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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网规划负荷预测分类

中长期负荷预测主要用于制定电力系统的建设规划,

为所在地区电网发展、能源平衡、电力盈余调剂等提供可靠

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电网规划的制定一般与地区 5年规

划同周期,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地区规划对国民经济的

预测结果来推断负荷预期结果, 也能使得电网规划更好地

配合地区 5年规划。

1.1电力负荷预测

电力负荷预测是以电力负荷为对象进行的一系列预测

工作。从预测对象来看,电力负荷预测包括对未来电力需求

量(功率)的预测和对未来用电量(能量)的预测以及对负荷

曲线的预测。其主要工作是预测未来电力负荷的时间分布

和空间分布,为电力系统规划和运行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1.2电力负荷预测的分类

电力负荷预测常常按照时间期限进行分类, 大体分成

以下 4种。(1)长期负荷预测：一般指 10年以上并以年为单

位的预测。(2)中期负荷预测：指 5年左右并以年为单位的预

测。(3)短期负荷预测：指 1年之内以月、周、天、时为单位的

负荷预测,用于安排 13调度计划或周调度计划。(4)超短期

负荷预测：指预测未来 1h、未来若干 h甚至未来若干 min

的负荷,用于安全监视、预防性控制和紧急状态处理。

2负荷预测的基本流程

电网规划中的负荷预测是一个系统的工作, 涉及的工

作很多,不能盲目的进行,关键在于收集大量的历史数据,建

立科学有效的预测模型,采用有效的算法,以历史数据为基

础,进行大量试验性研究,总结经验,不断修正模型和算法,以

真正反映负荷变化规律。

以下是该项工作的一个标准流程情况：

(1)确定负荷预测的目的；(2)资料的收集；(3)资料整理；

(4)对收集的资料的初步分析；(5)建立预测模型；(6)预测结

果分析。

3电网规划负荷预测方法

目前,电力负荷预测按照参考体系来看,可分为确定性

预测法和非确定性预测法两类。前者把电量和电力负荷用

1个或 1组方程来描述,电量和电力负荷与影响其变化的因

素之间有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这类方法采用的模型常用的

有单耗法、弹性系数法、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所谓非

确定性预测法是认为电力负荷的变化受众多模糊的、不确

定的因素影响,它不可能用精确的显示数学方程来描述；近

年来研究的并已使用的不确定性预测法有灰色预测法、模

糊预测法(如模糊聚类分析法、模糊贴近度法等)、专家系统

预测法(也叫空间负荷预测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等。本文

将着重讨论确定性预测法中常用的几种方法。

3.1用电单耗法

对各类工业用电量采用单位产品(或按产值)的耗电定

额(简称单耗)进行预测,计算公式是：用电量 =产品产量×

产品的单位耗电量。单耗法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统计工作,

但在实际中很难对所有产品较准确地求出其用电单耗,即

使能统计,工作量也太大；有时考虑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工业

总产值结合其用电量单耗计算出用电量, 这就是产值单耗

法。一般电力负荷预测中行业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当然每个产业内部根据需要还可以细分。产值单

耗法既可用于近期预测,也可用于长期预测,其中的关键是

能否较准确地确定产值单耗指标, 其次是需要知道预测期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和人口发展政策。产值单耗指标

一般是根据历史统计数据, 在分析影响产值单耗的诸多因

素的可能变化趋势后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般随着科技

进步、时代发展、节能措施的执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单位产

品电耗呈逐年下降趋势；用产值单耗法预测未来负荷结果,

要考虑产值单耗按一定递减率下降。

3.2电力弹性系数法

电力弹性系数等于用电量年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率的比值, 通过历史实绩的弹性系数预测未来年份

的弹性系数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可得到电力需求的增

长率。电力弹性系数法有如式(1)。Wt=W0(1+βαk)t(1),式(1)

中：Wt一规划期需电量,W0一基年的用电量实绩,β 一规

划期采用的电力弹性系数,αk一规划期预计国民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率,t一基年至规划年间隔的年数。这种方法的优

点是计算简单,缺点是预测的结构可信度不高,可用作远期

规划粗线条的负荷预测。

3.3回归分析法

(1)根据自变量的多少可将回归问题分为一元回归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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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回归；按照回归方程的类型可分为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

归。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预测方法,是

掌握其它回归预测方法的基础。(2)回归分析法一般适用于

中期预测, 这种方法可以把系统负荷与各种社会和经济因

素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其优点是使预测人员能够清楚地

看到负荷增长趋势与其它可测量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是,这

种方法本身最明显的缺点, 回归分析法要求样本量大且要

求有较好的分布规律, 当预测的间隔年数大于引用的历史

间隔年数的长度时, 采用该方法进行预测在理论上不能保

证预测结果的精度。另外,可能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

果不符的现象,有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回归方程类型。

3.4时间序列法

时间序列法就是把历史上积累起来的资料按时间进行

排列,构成 1个统计数列,并根据其发展趋势和规律延伸、外

推将来的预期结果；所以,它实际上是 1种外延的方法,例如

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等。然后,按照这个增长趋势曲线,

对于要求的未来某一点, 丛曲线上估算出该时刻的负荷预

测值。此方法有效的前提是过去的发展模式会延续到未来；

因此, 时间序列法对负荷发展比较平稳的地区有较好的预

测效果,但对经济发展波动较大的地区预测效果欠佳。进行

时间序列预测时, 必须注意的关键性问题是指标的可比性,

指标必须前后一致、可比。例如,价格要用可比价(不能用现

价),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发展规模水平。

3.5负荷密度法

(1)根据城市内工业、商业、住宅、旅游等当前的负荷密

度,考虑城市规划中各区预期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居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等因素,再与类似城市对比,推算出各区的

负荷密度预期值,并乘以各区面积,就可得出负荷的预测值。

负荷密度法比较直观, 适用于预测市区大量分散的用电负

荷,对少数集中用电的大容量负荷需另单独考虑。此方法需

要类似的电网作为参照,还要考虑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预测

结果只能是比较粗略的估计, 受预测人员主观判断的影响

较大。建筑面积和用电性质是该预测方法的关键数据,对老

城市(建成区),要收集这些资料并不难,而对于一个发展中的

开发区之类区域,则难度很大,因为有了远景用电规划不一

定就能实现；眼前还是一片农田或旧房,即使按规划建设还

不知道办什么厂,这叫“筑巢引凤”。对于这种情况按城市的

发展目标和未来定位, 在国内外找到相当的参考城市或地

区来测定待开发区域的用电水平,是解决困难的可取方法。

负荷密度法如式(2)。P=KpΣQiAi (2),式(2)中：P一供电区域

内总负荷,Kp一负荷同时率,Qi一第 i类用地的单位建设用

地面积负荷指标,Qi=FAR*Ji (FAR为容积率,Ji为第类用地

的单位建设用地面积负荷指标),Ai一为第 i类用地面积。(2)

负荷密度法适合新开发区远景负荷的预测, 对近期负荷需

要按远景负荷结果回推；因此,近期的预测准确性较差。

4结束语

电力负荷预测直接影响到电网规划的质量水平, 还可

能会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能源开发利用战略目标的制

定。对于专门从事地区电网规划的专业人员来说,探寻到一

种行之有效的负荷预测方法, 为电网规划提供较为准确的

电力负荷支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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