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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作为研究对象，推导了其数学模型，论证了在某些参数及工作条件下

会出现混沌运动，提出了 *+,-./ 混沌运动的滑模变结构控制方法，通过控制桨距角!来实现 0针对风力机系统的

非线性，参数变化等特性，根据风力机机理，基于一定假设得到风力机在某一工况点线性模型，进而提出滑模变结

构控制方案，充分利用变结构控制对被控对象的模型误差、对象参数的变化以及外部干扰有极佳的不敏感性的优

点 0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控制方案的有效性，控制响应速度快，控制鲁棒性好，能适用于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参数情

形等优点 0研究结果为直驱式风力发电系统的混沌控制应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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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风力发电是一种很有潜力的可再生能源，’" 多

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0目前主流变速风力发电机

组有 % 种：双馈感应风力发电机组和直驱永磁同步

风电机组 0国内外对基于双馈感应发电机（A=BC89 DEA
7?AB>F7=? :E?EG6F=GH，*IJ/）的变速风力发电技术的研

究很多，已经发展得很成熟 0关于直驱永磁同步风力

发电机组（*+,-./）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但其以效率

高、噪声小、发电机结构简单和维护工作量小等特

点，在风力发电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0
近年来，永磁同步电动机（,-.-）的稳定性、可

靠性研究受到了人们广泛关注，这是由于 ,-.- 在

某些参数及工作条件下会出现混沌运动，其主要表

现为转矩和转速的间歇振荡，控制性能的不稳定、系

统不规则的电磁噪声等［’，%］0电机中混沌现象的存在

严重影响 ,-.- 的稳定工作，因此如何控制和消除

这种混沌现象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 0由此

可以推想，直驱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在某些参数及

工作条件下会不会出现混沌运动？本文对此进行了

数学模型的推导，得出了结论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混

沌控制方法 0
混沌控制是非线性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之

一 0自 ’&&" 年 K/L 控制方法的提出，现已提出了大

量的混沌控制理论和方法［(—1］，然而其中很多方法

不一定都能直接运用到控制 ,-.- 的混沌运动 0至
今，有 关 ,-.- 混 沌 运 动 的 控 制 研 究 报 道 尚 不

多［#—)］，且控制性能还不够完善，与工程的实际控制

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 0文献［#］采用纳入轨道和强迁

徙方法控制 ,-.- 的混沌现象，该方法需系统轨道

处于吸引域附近才能施加控制策略，控制策略较被

动，控制速度较慢，且从工程实现的角度来看，选择

负载转矩作为控制量是很难实现的 0文献［2］利用状

态延迟反馈研究 ,-.- 中的混沌控制，该控制方法

延迟时间不易确定，控制目标必须为系统的不动点

或周期轨道，且这些不动点或周期轨道不可预知，因

此无法实现所期望的目标轨道 0文献［)］选择电机直

轴和交轴电压作为控制量，实施部分解耦的控制策

略，控制方法能实现对电机转速任意目标的稳定控

制，但该方法存在着对两个电压同时施加控制，因此

控制代价较高 0
滑模变结构控制方法具有算法简单、抗干扰性

能好、易于在线实现且可适用于众多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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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参数的多变量非线性受控对象等优点 !近 "# 年

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大功率电子切换器件的迅速

发展，滑模变结构控制技术愈受到国内外控制界的

广泛重视［$，%#］! 采用滑模变结构实现混沌控制已有

研究报道［%%，%"］!本文以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作为研究对象，推导了其数学模型，论证了在某些参

数及工作条件下会出现混沌运动 ! 提出了 &’()*+
混沌运动的滑模变结构控制方法，针对风力发电机的

变桨距系统采用滑模变结构鲁棒控制方案 !仿真结果

表明，该方法具有控制时刻任意加入，不仅能实现对

&’()*+ 混沌吸引域内外的任意目标轨道稳定控制，

而且控制响应速度快，控制鲁棒性好，能适用于系统

具有不确定性参数情形等优点 !研究结果为直驱式风

力发电系统的混沌控制应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

" , 直驱式 ()*+ 的系统模型及其混沌

特性

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系统的基本结构如图

% 所示 !可分为气动设备部分和同步发电机与整流

逆变部分 !气动设备输入部分包括风速 !、叶片桨距

角!及转子转速"-，采用伺服机构可以调节叶片桨

距角!；同步发电机与整流逆变部分包括：()*+ 永

磁同步风力发电机；./001-2 储能蓄电池；定子侧和网

侧变换器均由六个 3+45 管桥式联接组成；网侧变换

器和电网之间的电感和电容组成 "# 滤波器 !

图 % 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系统结构原理图

叶轮转矩由下式给出：

$ 0 6 #,7#8#!!%9， （%）

#8 6 &（"0，!，$）， （"）

式中#为空气密度；! 为风速；% 为叶轮半径；#8 为

转矩系数；"0 为叶轮角速度；$为桨距角 !
在高速区，$6 # 时获得 #8:/;，桨距角增加使 #8

值降低，致系统的性能变坏；在低风速状态下，调节

桨距角也可以用来提高 #8 值 ! 调节桨距角同样也

可以在高风速下通过降低叶轮的空气动力学性能来

限制功率输出 !
#8 和输出功率系数 #< 二者有直接的联系：

#< 6%#8， （9）

式中%为叶尖速比，由下式给出：

% 6 "0 %
! ! （=）

在给定风速条件下的机械输出能量完全受风轮

的顶点速度率（5*>）的影响 !在给定风速的条件下，

最大风轮能量变换功效发生在最佳 5*> 点 ! 因此，

当风速改变时，风轮的转子速率需要相应的改变以

保持最佳 5*>，从而有效从风源中吸收最大能量 !
因此风力机输出的功率为

’5 6 #,7!%7
#

#<

%9"9
0 ! （7）

在 ?8 同步旋转坐标系下建立的永磁同步发电

机组数学模型［%9］为

? (?
? ) 6 @

%*

"?
(? A"1

"8

"?
(8 A %

"?
+?，

? (8
? ) 6 @

%/

"8
(8 @"1

"?

"8
(? A %

"8
%( )#

A %
"8

+8，

?"B

? ) 6 %
,18

（$1 @ $C @ -:"B），

（D）

式中 (? 和 (8 分别为发电机的 ? 轴和 8 轴电流；"?

和 "8 分别为发电机的 ? 轴和 8 轴电感；%/ 为定子

电阻；"1 为电角频率，"1 6 .<"B；.< 为发电机转子

的极对数；%# 为永磁体的磁链；+? 和 +8 分别为 +B

的 ? 轴和 8 轴分量；,18为机组的等效转动惯量；-:

为转动黏滞系数；$1 为电磁转矩；"B 为发电机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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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速，且!! "!# $
%&’( 的电磁转矩表达式可简化为

!) " *+,"- #$". $ （/）

假设发电机 0 轴和 1 轴电感相等，即 %0 " %1 "
%，经 过 无 量 纲 变 换 的 均 匀 气 隙 的 %&’( 数 学 模

型为［*2］

0 #3 0

0 & " 4 #3 0 5!!! #
3

1 5 ’3 0，

0 #3 1

0 & " 4 #3 1 4!!! #
3

0 5#!!! 5 ’3 1，

0!!!

0 & "$（ #3 1 4!!!）4!!#，

（6）

式中 #3 0，#
3

1，!!! 分别为经过变换的直轴电流、交轴

电流和发电机角速度；’3 0，’3 1 和!!# 分别为经过变

换的 0，1 轴电压和风力机转矩；$和#为系统参数 $

若设 ( " #3 0，) " #3 1 * "!!!，则（6）式可写为

0(
0 & " 4 ( 5 )* 5 ’3 0，

0)
0 & " 4 ) 4 (* 5#* 5 ’3 1，

0 *
0 & "$（) 4 *）4!!# $

（7）

取 ’3 0 " 4 .+,28，’3 1 " .+682，!!# " 8+9，$" *:，#
" 2,+78，（(（.），)（.），*（.））"（8.，.+*，4 ,），采用

四阶龙格;库塔算法，取积分步长!& " .+.*，双精度

数值求解（7）式，系统呈现混沌状态 $混沌吸引子如

图 8 所示（其中 (，)，* 无量纲）$

图 8 永磁同步发电机中的混沌吸引子

当风力机速度较低接近于 %&’( 发电的临界速

度，且其他参数匹配的条件下，系统将处于混沌运动

状态，%&’( 出现无规则振荡，频率忽大忽小，电压

电流忽高忽低，这将严重危及系统的稳定工作，甚至

会导致机电系统的崩溃，因此必须研究采取有效的

方法控制和消除这种混沌现象 $

9 + %&’( 混沌运动的滑模变结构控制

由风力机运行原理，对于风力发电系统的状态

表达，可以用桨距角%作为系统的一个可控确定性

输入信号，风速 + 可以看作系统的不可控输入 $ 根

据某风力机实际数据，在一定假设条下，并在某一工

况点线性化，利用预报误差法忽略其随机扰动项 $考
虑机械传动系统的柔性，可得到某风力机的状态空

间表达式

(·" ,( 5 -’ 5 .， （*.）

式中 ("/" ，’"/0 $选取切换函数为 1 " 2(，2 为

0 < " 待定系数矩阵 $ 当系统进入滑模态时控制为

等效控制 ’)1，代入（*.）式得

1·" 2(· 2（,( 5 -’)1）" .$ （**）

若［2-］满秩，可解也等效控制为

’)1 " 4［2-］4* 2,( $ （*8）

为了保证由状态空间任意位置运动点在有限时

间内到达切换面的要求，需要对趋近运动的具体轨

迹做一些限制 $因此，实际控制律为等效控制加切换

控制 $选取切换控制律为指数趋近律

1·" 4&=!>（ 1）4 31，& ? .，3 ? .$ （*9）

使趋近速度从一个较大值逐步减小到零，这样

不仅缩短趋近时间，而且使运动点到达切换面时速

度很小 $总的变结构控制规律可为

’ " 4（2-）4*（2,( 5 41 5 5=@!>（ 1）），（*2）

式中 5 " 0@A!（ 3#），4 " 0@A!（6#），（ 3# ? .，6##.），

2- 为可逆方阵 $
因此设计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设计适当的切换系

数矩阵 2，使得滑动模运动具有良好的动态特性，且

2- 可逆 $具有良好动态特性的滑模面设计如下［*,］：

因为 BA>C（-）" 0，0 D " 易作线性变换 7 使 -
矩阵可分解为

7- "
-*

-[ ]
8

，0)E-8 $ .，即 BA>C-8 " 0，

即对（*.）式存在变换阵 ( " 7 4 * 8，使（*.）式化为

8·" 7,7 4* 8 5
-*

-[ ]
8

’ $ （*,）

进一步地，对于（*,）式则存在

! 4*
* "

9"4 0 4 -* - 4*
8

. 9[ ]
0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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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就是说，存在坐标变换 & # !’ 使（"%）式化为

下列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 为 % ) $ 可逆方阵 &
& # , !" - # , !" !" (，! # , !" !"，

又因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则

（, !" !"）!" )（, !" !）#
)"" )"$

)$" )[ ]
$$

&

在此变换下，切换面为

. # /!( # /" (" ’ /$ ($ # % & （"*）

在此基础上，若再设 /$ 为 % ) % 的正则矩阵，由下

列变换：

(" # ("，

($ # / !"
$ . ! / !"

$ /" ("，

可以得到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系统到达切换面时，有

. # %，.·# %，(·" #（)"" ! )"$ 1）("，1 # / ! "
$ /" &

于是，线性系统的滑动模态可视为由（"+）式描

述的具有反馈式的 $ ! % 维子系统 &可证明（)，"）

可控时，（)""，)"$ ）也必为可控的 & 对该子系统可根

据线性反馈设计方法任意设置极点，从而达到预期

的良好动态特性 &并且，由于 ($ 可由 (" 线性表示出

来，只要 (" 以适当的指数衰减率趋向于零，则 ($ 也

以同样的指数衰减率趋向于零 &
由于 1 可由极点配置任意确定，此时

/ #［/" /$］# /$［1 #%］，

其中为方便起见可选取 /$ # #% &

, - 控制仿真结果与分析

永磁同步风力发电系统中，控制目标一般是避

免系统出现无规则振荡，即无功功率 2 控制在一定

范围内，而无功功率与 3. 有关，因此，在设计目标时

可以根据要求的无功功率值，求出对应的 3. & 系统

参数取值为 */ 0 # ! %-1,$，*/ . # %-+$,，"!2 # $-3，!#
"(，"# ,1-4$，初始条件为（&（%），4（%），(（%））#（$%，

%-"，! 1），此时如果不控制，系统呈现混沌状态，系

统呈现的混沌吸引子如图 $ 所示 & 交轴电流 3/ . 变

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本文采用滑模变结构控制方法

对风力发电系统中桨距角#的变换机构进行控制，

从而对系统的混沌状态进行控制 &

图 3 交轴电流 3/ . 变化曲线

按照通常线性反馈设计方法，选取主导极点

! +，! $ ’ $5，! $ ! $5，算出滑模面系数矩阵

/ #
4,-$ "++-, "1-3 1 $3-"[ ]3( 33-* "% " %

，

1 #
3 %[ ]% "

，5 #
" %[ ]% $

，

施加 滑 模 控 制 后 交 轴 电 流 3/ . 变 化 曲 线 如 图 ,
所示 &

图 , 施加控制后交轴电流 3/ . 变化曲线

在上述建立的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对整个控制

系统进行仿真研究，取一组参数：额定功率 6$ #
$-"67，7$ # $$% 8，额定频率 8 # 1% 9:，极对数 $; #
"*，磁通 $"$ <7=，定子绕组电阻 9" # "-",!，定子绕

组电感 : > # $-* <9，转动惯量 ," # %-%+4 6?·<$ &所
用风力机参数为：风轮转动惯量 ,$ # "( 6?·<$，风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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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过面积 ! ! "#$，最佳叶尖速比!%&’ ! ()*，最大风

能利用系数值 "&#+, ! ()-)
通过运用 ./01/2 得到的仿真曲线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5 图 3 是逆变器输出 #$ 相线电压波形，图 4

图 4 输出功率曲线

图 3 逆变器输出 #$ 相线电压

是发电机输出功率曲线 5发电机实际工作条件参数

往往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发生不确定性变化 5通过

仿真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滑模变结构控制能对具有

不确定性参数的多变量非线性风力发机系统进行鲁

棒性控制，并且控制响应速度快 5

3 ) 结 论

风力发电机采用滑模变结构控制方案可以在参

数不确定的情况下保证系统稳定及各项指标要求 5
本文推导出用于控制 6.78 混沌运动的滑模变结构

控制规律，该控制方法具有算法简单，行之有效，良

好的控制响应和控制鲁棒性，并可适用于控制不确

定性参数的 6.78 混沌系统等诸多优点 5仿真结果

说明在风速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变速变距风力发电

机桨距角和输出功率的控制采用滑模变结构控制响

应速度快，超调量小，而且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5研究

结果为实现 6.78 系统的混沌控制，保证其工作的

稳定可靠性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5滑模变结构控制

在直驱永磁风力发电系统中混沌控制的应用并不很

多，国内尚无人进行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5对
于实际风力发电系统，其运行状况受外界的影响很

大，如阵风的影响，结合其他控制技术如模糊控制、

神经网络控制、自适应控制以及无源性控制等先进

控制方法的混合滑模变结构控制，是以后风电控制

及混沌控制问题的主要研究应用方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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