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on the 
user side and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ources of 
the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have caused a sudden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computing in cloud platform.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mputing pressure, a cloud edge collaborative 
regional energy complementary decision model and algorithm 
are proposed. Taking the regional energy decision-making unit 
constructed by the cloud platform as the root node, several sub 
regions divided according to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at are 
mapped to the cloud platform as the sub nodes, the regional 
energy decision-making knowledge base with tree topology 
is constructed. The edge computing gateway is set in the sub 
region to collect the local electric heating capacity and load 
information, and it sends the key data to the regional energy 
decision-making unit after preprocessing. The regional energy 
decision-making unit calculates the complementary benefits of 
the energy surplus sub region and the energy shortage sub region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search, classification and ranking, 
and establishes a decision pool. Each sub region establishes 
energy complementary channels between sub regions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cloud information to realize the consumption 
of surplus new energy. Through the time complexity analysis, 
the cloud side collaborative regional energy complementary 
decision model and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ing pressure of the cloud platform.

Keywords: cloud edge collaboration; regional energy; dynamic 
decision-making; edge calculation

摘  要：针对综合能源系统用户侧用能多样化和源荷数量逐

渐增多引起的云平台计算量骤增问题，提出一种云边协同区

域能源互补决策模型与算法。以云平台构建区域能源决策单

元为根节点，将依据地理位置划分的若干个子区域映射到云

平台作为子节点，构建树形拓扑结构区域能源决策知识库。

子区域设置边缘计算网关收集本地电热产能和负荷信息，预

处理后将关键数据送至区域能源决策单元。区域能源决策单

元采用搜索、分类、排序等方法对能源盈余子区域与能源短

缺子区域的互补收益进行计算，建立决策池。各子区域通过

与云端信息交互建立子区域之间的能源互补通道，实现盈

余新能源的消纳。通过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云边协同

区域能源互补决策模型与算法可有效缓解云平台通信和计算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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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为了

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各种能源之

间的互动，以区域特色构建综合能源系统已成为能源

转型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式[1]。所构建的综合能源系

统称为“区域能源”，是指在某个特定区域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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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和负荷需求，优化配置各种形式、各种品类

的能源，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一套供用能解决

方案。

为了实现区域能源的高效利用，必须建立科学的

管理机制，数据收集和分析处理是需要重点研究的问

题。随着物联网的兴起，利用各种感知器件和通信技

术进行数据采集在电力系统中已被逐渐应用。针对综

合能源系统用户侧负荷多样化、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低

等问题，美欧各国相继展开了对综合能源系统数据获

取的研究[2-4]。对应用物联网技术进行数据收集，以及

探究大数据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更多可借鉴的

方法来源于对电力物联网的研究[5-7]。随着能源和用户

的多样化发展，电力供需领域之间传递的信息量不断

增大，导致的数据丢失和网络拥塞等通信问题，通过

边缘计算的有效应用可得到解决[8]。实践中，基于边

缘计算的能源管理已经在家庭用电方式中应用，其架

构、关键技术和实现方法已被阐述[9-11]。边缘计算的

作用是信息的本地化收集和数据断网续传，以保证信

息完整性和数据可靠性，其强调的是通信低时延、算

法轻量级、存储分布式，无法完成电力系统调度和综

合能源系统的供用能决策建立。调度和决策还需借

助云平台，边缘计算的分布式和云平台的集中式相

结合，可以构建分布-集中式的联合控制系统[12]。利

用边缘计算就近收集数据和预处理以达到数据的实效

性，云平台则进行复杂数据的处理，实现电力系统

“源-网-荷”的互动[13]，而数据质量的优化和各个边

缘之间的互动则主要由云来完成[14]。云边协同方法使

边缘和云平台各自发挥通信和计算优势，实现能源之

间的有效互动。

综上所述，区域能源数据获取与互动决策方法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缘计算算法和云边协同架构上，实

践应用和模型规划大多局限于智能家居等较小的范围

之内。含有众多微能网和用能多样化用户的区域能源

系统运行优化，需要更完善的云边协同架构和云平台

决策模型。

1	 区域能源互补决策模型

区域能源要达到经济、稳定、高效运行，需要构

建有效的优化调度算法[15]，加强多个综合能源系统之

间的互连互济[16]。区域能源系统内含有众多类型各异

的用户以及各类微能网。

模型构建的条件包括：

1） 区域能源中的微能网满功率出力。

2） 微能网的售电和售热价格低于配电网和热力网。

3） 区域内的用户具有优先选择新能源的权利和

偏好。

4） 区域内各个微能网具有内部互补机制。

5） 区域内可调动的通信网络均畅通。

在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形下，按照微能网的地理位

置，区域能源被划分为n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设置

边缘计算控制网关，负责收集本子区域的数据，经过

预处理后，周期性地将关键数据送至云平台。云端区

域能源动态决策单元根据整个区域的能源盈亏情况，

分类计算得到能源交互方案集，并以距离为主要参数

计算能源交互收益，从而形成能源交互决策，下发指

令到边缘计算控制网关。盈余子区域的边缘计算控制

网关根据云端的指令，与能源短缺子区域通信，并输

送能源到该子区域，实现区域能源系统的能源互补。

区域能源决策与边缘计算控制网关构建的云边系统架

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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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域能源云边协同管控架构
Fig. 1 Regional energy cloud edg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rchitecture

云平台的动态决策单元，负责产生能源互补的决

策规则。若以此为根节点，那么子区域边缘则为叶子

节点，叶子节点的下一层是微能网，包含电源、热源

和负荷。依据自上而下的规则，云平台建立周期性更

新的动态区域能源互补决策池，并选择相关决策下发

至子区域，子区域边缘解析后下发至所管辖的电源和

热源，并根据指令与其他子区域进行信息和能源交

互。具体步骤如下：

1） 取t1为初始时间，所有叶子节点的数据，包括

源荷特征、时空分布、初始储能、交互耦合等，汇总

到根节点并转化为标准化知识，形成原始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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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储存的知识进行属性、关系抽取，依据目标

函数进行计算推理，构建初始决策池，将决策池中的

规则分类筛选并下发到子区域。

3） 子区域收到规则后解析并与本地目标进行匹

配，匹配成功则执行根节点的决策，开启规则中设定

的通道，与其他子区域进行信息交互；同时，开始计

时并发ACK，并收集子区域叶子节点的数据；如果匹

配失败，子区域向云平台发送拒绝该决策的ACK至

根节点，按照其本地目标函数管理叶子节点，并开始

计时。

4） 当计时到根节点与子区域叶子节点约定的周期

T时，子区域将收集的信息发送至云平台，新数据代

入目标函数，形成新的规则放入决策池；在规则下发

之前需要确定该规则的运行周期，同时新数据与原数

据融合，进行关联度分析，预测出该规则的运行周期

Tx，下发指令到子区域。

5） 子区域解析并转发指令到E或者H节点，最下

层叶子节点关联的物理设备开始能源的输送，并开始

计时。

区域能源知识拓扑结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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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域能源知识库拓扑结构
Fig. 2 Regional energy knowledge topology

在知识拓扑结构中，子区域边缘计算控制网关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决策的转发机构，在解

析到规则信息不匹配时，这个子区域就成为整个网络

中的一个“孤岛”，根据自己的目标函数，管理与之

关联的叶子节点，实现孤岛内的能源调度，实现边端

自治。

2	 区域能源动态决策生成方法

2.1  子区域分类及功率盈亏分析

设一个区域能源系统划分为n个子区域，每个子

区域内部含有电能和热能的互换装置，在周期Tx初始

时刻有m个可再生能源盈余子区域，其盈余功率为

   P P P P P P Psp es1 hs1 es2 hs2 es hs= {( , ), ( , ), , ( , )} m m     （1）
式中：Psp为盈余功率；Pes为盈余电功率；Phs为盈余热

功率。

k个子区域可再生能源短缺，与负荷相关联，短

缺的功率为

   P P P P P P Pst el1 hl1 el2 hl2 el hl= {( , ), ( , ), , ( , )} k k       （2）
式中：Pst为短缺功率；Pel为短缺电功率；Phl为短缺热

功率。

子区域之间进行能源输送以消费盈余子区域的能

源，从而减少能源短缺子区域向电网和热力网购买能

源的支出，共S种方案。

        S C C= ×∑ ∑
i j

m k

= =1 1
m k
i j               （3）

很显然，这种穷举的方法是不合理的，这些组合

中有的方案是无法实现的。例如，当Pesi= 0时，其仍

然参与到Pel j的能源传输方案中，这一方案可以通过

预处理剔除掉，从而降低后续的计算压力。预处理方 
法为

1） 将盈余子区域按照盈余功率分为3类。

        P P i m Pes only es hs− = ∈ ={ | (1,2,3, , ), and 0}i i  （4）

       P P j m Phs only hs es− = ∈ ={ | (1,2,3, , ), and 0}j j  （5）

          
and ( 0, 0)}
P P P q mes hs es hs−

P P
= ∈

es hs

{( , ) | (1, 2,3, , ),

q q≠ ≠
q q 

 
（6）

式中：Pes-only为只盈余电能；Phs-only为只盈余热功率；

Pes-hs为电热功率均有盈余。

2） 同理，能源短缺子区域按短缺功率分为3类。

P P i k Pel only el hl− = ∈ ={ | (1,2,3, , ), and 0}i i    （7）

P P j k Phl only hl el− = ∈ ={ | (1,2,3, , ), and 0}j j    （8）

        
and( 0, 0)}

P P P q kel hl el hl−

P P

= ∈

el hlq q

{( , ) | (1,2,3, , ),

≠ ≠
q q 

      
（9）

式中：Pel-only为只短缺电能；Phl-only为只短缺热功率；

Pel-hl为电热功率均短缺。

3） 根据分治原理，遵循算法时间复杂度最小的原

则，将能量转移关系分为5类，按照优先级别排序如

表1所示。

考虑到能源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应尽少占用线

路，由于子区域本地电能转化热能比较容易，在定义

优先级别时电能盈余为最高级别；其次为热能传输，

因为很多微电网会产生余热，优先进行子区域内多能

互补；子区域内部互补优化后，才进行子区域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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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最后考虑电热同时输送，这种情况下的线路损

耗最大。

4） 计算每一种组合中两个集合元素的个数，从而

形成以下能源输送方案集合。

       S S C C i' '= = × ∈{ | (1,2, ,5)}i a∑ ∑
x y

a b

= =

i i

1 1

x y
i bi

  （10）

式中：Si'为第i优先级的能源交互方案；ai为盈余功率

子区域数量；bi为短缺功率子区域数量。

2.2   云端决策池的构建

云端区域能源动态决策单元根据边缘传输过来的

数据进行计算，结合历史数据算出各子区域的能源输

送决策，称为“云端决策池”。云端决策的依据包括

能源传输距离、子区域能源出力原始成本、价格机制

等因素。

首先计算能源传输距离，根据盈余子区域优先的

原则选定第i种能源转移方案，其中含有ai个盈余功率子

区域，bi个短缺功率子区域，计算这种方案的距离矩阵。

          Dsi =

 
 
 
 
 
  D D D

D D D

D D D

... ... ... ...

a a a b

11 12 1

21 22 2

i i i i1 2

...

...

...

b

b

i

i           （11）

然后，设定能源输送周期为Tx，计算该方案下子

区域新能源建设平均到每个周期所需的成本。

  C C C CT T T Ta b= { , , , }1 2  i i×  （12）

能源输送过程中无论是电还是热，都会有线路上

的损耗。设输送电能每千米线路平均损耗为Pekm，输

送热能每千米线路平均损耗为Phkm。假设只有子区域

之间的能源交换损耗，电网和热力管道网只是桥梁的

作用，并不收取任何过网费用，因此子区域之间能源

交互所获得的收益关系可表示为

  
( {[ ]

  

b C

ρ ρ ρ ρ

i Ti
f

ebuy hbuy network ekm heat hkm

= − + −

∑

ρ ρ

i

b

=

i

esell hsell

1

 
 
 P
P

hl

eli

i

− +( )}

∑
i

a

=

i

1

 
 
 P
P

h

e

P P T

si

si

i     （13）

式中：ρesell为盈余子区域的电能售出价格；ρhsell为热

能售出价格；ρebuy为能源短缺子区域的电能购入价格；

ρhbuy为热能购入价格；ρnetwork为电网售电价格；ρheat为

官方热能价格。Ti≤Tx为第i种方案的能源转移时间，

小于设定的周期。当bf
i＞0时，说明这种方案对于整个

区域来说是有盈余的，所以这种方案放入决策池，否

则丢弃该方案进入下一组计算。以此类推，形成第i种
方案的决策池。

         B b i a bi i i i
F f= ∈ ×{( ) | (1, 2,3, , )}        （14）

第i类子程序算法流程如图3所示。

依据表1所示的5种方案，总的决策池为

  B B iF F= ∈{ | (1,2,3, 4,5)}i         （15）
云端决策池中的计算和构建的算法流程如图4

所示。

2.3   云边协同的决策下发规则

当子区域边缘计算网关上传数据完毕后即向云端

请求下发指令，开启云边协同的决策下发流程。云端

在根据边缘数据形成决策池后，以盈余子区域优先的

原则，根据边缘子区域的请求，对决策池中的决策进

行搜索，将关联该子区域的r条决策筛选出来；将r条

决策的 bf  进行降序排序，排在第一的作为首选进行下

发；设置 bf 阈值，若首选决策出现故障，则启用备用

决策；云端将选择的决策同步下发到盈余子区域和短缺

子区域，促使两个子区域之间构建通信链路。

表 1 能量转移关系分类表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energy transfer relationship 

优先级别 能源输送关系 解释

一 Pes-only—Pel-only 盈余电能送电能短缺

二 Phs-only—Phl-only 盈余热能送热能短缺

三 Pes-hs—Pel-only 盈余电热送电能短缺

四 Pes-hs—Phl-only 盈余电热送热能短缺

五 Pes-hs—Pel-hl 盈余电热送电热短缺

>0?

i

i
bi

f

bi
f

图 3 决策池子程序算法流程
Fig. 3 Subroutine algorithm flow of decision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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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子区域接收到决策指令之后建立通信链路并

各自发送认证信息完成握手，并开启能源输送。边缘

控制器将能源输送的指令下发到本地的电源，借助公

共网络进行能源传送和接收。同时，边缘计算装置开

启新一轮的数据收集和计算，待能源输送完毕或者计

时周期完成后开启新一轮的数据传送。图5所示为一

个能源盈余子区域和一个能源短缺子区域与云端协同

进行能源互补的示意图。

3	 云边协同区域能源决策关键技术

3.1   子区域信息收集关键技术

子区域信息包括与供用能相关的气象信息，各种

计量表的信息，新能源出力与储能相关信息，以及控

制装置信息等。图6所示为风光互补微电网边缘控制

i
i=i+1

m k

5

t

i
t =t+1

i 5?

t m?

图 4 决策池构建算法流程图
Fig. 4 Flow chart of decision pool construction algorithm

r

bf

图 5 云边协同指令下发规则
Fig. 5 Cloud side collaboration instruction distribution rules

系统示意图。

此系统为边缘控制器为主站，各类采集和执行设

备为从站的结构，主从之间采用Modbus协议通信。以

此系统为例总结边缘数据收集、计算、控制的关键技

术：边缘控制器通信、边缘数据处理、从站协调器信

息感知、边缘控制节点定位等技术。

边缘计算是云计算本地化的一种方式，以达到业

务剧增时减轻云平台的压力，节约时间和保护隐私，

以及物理分散性提高平台运转效率[17]的目的。常用的

边缘控制器通信协议主要有TCP和MQTT[18]两种，在

阿里云、腾讯云、OneNet等云平台均有相关的SDK，

以便于云边协同的开发。边缘计算的核心是数据本地

化AI智能分析，但是由于对边缘需求的信息实效性、

设备经济性、本地联动性等，因此边缘控制器所搭载

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受到限制。一般的排序、筛

选算法，轻量级的粒子群算法、神经网络构成边缘软

件平台[19]。分布式存储以备断网续传是边缘控制器的

另一重要功能，边缘数据是一种海量小数据[20]，传统

的关系型数据库不再适用。并且边缘数据大多为传感

器数据，具有很强的时序性，基于时间戳索引的时序

数据库是边缘数据库的首选[21]。本例中，边缘控制器

需要与其他边缘进行信息交互，云平台要获取边缘的

位置用于决策收益的计算，边缘定位技术必不可少，

简单的方法是在边缘计算控制器上搭载GPS、北斗等

定位模块采集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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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云端决策生成关键算法

云端决策的第一步是对子区域送上来的关键数据

根据关键字进行广度优先搜索。从图2所示的区域能

源知识拓扑结构可以看出，数据源本身为星形网络的

(n,k)图，第一步从图中搜索到能源盈余子区域和短缺

子区域，优化原始图的结构，涉及到的关键算法是独

立生成树算法[22]。从边缘层来看，搜索过后的数据可

以分为两类：能源盈余和能源短缺。要达到能源互补

的目的，需要将盈余子区域与短缺子区域进行排列组

合，若将所有盈余与短缺进行排列显然不合理，因此

第二步是对数据矩阵分类。模型中涉及电、热两种

能源形式，又分为盈余和短缺两种状态，属于多类分

类。目前比较先进的算法是多源在线迁移学习多类分

类算法[23-24]，对于区域能源系统这种不平衡数据源的

数据分类比较有效。

能源盈余子区域与能源短缺子区域构成联盟进行

能源互补，实际上属于微能网联盟与配电网之间的博

弈，必然需要进行功率的协调和收益的计算，目标是

达到两个子区域微能网系统的优化运行[25-26]。基于博

弈理论的多微能网的优化运行控制是云平台计算的第

三步，进行不同联盟收益的计算，涉及到子区域之间

的距离计算、成本计算、收入计算、损耗计算等，最

后算出每一种联盟的收益，形成以收益为衡量标准的

决策池。

最后一个步骤：云平台决策指令下发。这一步骤

中最重要的是对决策进行排序，根据数据量选择不同

的排序算法。模拟了长度分别为103、104、105、106、

107的数组，针对常用的8种排序算法进行实验比较，

结果如表2所示[27]。

表 2 依据数组大小的排序算法执行时间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execution time of sorting algorithm based 

on array size
s

算法
排序数组的大小

103 104 105 106 107

冒泡排序 0.004 4 0.113 4 12.487 1 229.68

插入排序 0.002 6 0.031 6 2.404 239.973

选择排序 0.000 8 0.015 4 0.991 4 97.845

希尔排序 0.000 8 0.004 0.016 2 0.170 8 2.379 4

快速排序 0.000 8 0.002 2 0.020 6 0.134 1.223

堆排序 0.000 8 0.002 4 0.012 0.122 2.042 6

归并排序 0.001 0.002 0.012 2 0.121 8 1.315 6

基数排序 0.000 8 0.003 6 0.010 6 0.079 6 0.480 8

可以看出，数组规模小于104时，各种排序算法

的执行时间相差不大。随着数组规模的增大，希尔排

序、快速排序、堆排序体现出优越性，但是冒泡排

序、插入排序和选择的算法复杂度小。因此，云平台

选择排序算法时可根据数据规模自适应选择合适的排

序算法，达到执行时间与复杂度的平衡。

4	 结论

本文提出的云边协同架构和云平台决策模型，为

1

IoTStudio APP

RS485

2

3

4

5

图 6 风光互补微电网边缘控制系统
Fig. 6 Edge control system of wind solar complementary micro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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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区域能源互补水平和新能源利用效率提供了一个

可行方案。

1） 构建了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云计算的云边

端信息收集和处理模型，并提出了边缘子区域数据收

集的关键算法。

2） 重点阐述了云平台的区域能源动态决策单元的

知识结构；根据边缘子区域的关键数据，以距离为依

据、收益为条件，在云平台构建了能源盈余子区域和

短缺子区域的能源交互决策池。

3） 根据对能源决策池中的收益排序结果和收益阈

值制定了指令下发规则，分析了边缘之间的信息和能

源互动策略，为实现云边协同的信息和能源互动提供

了可行的方法。

由于目前数据量不足，未来将进一步收集数据进

行模型和算法的优化。

参考文献

[1] 朱继忠，董瀚江，李盛林，等. 数据驱动的综合能源系

统负荷预测综述[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21，41(23)：
7905-7923.

 ZHU Jizhong, DONG Hanjiang, LI Shenglin, et al. Review of 
data-driven load forecasting for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21, 41(23): 7905-7923(in Chinese).

[2] 聂鹏程，张慧，耿洪良，等. 农业物联网技术现状与发

展趋势[J].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21，
47(2)：135-146.

 NIE Pengcheng, ZHANG Hui, GENG Hongliang, et al.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gricultural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2021, 47(2): 135-146(in 
Chinese).

[3] 屈小云，吴鸣，李奇，等. 多能互补综合能源系统综合评

价研究进展综述[J]. 中国电力，2021，54(11)：153-163.
 QU Xiaoyun ,  WU Ming ,  L I  Q i ,  e t  a l .  Rev iew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y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J]. Electric Power, 2021, 54(11): 
153-163(in Chinese).

[4] 吴建中. 欧洲综合能源系统发展的驱动与现状[J]. 电力系统

自动化，2016，40(5)：1-7.
 WU Jianzhong. Drivers and state-of-the-art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in Europe[J].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s, 2016, 40(5): 1-7(in Chinese).

[5] AL-FUQAHA A, GUIZANI M, MOHAMMADI M, et 
al. Internet of Things: a survey on enabling technologies, 
protocols, and applications[J].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 Tutorials, 2015, 17(4): 2347-2376.

[6] REKA S S, DRAGICEVIC T. Future effectual role of energy 

deliver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mart grid[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8, 91: 90-108.

[7] AHMED E, YAQOOB I, HASHEM I A T, et al. The role of 
big data analytics in Internet of Things[J]. Computer Networks, 
2017, 129: 459-471.

[8] 李彬，贾滨诚，陈宋宋，等. 边缘计算在电力供需领域的

应用展望[J]. 中国电力，2018，51(11)：154-162.
 LI Bin, JIA Bincheng, CHEN Songsong, et al. Prospect of 

application of edge computing in the field of supply and 
demand[J]. Electric Power, 2018, 51(11): 154-162(in Chinese).

[9] 祁兵，夏琰，李彬，等. 基于边缘计算的家庭能源管理

系统: 架构、关键技术及实现方式[J]. 电力建设，2018，
39(3)：33-41.

 QI Bing, XIA Yan, LI Bin, et al. Famil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edge computing: architecture, key technology 
and implementation[J].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2018, 
39(3): 33-41(in Chinese).

[10] 刘思放，邓春宇，张国宾，等. 面向居民智能用电的边缘

计算协同架构研究[J]. 电力建设，2018，39(11)：60-68.
 LIU Sifang, DENG Chunyu, ZHANG Guobin, et al.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architecture for edge computing of residential 
intelligent usage of electricity[J].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2018, 39(11): 60-68(in Chinese).

[11] 宋朋涛，李超，徐莉婷，等. 基于个人计算机的智能家居

边缘计算系统[J]. 计算机工程，2017，43(11)：1-7.
 SONG Pengtao, LI Chao, XU Liting, et al. Edge computing 

system for smart home based on personal computer[J]. 
Computer Engineering, 2017, 43(11): 1-7(in Chinese).

[12] 司羽飞，谭阳红，汪沨，等. 面向电力物联网的云边协同结

构模型[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20，40(24)：7973-7979.
 SI Yufei, TAN Yanghong, WANG Feng, et al. Cloud-edge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model for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20, 40(24): 7973-7979(in 
Chinese).

[13] 白昱阳，黄彦浩，陈思远，等. 云边智能: 电力系统运行控

制的边缘计算方法及其应用现状与展望[J]. 自动化学报，

2020，46(3)：397-410.
 BAI Yuyang, HUANG Yanhao, CHEN Siyuan, et al. Cloud-

edge intelligence: status quo and future prospective of edge 
computing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power system 
operation and control[J]. Acta Automatica Sinica, 2020, 46(3): 
397-410(in Chinese).

[14] 李大鹏，李立新，杨清波，等. 云边协同的调控云数据质

量优化[J].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2022，34(3)：11-19.
 LI Dapeng, LI Lixin, YANG Qingbo, et al. Cloud-edge 

collaborated data quality optimization for dispatching and 
control cloud[J]. Proceedings of the CSU-EPSA, 2022, 34(3): 
11-19(in Chinese).

[15] 林威，靳小龙，叶荣. 面向区域综合能源系统的分布式优

化调度方法[J]. 电力建设，2021，42(11)：44-53.



Vol. 5 No. 5 唐帅，等：云边协同区域能源互补决策模型与算法 　487

 LIN Wei, JIN Xiaolong, YE Rong. A decentralized optimal 
scheduling method for integrated community energy system[J].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2021, 42(11): 44-53(in Chinese).

[16] 李咸善，马凯琳，程杉. 含多区域综合能源系统的主动

配电网双层博弈优化调度策略[J].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2022，50(1)：8-22.
 LI Xianshan, MA Kailin, CHENG Shan. Dispatching 

strategy of an 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with multiple 
regional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based on two-level game 
optimization[J].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and Control, 2022, 
50(1): 8-22(in Chinese).

[17] 罗达. 基于边缘计算的智慧能源管理系统设计与应用[D]. 株
洲：湖南工业大学，2021.

[18] 于海飞，张爱军. 基于MQTT的多协议物联网网关设计与实

现[J]. 国外电子测量技术，2019，38(11)：45-51.
 YU Haifei, ZHANG Aiju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rotocol Internet of Things gateway based on MQTT[J]. 
Foreign Electronic Measurement Technology, 2019, 38(11): 
45-51(in Chinese).

[19] ZHANG J N, LU C Q, CHENG G, et al. A blockchain-based 
trusted edge platform in edge computing environment[J]. 
Sensors, 2021, 21(6): 2126.

[20] MARJANI M, NASARUDDIN F, GANI A, et al. Big IoT 
data analytics: architecture, opportunities, and open research 
challenges[J]. IEEE Access, 2017, 5: 5247-5261.

[21] LUJIC I, DE MAIO V, BRANDIC I. Efficient edge storage 
management based on near real-time forecasts[C]//2017 IEE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g and Edge Computing. 
May 14-15, 2017, Madrid, Spain. IEEE, 2017: 21-30.

[22] HUANG J F, CHENG E, HSIEH S Y. Two algorithms for 
constructing independent spanning trees in (n, k)-star graphs[J]. 
IEEE Access, 2020, 8: 175932-175947.

[23] 周晶雨，王士同. 对不平衡数据的多源在线迁移学习算法

[J/OL]. 计算机科学与探索：1-15[2021-11-16]. http://kns.
cnki.net/kcms/detail/11.5602.TP.20211015.1333.004.html.

 ZHOU Jingyu, WANG Shitong. Multi-source online transfer 
learning algorithm for imbalanced data [J/OL]. Journal 
of Frontiers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15 
[2021-11-1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602.
TP.20211015.1333.004.html.

[24] KANG Z F, YANG B, YANG S T, et al. Online transfer 
learning with multiple source domains for 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J].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20, 190: 
105149.

[25] 芮涛. 基于博弈论的配电侧多微电网系统优化运行方法研

究[D]. 合肥：安徽大学，2019.
[26] 董文略，王群，杨莉. 含风光水的虚拟电厂与配电公司协

调调度模型[J]. 电力系统自动化，2015，39(9)：75-81.
 DONG Wenlue, WANG Qun, YANG Li. A coordinated 

dispatching model for a distribution utility and virtual power 
plants with wind/photovoltaic/hydro generators[J].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s, 2015, 39(9): 75-81(in Chinese).

[27] 谢小玲，李山. 常用排序算法的分析与比较[J]. 现代计算

机，2020(25)：71-74.
 XIE Xiaoling, LI Sh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commonly 

used sorting algorithms[J]. Modern Computer, 2020(25): 71-
74(in Chinese).

收稿日期：2021-12-23；修回日期：2022-02-07。

作者简介：

唐帅 （1988），女，硕士，工程

师，研究方向为电气工程规划与设

计，E-mail：403422021@qq.com。

庞凝  （1 9 8 8），男，硕士，高

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发

展关键技术。通信作者，E - m a i l：
39930261@qq.com。

李光毅 （1987），男，硕士，工程

师，主要从事科技创新管理工作，E-mail：150223343@
qq.com。

彭婵 （1984），女，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工

程质量管理工作，E-mail：121850328@qq.com。

贾宇琛  （1979），女，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

究 方 向 为 电 力 与 能 源 物 联 网 关 键 技 术， E - m a i l ：
jiayuchen1981@163.com。

郁五岳 （1998），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

息学感知与系统控制关键技术，E-mail：782683621@
qq.com。

（责任编辑 张鹏）

唐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