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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模型在负荷预测中的应用
!

郭如昕，吕! 林
（四川大学 电气信息学院，四川 成都! "#$$"%）

摘! 要：电力负荷预测是电力控制及运行方面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介绍了灰色理论的相关

概念和原理，以及预测负荷的步骤，通过举例讨论了灰色模型在短期电力负荷预测中的应用，

对平常日电力负荷进行预测，其结果令人满意，表明灰色模型是有效的负荷预测方法之一。

灰色模型在日常负荷预测中广泛得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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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负荷预测是供电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准确

的负荷预测可以经济合理地安排电网内部发电机

组的启停，制订设备检修计划，编制电网建设规

划，保证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用电，提高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电力系统负荷预测包括最大负荷功率、负荷

电量及负荷曲线的预测。最大负荷电量预测对于

确定电力系统发电设备及输变电设备的容量是非

常重要的，对选择适当的机组类型和合理的电源

结构以及确定燃料计划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关于负荷预测的理论及方法很

多，大致分为经典预测方法和现代预测方法。经

典预测方法包括：指数平滑法、趋势外推法、时间

序列法和回归分析法，现代负荷预测方法包括：灰

色数学理论、专家系统方法、神经网络理论、模糊

负荷预测［#］。

#! 灰色模型的基本理论

#. #! 灰色理论概述

在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中，将各类系统分为

白色、黑色、和灰色系统。“ 白”指信息完全已知；

“黑”指信息完全未知；“ 灰”指信息部分已知、部

分未知，或者说信息不完全，这是“ 灰”的基本含

义。区别白色系统和灰色系统的重要标志是系统

中各因素之间是否具有确定的关系，如：映射关

系，函数关系等。因素之间具有确定映射关系的

系统是白色系统。因此，白色系统要求有明确的

作用原理，即有确定的结构或有物理原型。然而

许多社会经济系统都没有物理原型，虽然知道影

响系统的某些因素，但很难明确全部因素，更不可

能确定因素之间的映射关系。这种没有确定的映

射关系（函数关系）的系统是灰色系统［-］。

所谓灰色系统理论，就是研究灰色系统的有

关建模、控模、预测、决策、优化等问题的理论。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对既含有已知信息又含有

未知或非确定信息的系统进行预测，就是对在一

定方位内变化的、与时间有关的灰色过程的预测。

尽管过程中所显示的现象是随机的、杂乱无章的，

但毕竟是有序的、有界的，因此这一数据集合具备

潜在的规律，灰色预测就是利用这种规律建立灰

色模型对灰色系统进行预测。

#. -! 累加生成

如果对一原始数列作如下处理：原始数列中

的第一个数据维持不变，作为新数列的第一个数

据，新数列的第二个数据是原始的第一个与第二

个数据相加，新数列的第一个、第二个与第三个相

加，⋯，依此类推。这样得到的新数列，称为累加

生成数列，这种处理方式称为累加生成。大量研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盐城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012345 06 74389:3; <3=>?>1>: 06 &:893050;@ A4>1245 B8?:38: CD?>?03
E05. -$ A0. #
’42. -$$(

"""""""""""""""""""""""""""""""""""""""""""""

! 收稿日期：-$$" + #- + -F
! 作者简介：郭如昕（#GF# + ）：女，江苏镇江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力负荷预测。万方数据



究证明，对原始非负数列｛!（!）｝作一次累加后得

到的生成数列｛!（"）｝具有近似指数律。记为原始

数列为：!（!）#［!（!）（"）$ " # "，%⋯，#］；记生成数

列为：!（"）#［!（"）（"）$ " # "，%⋯，#］。

如果和 之 间 满 足 以 下 关 系，则 称｛!（"）｝为

｛!（!）｝的一次累加生成数列。!（"）（"）##
$

% #"
!（!）（%）

累加生成能使任意非负数列、摆动的非摆动的，转

化为非减的、递减的数列。换言之，通过累加生成

得到的生成数列，其随机性弱化了，规律性增强

了。

"& &’ 累减生成

将原始数据中前后相邻的两个数据相减，这

种生成称为累减生成。所得的数据为累减生成

值。累减生成使累加生成的逆运算［&］。

"& (’ 灰色 ’(（"，"）模型的建立

)*（"，"）模型是最常用的一种灰色模型，它

是由一个只包含单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构成的模

型。

设有 变 量 为 !（!）的 原 始 数 据 序 列 !（!） #
［!（!）（"），!（!）（%），⋯，!（!）（#）］生成一阶累加生

成序列：

!（"）#［!（"）（"），!（"）（%），⋯，!（"）（#）］，由于

序列具有指数增长规律，而一阶微分方程的解也

是指数增长形式，因此，我们认为 !（"）（ "）满足：

+!（"）

+) , !!（"），由 导 数 定 义 可 知：
+!（"）

+) # -./
$)%!

!（ ) ,$)）0 !（ )）
$) ，离散型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定义为对［!（"）（ " , "）］作一次累减运

算，而 !（"）取值是 " 和 " , " 项得平均值，即：

!（"） * "
%［!（"）（" + "）+ !（"）（"）］

整理可得：

!（"）［!（"）（" + "）］+ "
% !［!（"）（" + "）+ !（"）（"）］* -

当 " # "，%，⋯，# 0 " 时，上式写成矩阵形式：

!（!）（%）

!（!）（&）

&
!（!）（#











）

#

0!&1 2［!（"）（"）,!（"）（%）］ "
0!&1 2［!（"）（%）,!（"）（&）］ "

& &
0!&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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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记为：.# # /0，其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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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1 2［!（"）（"）, !（"）（%）］ "
0 !& 1 2［!（"）（%）, !（"）（&）］ "

& &
0 !& 1 2［!（"）（#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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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此方程中，.# 和 / 为已知量，0 为待定参

数，由于变量只有!和-两个，而方程个数却有

# 0 " 个，而 # 0 " 3 %，故可用最小二乘法得到

最小二乘近似解。解之可得：

0 *（/1/）,"/1.# * !( )-
离散型形式为：

!（"）（" , "）#［!（"）（"）0 -
!

］2 0 !" , -
!

，

（" # !，"，⋯，# 0 "）

对此式再作累减还原，得原始数列 !（!）得灰

色预测模型为：

!（!）（" + "）*［!（"）（" + "）, !（"）（"）*

（" , 2!）［!（!）（"）, -
!

］2,!"］，（" * !，"，⋯）

%’ 灰色预测法在负荷预测中的具体应用

%& "’ 建立灰色模型

以攀枝花市仁和电力局 %!!4 年 1 月 " 日 5 4
日的实际负荷为例，应用灰色模型预测未来 & 天

负荷。数据如表 "。

表 "’ 负荷原始数据

!"#$% "’ &’()(*"$ +"," &- .&/%’ $&"+

序号 日期 实际负荷 6 789

" 4: " "%!: ;(

% 4: % "%4: 1<

& 4: & "%<: 44

( 4: ( "1%: ;1

1 4: 1 "(&: <1

4 4: 4 "1%: =(

’ ’ 将原始数｛!（!）｝中的数据 !（!）（"）进行一次

累加，生成新数列｛!（!）（"）｝，按照一次累加公式，

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

’ !（"） #［（ "）$ " # "，%，&，(，⋯;］#（"%!& ;(，

%(=& (&，&==& !<，1%<&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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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生成数列与生成数列的曲线图分别如图

!、图 " 所示：

图 !# 原始生成数列曲线

!"#$ !# %&’ (’)*’)+, #-./& 01 0-"#").2
#’)’-.(")# 0/’-.("0)

图 "# 生成数列曲线

!"#$ "# %&’ (’)*’)+, #-./& 01 .++3432.(’*
#’)’-.(")# 0/’-.("0)

从两个数列的图象中可以看出，原始数列无

规律可言，而一次累加生成数列有明显地接近指

数关系的规律。

解灰色模型微分方程 !" $ #$
将原始数列和一次累加生成数列代入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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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 - *’ *’% ’+，) $ !!)’ ’," )
根据前面推导的灰色预测模型公式：

*（*）（+ . !）$ *（!）（+ . !）- *（!）（+）$（! - ,!）

［*（*）（!）- )
!

］, - !+，（+ $*，!，⋯）*（*）（!）$!"*’ %&

将有关数据代入后得原始数据的灰色预测模

型为：

*（*） % !!%’ ,!,*’ *’%’++（+ % *，!，"，’⋯）

"’ "# 预测结果误差分析

应用得到的灰色预测模型，对 ( 月 , 日 / +
日负荷进行预测，并与这几日的实际负荷进行比

较，所得误差分析见表 "。

表 "# 预测负荷误差分析表

%.52’ "# %&’ .).2,6"6 01 /0-’+.6(")# /07’- 20.*

日期 (0 , (0 % (0 +

实际负荷 !(’0 ,, !(,0 "! !)’0 )%

预测负荷 !&+0 &) !((0 ’! !)!0 ’+

相对误差 - "0 %1 -!0 "!1 !0 &1

精度 +,0 "1 +%0 %1 +%0 )1

# # 由表 " 可见，利用灰色预测模型进行日负荷

预测能够取得很高的精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预

测技术方法。

’# 结论

灰色模型作为一种较新的预测理论，已经在

各行各业得到充分的应用。但是，灰色模型也有

一定的适用条件，这些条件如果具备，它就可以做

为一种精度较高的预测方法。经过分析与比较，

发现上述方法有如下特点。

短期预测。灰色模型在负荷预测中只能作为

短期预测工具，不能用于长期的预测，这是由灰色

模型的原理所决定的。

原始数据量较少。因为其计算过程较复杂，

如果原始数据非常多，那么，从计算的角度考虑，

就需要编制相应的软件来处理数据。此时一般将

其看作是一种长期预测，可以选取与预测目标相

近的几个时间段作为预测的原始数据［!］；

电力生产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

前后条件的相似性，其负荷变化趋势才会呈现一

定的规律性，如果经常性地出现突变，此时不宜采

用灰色模型。

灰色预测方法具有计算方法简单，计算量小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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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但和其它预测方法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数据离散程度越大，预测精度越差；不太适

合进行长期预测；平时的日负荷预测应采用灰色

预测法，对于重大节日的负荷预测还应采取其他

的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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