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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光伏并 网发电系统中关键部件—— 逆变器的结构设计与控制 方法研 究进行 了详细分析 

和阐述。从电网、光伏阵列以及用户对逆变器的要求出发 ，分析 了各种不同的逆变器拓扑结构与控 

制方法，比较其运行效率和控制效果。对于 目前 国内外光伏发 电系统 中并网逆变器的研究现状 、亟 

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光伏发电系统中并网逆变器高效可靠运行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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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由于传统能源的枯竭和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电 

力系统正面临着巨大变革，分布式发电将成为未来 

电力系统的发展方向[1-33。其中，光伏发电以其独特 

的优点，被公认为技术含量高、最有发展前途的技术 

之一_4]。但是光伏发电系统存在着初期投资大、成 

本较高等缺点，因而探索高性能、低造价的新型光电 

转换材料与器件是其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另一方 

面，进一步减少光伏发电系统自身损耗、提高运行效 

率，也是降低其发电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逆变器 

效率的高低不仅影响其 自身损耗，还影响到光电转 

换器件以及系统其他设备的容量选择与合理配置。 

因此，逆变器已成为影响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经济可 

靠运行的关键因素，研究其结构与控制方法对于提 

高系统发电效率、降低成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5]。 

本文从电网、光伏阵列以及用户对于并网逆变 

器的要求出发，分析了不同的逆变器拓扑结构与控 

制方法，比较了其运行效率和控制效果。对于目前 

国内外光伏发电系统 中并 网逆变器的研究现状 、亟 

待解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综合，进一步指出了光伏 

发电系统中并网逆变器高效可靠运行的发展方向。 

1 光伏发电系统对逆变器的要求 

光伏并 网发 电系统一般 由光伏阵列、逆变器和 

控制器 3部分组成。逆变器是连接光伏阵列和电网 

的关键部件，它完成控制光伏阵列最大功率点运行 

和向电网注入正弦电流两大主要任务。 

1．1 电网对逆变器的要求 

逆变器要与电网相连，必须满足电网电能质量、 

防止孤岛效应和安全隔离接地 3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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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对公共电网的污 

染，逆变器应输出失真度小的正弦波。影响波形失 

真度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逆变器的开关频率。在数控 

逆变系统中采用高速 DSP等新型处理器，可明显提 

高并网逆变器的开关频率性能，它已成为实际系统 

广泛采用的技术之一；同时，逆变器主功率元件的选 

择也至关重要。小容量低压系统较多地使用功率场 

效应管(MOSFET)，它具有较低的通态压降和较高 

的开关频率；但 MOsFET随着电压升高其通态电 

阻增大，因而在高压大容量系统中一般采用绝缘栅 

双极晶体管(IGBT)；而在特大容量系统中，一般采 

用可关断晶闸管(GTO)作为功率元件_6]。 

依据 IEEE 2000--929口 和 UL1741l_8]标准，所 

有并网逆变器必须具有防孤岛效应的功能。孤岛效 

应是指当电网因电气故障、误操作或 自然因素等原 

因中断供电时，光伏并网发电系统未能及时检测出 

停电状态并切离电网，使光伏并网发电系统与周围 

的负载形成一个 电力公 司无 法掌握 的 自给供 电孤 

岛_g]。防孤岛效应的关键是对电网断电的检测。 

为了保证电网和逆变器安全可靠运行，逆变器 

与电网的有效隔离及逆变器接地技术也十分重要 。 

电气隔离一般采用变压器。在三相输出光伏发电系 

统中，其接地方式可参照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的非 

接地(I—T)方式、单个保护接地(T—T)方式和变压器 

中性线直接接地。而用电设备 的外壳通过保护线 

(PE)与接地点金属性连接 (T_N)[1o 11]。 

1．2 光伏阵列对逆变器的要求 

由于日照强度和环境温度都会影响光伏阵列的 

功率输出，因此必须通过逆变器的调节使光伏阵列 

输出电压趋近于最大功率点输出电压，以保证光伏 

阵列在最大功率点运行而获得最大能源。常用的最 

大功率点跟踪(MPPT)方法有：定电压跟踪法、“上 

山”法、干扰观察法及增量电导法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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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户对逆变器的要求 

从光伏发电系统的用户来说，成本低、效率与可 

靠性高、使用寿命长是其对逆变器的要求。因此，对 

逆变器的要求通常是[1 H]：①具有合理的电路结构， 

严格筛选的元器件；具备输入直流极性反接、交流输 

出短路、过热过载等各种保护功能。②具有较宽的 

直流输入电压适应范围。由于光伏阵列的端电压随 

负载和 日照强度而变化 ，因此逆变器必须能在较宽 

的直流输入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且保证交流输出 

电压的稳定。③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如蓄电池等)的 

使用，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2 逆变器结构的发展 

为了能够设计出尽量满足上述各项要求的并网 

逆变器，大多数研究人员一直集中于逆变器拓扑结 

构和控制方法 2方面的研究。 

早期光伏并网系统的逆变器结构见图 1(a)。 

它采用单级无变压器、电压型全桥逆变结构。其特 

点是结构简单、造价低、鲁棒性强；但受限于当时开 

关器件水平，使系统的输出功率因数只有0．6～0．7， 

且输出电流谐波大 引。随着电子开关器件的发展 ， 

高频(频率> 16 kHz)双极晶体管，MOSFET或 

IGBT等逐渐取代了并网换相晶闸管。如图 1(b)所 

示，由于采用 PWM全桥逆变电路和高频开关电子 

器件，能够很好地控制 输 出谐波；但 16 kHz～ 

2O kHz开关频率使得开关损耗增大，效率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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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阵列 逆变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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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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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并网换相晶闸臂开关逆变器 

(b)自换相晶闸管开关逆变器 

图 1 单级 无变压器 结构 的光伏逆 变器 
Fig．1 Single-stage transformerless PV inverter 

图 1单级逆变系统直接将直流转换为交流，它 

的主要缺点是：①需要较高的直流输入，使得成本提 

高，可靠性降低；②对于最大功率点的跟踪没有独立 

的控制操作，使得系统整体输出功率降低；③结构不 

够灵活，无法扩展，不能满足光伏阵列直流输入的多 

变性。因此，在直流输入较低时，考虑采用交流变压 

器升压，以得到标准交流电压与频率，同时可使得输 

入输出之间电气隔离 。 

图 2为带工频变压器结构的光伏逆变系统[1 。 

其最大优点是逆变器在低压侧，因此逆变桥可以采 

用高频低压器件 MOSFET，节省了初期投资；而且 

逆变器的控制在低压侧实现，使得控制更易实现。 

此结构还适用于大电流光伏模块。 

光 光伏阵列 逆变器 变压器 ⋯  

图 2 带工频变压器结构的光伏逆变器 
Fig．2 PV inverter with line frequency transformer 

工频升压变压器体积大，效率低，价格也很昂 

贵，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和微 电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采用高频升压变换能实现更高功率密度逆变。如图 

3所示，升压变压器采用高频磁芯材料，工作频率均 

在 20 kHz以上。其体积小、重量轻，高频逆变后经 

过高频变压器变成高频交流电，又经高频整流滤波 

电路得到高压直流电(通常在 300 V以上)，再由工 

频逆变电路实现逆变 。 

光伏阵列 高频逆变器 高频变压器 高频整流器 工频逆变器 

图 3 多级带高频变压器结构的光伏逆变器 
Fig．3 M ulti-stage PV inverter with 

high frequency trans former 

多转换级带高频变压器的逆变结构相比带工频 

变压器的逆变结构，功率密度大大提高，逆变器空载 

损耗也相应降低，从而效率得到提高，但也导致了逆 

变器的电路结构复杂，可靠性降低。 

光伏逆变器由单级到多级的发展，使电能转换 

级数增加，能够便于满足最大功率点跟踪和直流电 

压输入范围的要求；但是单级逆变器结构紧凑，元器 

件少，损耗更低，逆变器转换效率更高，更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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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结合两者优点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直流输 

入电压，就能提高逆变器的转换效率。早期采用了 

集中式技术提高输入电压，如图 4(a)所示。将光伏 

模块串／并联连接，产生直流高电压和电流，以增加 

转换效率。该结构方式不够灵活，会产生许多电能 

质量问题 。现阶段 的光伏并 网逆变器大多采用 串级 

型，其结构如图 4(b)所示 。把 光伏模块 串联输入 ， 

同时尽量采用模块化设计 ，减少中间环节 ，导致如图 

4(c)所示结构 。该设计更灵活，适应性更强，可即插 

即用。图 4(d)所示为多串级逆变器结构，它融合 了 

串级的设计灵活、高能量输出与集中型低成本的优 

点 ，是今后光伏并 网逆变结构的一种发展趋势 。 

光伏阵列 

(a)集中型 

(b)串级型 

光伏阵列 

(c)模块集成型 

(d)多串级型 

图4 光伏并网逆变器结构 
Fig．4 Grid-connected PV inverter structure 

最近 ，一些新型的逆变器拓扑结构和连接概念 

被提出来，如主从连接概念、队连接概念等 ”]。其 

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个逆变器效率的提高，而是 

多个逆变器连接的效率即整个系统效率的提高。 

3 逆变器的控制策略 

光伏逆变器实现并网运行必须满足：其输出电 

压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同幅值，输出电流与电网电 

压同频同相(功率因数为 1)，而且其输出还应满足 

电网的电能质量要求。这些都依赖于逆变器的有效 

控制策略。光伏并网逆变器的控制一般分为2个环 

节 ：第 1个环节得到系统功率点，即光伏阵列工作 

点；第 2个 环节 完成光伏逆 变系统对 电网的跟踪。 

同时，为保证光伏逆变器安全有效地直接工作于并 

网状态 ，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保 护功能和防孤岛效 

应的检测与控制功能 。 

3．1 光伏阵列工作点跟踪控制 

光伏阵列工作点的控制主要有恒电压控制 

(CVT)和 MPPT这 2种方式 。 

CVT是通过将光伏阵列端电压稳定于某个值 

的方法，确定系统功率点。其优点是控制简单，系统 

稳定性好。但当温度变化较大时，CVT方式下的光 

伏阵列工作点将偏离最大功率点r1 。 

MPPT是当前较广泛采用的光伏阵列功率点 

控制策略 。它通过实时改变系统 的工作状态，跟踪 

阵列的最大工作点，从而实现系统的最大功率输 

出r1 。它是一 种 自主寻优方 式，动态性 能较好 ， 

但稳定性不如 CVT。其常用方法有“上山”法、干扰 

观察法、电导增量法等，具体实现见文献[-12]。 

现在对 MPPT的研究集中在简单、高稳定性的 

控制算法实现上，如最优梯 度法r1 、模 糊逻辑控 制 

法r2。。、神经元网络控制法一 等，也都取得了较显著 

的跟踪控制效果。 

3．2 逆变器跟踪电网控制 

对 电网的跟踪控 制是整个逆变 系统控制 的核 

心，直接关系到系统 的输 出 电能质 量和运行效率 。 

由于光伏并 网逆变器是基于 PWM 逆变实现的，所 

以其控制属于逆变器PWM 电流控制方式r1引。 

较早出现的 PWM 非线性控制方法有瞬时 比较 

方式和三角波 比较方式r1 引。 

图 5所示 的瞬时比较方式，电流误差 的补偿和 

PWM 信号 的产生 同时在 同一控 制单元完成 ，并且 

构成了闭环反馈，使得控制器实现简单，具有良好的 

动态响应和内在 的电流保护功能。但是它具有控制 

延时、开关频率不固定、无法产生零电压矢量等不 

足，因此输出电流波动、谐波畸变率都很大。为避免 

器件开关频率过高，可采用滞环宽度根据输出电流 

而 自动调节的滞环 比较器 ；或采用定 时控制 的瞬时 

值比较方式，但此方法的补偿电流误差不固定l2引。 

三角波比较方式 的原理如 图 6所示，放大器 A 

常采用比例或比例积分放大器。与瞬时值比较方式 

相比，该方法的优点是输出电压中所含谐波较少(含 

有与三角波相同频率的谐波)，器件的开关频率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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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三角波的频率)；但该方法硬件较为复杂，跟随 

误差较大 ，放大器的增益有限，电流响应比瞬时值 比 

较方式的慢 。 

光伏阵列 逆变器 ￡ 

图 5 滞环 电流 瞬时比较控 制框 图 
Fig．5 Block diagram of hysteresis 

current control strategy 

住 号 
图 6 三角波 比较方式原理 

Fig．6 Principle of triangle wave comparison manner 

目前更好的闭环电流控制方法是基于载波周期 

的一些控制方法，例如无差拍 PWM技术。它是将 

目标误差在下一个控制周期内消除，实现稳态无静 

差效果。此方法计算量较大，但其开关频率固定、动 

态响应快，适宜于光伏并阿的数字控制实现[1引。 

随着微处理器技术，尤其是数字信号处理器的 

发展，现代控制理论中许多先进算法也被应用到光 

伏逆变系统的控制中，如人工神经网络瞳 ]、自适 

应I2 、滑模变结构I2 、模糊控制[z 屯 等，它们在各 

自领域解决了某些控制问题，但同样具有各种相应 

的局限性。例如：人工神经网络控制的精度依赖于 

模型训练样本；自适应控制要求在线辨识对象模型， 

算法复杂、计算量大；滑模变结构控制存在系统抖振 

问题；模糊控制依赖于隶属函数的选取，控制精度有 

待提高等。 

三相并网系统中，较多地采用将交流变量转换 

为直流变量，将三相变换为两相的控制策略，并提出 

在d-q同步参 考坐标系下基 于空 间矢 量 PWM 

(SVPWM)的线性电流控制器[z ]。SVPwM 控制 

在解耦的d轴和q轴形成电流控制环，具有固定的 

开关频率，很好地输出谐波频谱，优化了开关控制方 

案和直流电压利用率。但它输出的电流质量一般， 

并且不具备内在的过电流保护能力。 

近几年，光伏并网系统的综合控制成为其研究 

发展的新趋势。文献[33-]研究了基于瞬时无功理论 

的无功与谐波电流补偿控制，使得光伏并网系统既 

可以向电网提供有功功率，又可实现电网无功和谐 

波电流补偿。这对逆变器跟踪电网控制的实时性、 

动态特性要求更高。研究适合于这类逆变器的控制 

方法对电网电能质量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3．3 逆变器对于孤 岛效应的检测及控制 

逆变器直接并网时，除了应具有基本的保护功 

能外，还应具备防孤岛效应的特殊功能。从用电安 

全与电能质量考虑，孤岛效应是不允许出现的；孤岛 

发生时必须快速 、准确地切 除并 网逆变器[3 ，由此 

引出了对于孤岛效应进行检测控制 的研究。 

孤岛效应的检测一般分成被动式与主动式。被 

动式检测是利用电网监测状态(如电压、频率、相位 

等)作为判断电网是否故障的依据[9]。如果电网中 

负载正好与逆变器输出匹配，被动法将无法检测到 

孤岛的发生 。主动检测法则是通过 电力逆变器定时 

产生干扰信号，以观察电网是否受到影响作为判断 

依据[9]，如脉冲电流注入法[3 、输出功率变化检测 

法[3 卵]、主动频率偏移法和滑模频率偏移法[3。 等。 

它们在实际并网逆变器中都有所应用，但也存在着 

各自的不足。当电压幅值和频率变化范围小于某一 

值时，频率偏移法无法检测到孤岛效应，即存在“检 

测盲区-[393。输出功率变化检测法虽不存在“检测 

盲区”，然而光伏并网系统受到光照强度等影响，其 

光伏输出功率随时在波动 ，对逆变器加入有 功功率 

扰动，将会降低光伏阵列和逆变系统的效率。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光伏并网的有功和无功综合控制方 

法经常被提 出来H ̈ J。 

随着光伏并网发电系统进一步的广泛应用，当 

多个逆变器同时并网时，不同逆变器输出的变化非 

常大，从而导致上述方法可能失效 。因此 ，研究多逆 

变器的并网通信、协同控制已成为其孤岛效应检测 

与控制的研究趋势 引。 

4 结语 

无论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从环境的角度来 

考虑，光伏发电技术的研究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 

且近年来已得到了飞速发展。本文从提高光伏发电 

系统效率的角度，针对其主要部件——逆变器的相 

关研究发展进行 了论述 。根据 电网、光伏 阵列和用 

户对于逆变器的不同要求，从并网逆变器的拓扑结 

构与控制方法 2方面对其研究现状、待解决的技术 

问题进行了分析。由目前来看，高集成度的模块化 

设计、减少中间转换环节、采用即插即用的形式是逆 

变器结构的发展方向；而研究适合于非线性、强耦 

合、多变量及分布式的综合控制策略是光伏发电系 

统中并网逆变器控制方法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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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Inverters for a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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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energy，zoology and environments being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a photovoltaic(PV)system supplying power 

directly to a power grid becomes more popular availabl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ructure desig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inverters for the grid—connected PV system．It start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mands requested by the power grid，the PV 

array and the users for the inverters．Then follows a review to see how these demands are achieved with all sorts of topologie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inverters and accordingly the working efficiency and control effect are compared． Also， the 

background，the fundamentals，the approaches and the main results of evolutionary grid—connected PV inverters are outlined．In 

the end，several open questions and the state-of-arts of the grid—connected PV inverter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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