ZHANGHaijing,YANGYongqi,ZHAOXin,etal.

Two-leveloptimaldispatchingstrategyforregionalin-

tegratedenergysystem consideringdemandresponse
[J].ElectricPower,2021,54(4):141-150.

[11]董文杰,田廓,陈云斐,等.能源互联网下基于博弈与证

据理论的综合能源系统评价方法研究[J].智慧电力,

2020,48(7):73-80.

DONGWenjie,TIANKuo,CHENYunfei,etal.Evalu-

ationmethodofcomprehensiveenergysystembasedon

gametheory&evidencetheoryunderenergyinternet
[J].SmartPower,2020,48(7):73-80.

[12]钟晓芳,兰红娟,江文奇.共识驱动的区间直觉模糊型

多准则群体决策信息融合模型[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

术,2020,42(7):1558-1566.

ZHONGXiaofang,LAN Hongjuan,JIANG Wenqi.A

consensus-drivenintervalintuitionisticfuzzymulti-cri-

teriagroupdecision-makinginformationfusion model
[J].Systems Engineeringand Electronics,2020,42
(7):1558-1566.

[13]张健,陈锐,陈世瑛,等.MMC子模块设备老化机理与

状态监测研究综述[J].高压电器,2020,56(1):1-8.

ZHANGJian,CHEN Rui,CHEN Shiying,etal.Re-

viewonagingmechanismandconditionmonitoringof

devicesinmmcsub-module[J].HighVoltageAppara-

tus,2020,56(1):1-8.
[14]李秋燕,王利利,张艺涵,等.能源互联网多能流的耦合

模型及动态优化方法综述[J].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2020,48(19):180-186.

LIQiuyan,WANGLili,ZHANGYihan,etal.Areview

ofcouplingmodelsanddynamicoptimizationmethods

forenergyinternetmulti-energyflow[J].PowerSys-

temProtectionandControl,2020,48(19):180-186.
[15]罗珊珊,冷佳.基于数字孪生机房的三维可视化监控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J].计算技术与自动化,2021,40(1):

135-139.

LUOShanshan,LENGJia.Designandimplementation

of3Dvisualmonitoringsystembasedondigitaltwin

computerroom[J].ComputingTechnologyandAuto-

mation,2021,40(1):135-139.

43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energy internet digital twi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 carbon"
	Recommended Citati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energy internet digital twi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 carbon"
	Authors

	tmp.1683862922.pdf.Ht7n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