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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系 统介绍 了 智能配电 网的概念 、 结构 组成 以及国 内 外智 能配电 网研究 与 发展现状 。 重点 探讨 了

智能配电 网要求下 的髙 级配 电 网 自 动化 、 智 能配 电网 的 自 愈功 能 、 高级 测量体系 以 及 分 布式 电源 接入后 对配

电 网的 影响 。 结合我国城市配 电网的现状 指出 在新形势下 开展 未来智 能 配电网 的研究对我国 经济社会发 展

意义尤为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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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亩 重点从发 电 、 输电 、 变电 、 配电 、 用 电 、 调 度 、 通信 信 息

近年来 世界 各 国 加快了 智 能 电 网技术的 发展
， 等 个方面研究电网智 能化 的关键技术 智 能 电

并有 力地促进 了 电 网 的 智 能 化 。 智 能电 网 已成 为 未 网包 括智 能输 电 网和 智 能 配 电 网 （

来电 网发展的新趋势
“

。 国家 电网 公司提 出 了加 快 两 方面的 内 容 。 国 内 外 已 有不 少 文献介

建设 以特高压电 网为骨干网架 ， 以 信息化 、 自 动化 、 互 绍智 能 电 网 的 基本概念和技术 ， 但是针对 的

动化为特征的 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坚强智能电 网 努 文献研究则比较少
⑷

。 智能 配电网技术更新快 ， 内 容

力 实现我国 电网从传统电 网 向髙效 、 经济 、 清 洁 、 互动 繁多 与传统 电网相比有 着极为重要 的区 别 。 就建设

的现代电网 的 升 级和跨越 积极促进清洁能 源发展 ， 中 国最坚强的智 能电 网这一

总体 目标 而言 ， 智能配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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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v i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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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 o s p e c t


网是不可缺少 的部分 。 从智能 电网发 展 的 要求来看 ， 电能质 量优化和评估系统 使中压 与低压配

提高 配电 自 动化 技术 对帮助 构建智 能配 电网 以 及配 电 网的 电 能质量优化 使电 能质量可以评估 。

电 自 动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 的意义 。 的技术要求

膂能配电 网 基本概念 自 愈 通 过快速预 测 、 快速检测 、 快速 响 应

智 能配 电 网 含义 （ 解决反应延迟问 题 ） ， 避 免出 现紧 急状态 降低大 面

是人们对未来配电网 的愿景 。 它不是一

项局 积停 电风险 。 要求具有 灵 活的 、 可重构 的 网络 拓扑 、

部的技术 也不是传统配 电 网的简单改进与 提髙 而是 新型保 护和控制仪表 。

将各种配电新技术进行有机的集成 、 融合 使系统的性 互动 配 电 网与 用户 、 设备 、 环境互通信息 。

能出 现革命性的变化 。 智能配电 网基于 配电网高级 自 优化 安全 优质 低耗 ， 清洁
， 多 目 标 自 趋优

‘

动化技术 借助应用和 融合先进的测量和传感技术 、 控 化 （ 电 网 自 动对 自 身进行综合调 控 使得 自 身 状态趋

制技术 、 计算 机和网络 技术 、 信息 与通 信等 技术 ， 利用 向 最优 ）
；
采 用 闭环控制 ， 以 提 高 设备和资产 （ 分布式

智能化的开关设备 、 配 电终端设 备 在坚 强电网架构和 发电 、 储能和需 求响 应 ） 利 用 率 ； 提高 供 电可靠 性 、 电

双向通信网络的物理支持 以及各 种集成髙级应用 功能 能质量 ， 降低网损 。

的可视化软件支持下 允许 可再生能 源和 分布式发 电 预测 提前把系统 从不 安 全状态调整回 安 全

单元的大量接入和微网运行 鼓励各 类不同 电 力 用户 状态 而不只是对紧急情况做出 反应 。

积极参与 电 网 互动 以 实现配电网 在 正常 运行状态下 鲁棒性 系 统的 抗扰动能 力 ， 满足弹性 负 荷

完善的监测 、 保 护 、 控制 、 优化和非正 常运行状态 下 的 需求 、 电动汽车充 电 、 突发故障 、 微电 网 接入和退 出 对

自 愈控制 ， 最终 为 电 力 用 户 提供安 全 、 可靠 、 优 质 、 经 系统的 冲击 。

济 、 环保的 电 力供应和 其他附加服务 。 借鉴传统配电 铸能 配电 网 的 国 内外发展状况

网结构 并按照 智能 电 网要求设计 智能配 电 网 智能 配 世 界上不 同 国家 针对本 国 的能源和 电 网 现状制

电 网主要 包 括核 心构 件 能量 与 通 信 系 统 （ 定了 不 同 的智能 电网发 展 目 标 ， 其重心大部分都在 配

电侧 。 年 美 国 电 科 院 （

以及用户管理系统 、分 布式电源管理系统 、 高级 电力 电 启动 的 智 能电 网 研究计划 ， 致力 于 开

子设备 、 高级传感器 、 电能质量优化与评估系统 。 发智能 电 网架构 ， 目 标是为 未 来的 电 网建立 一 个全

各组 成部 分的 作用 面 、 开放的技术体系 ， 支 持电 网 及其设 备 间 的 通信 与

——

能 量 与通 信 系 统集成 它 是开放 信息交换 。 年 ， 完成 了集成能源及通信系 统体系

式的 、 基于标准 的 架构 ， 集成了 数 据通信网 络和智 能 结构 （ 研究 卷 ） 年发布的 成果中 包含

设备
，
用于支持未来的 电 力交 换系 统 。 了 称为

“

分 布式 自 治实 时架构 （

”

的 自 动

用 户管理系统 积极地把电 力 用 户集成到 配 化系统 架 构 。 欧 洲 的 《 计划 》 在

电网 中 ， 使 用户参与 到 （ 削 峰的 ） 输电运行员 的辅助 服 年可再生能源增加 碳排 放量减少 ， 能 源效

务中 来 。 率提高 。 年 月 发 布的 《 欧 洲 未来 电 网发

分 布式 电源管理系 统 把分布式电 源接入配 展策略 》提 出 了欧 洲 智 能 电 网 的发展重 点和路 线图 。

电网 使分布式电源能够为配电 网提供辅助服务 。 优先关注 的 重点领域 包括 ： ①优 化 电 网 的 运行和 使

高 级 电 力 电 子 设 备 配 电 灵 活 输 电 （ 用
；
②优化 电网 基础设施 ③大规模间歇性 电源接入

；

和 ④信息和通信技术 ； ⑤主动 的配 电 网
；
⑥ 电 力 市场和

配电静止无功补偿装置的 计算 使 参与 到 网 能效 （ 通过虚拟 电厂 提高 能源利 用 效率 ） 。 其 中 有两

络重构中来 。 部分内 容重点 放在 了 配网侧 。 中 国提 出 建设国际领

髙级的传感器 自 动把分 布 式电 源接入配电 先 、 自主创 新 、 中 国 特色的
“

坚 强智能 电网
”

， 包含 电 力

网 ， 使参与者能够提供辅助服务 。 系统的 发电 、 输 电 、 变电 、 配电 、 用 电 、 调度和通信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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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个 环 节
， 具 有信 息 化 、 自 动化 、 数字 化 、 互 动化 的 提出 了高 级 的概念 。 该报告将 高级 定义 为配

智能技术特征 。 电 网 革命性的 管理与控制方法 ， 它实现接 有 分 布式 电

智 能 配 电 网 关 键技 术 源 的配电系统 的全面控 制与 自 动 化 ，
使系统的 性能 得

尚 级 技 术 到 优化 。 主 要功能如 图 所不 。 包括 高

高 级 结 构 级配 电运行 （ 和

在 智 能 配 电 网 中 ， 配 电 自 动化 （ 高 级 配 电 管 理 （

改 为 高 级 配 电 自 动 化 （ 两方 面 的 技术 内 容 。 是 配 电网 革命性 的

美 国 电 力 科 学研究院在 管理 与控 制 方 法 ， 是 电 能 进 行智 能 化 分 配 的 技术 核
“

智能 电 网 体系 （ 研究 报告中 心 ， 是智能配 电 网中 的 配 电 自 动化 。

功能

馈线 ‘ 动化
纟电能 电能 实

」

时
分布式‘源集成 与其他系统接 口—

质世管理 质 管理 计与控制 ——
—— ——

了
故障定位 锊能报表 电能质量分析 计划停电管理 拓扑分析 微网 度 自 动化

系统接口

故陣 隔离 数据采集处理 电压控制 故障停 电管理 細浦 虚拟 电厂
舗咖

故降恢 蓝 报表打 印 无功补偿 潮流计算 接 口

异常 分析 对时 广域测控 高级测

馈线 重构 权限管理
系纖

保护 协调 历史数据管理

图 主要 功 能

完 成 配 电 网 安 全 监 控 与 数 据 采 集 （ 辑 、 査询 与统 计管 理 。 系 统 从 系 统 中 获 取

配电 网 属性与 网络 拓 扑 数据 和线路 出 线断 路 器 运 行

、 馈线 自 动化 （ 、 电压无功 信 息 ， 通 过向 开 关传送操 作 命令 ， 配 合智 能 配 电终 端

控制 、 分布式发 电 （ 调度等 实现故 障定 位 、

实时应用功能 以 地理图 像 为背 景信 息 ，
实现配 隔离 和 供电恢 复 。 高 级配 电 运行 （ 系 统结 构 如

电设备空 间 与 属 性数据 以 及网 络拓扑数据 的 录入 、 编 图 所示 。 变 电站与 通 过光纤 以 太网 构成一 个分

变电站
—

变申 站
断路器 分段开关

跳 丨 丨

■
‘ —

丨 丨
丨

〈

图 高级配 电运行 系 统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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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式控制系 统 。 系 统分成配 电 网 广 域测 控体系 和 高级 应用

智 能配电终端 具 有 状态监 测 、 故障 检测 、 故 软件 （ 包括 的 应 用软件 ） 个层次 。 配 电 网 广域

障定位 、 故障诊断 、 交互信息 、 控制开关动作 的作用 。 测控体系 包括 通 信网络 与主站和 中 的数据采

它通过检测 线路是否 失压 、 过流以及暂稳态 电流和暂 集 、 管理 、通 信等部分 的技术内 容 其作 用类似 能 量管

稳态电压来判断 故障所在 继而 操作开关 隔 离故障 ， 理系统 、 配电 管 理系 统 （

恢复供电 。 模型如图 所示 。 中的 子系统 为主站 、子站与

中 的高级 应用软件提供配电网运行数据采集 、传输

自魏職 。 聊控縣与用户細

丨

秘 起 构成 信息交换与 集成的基础设施

控制 与调度技术 高 级 支持分布 式

高级配 电 ，纤以太
气 电源 （ 的

“

插 即
运行

肷
’

城 髓 ’ 賊心 雜稀「職扒幡

电网重构 纤以太
， 其他瓜丁

功控制 外 还包括以 下 项内 容 ：

“

‘

微刚 技术 高 级 采

用 面向 的 子站和分布式智能技术 控制 与 主

图 能￡电 终 模型 网 的连接与脱 离 ，
实时 调控 中 的 与 负 荷 ， 在

高 级 技 术 要 求 其与 主网脱离 后 ， 保证电压与频率的稳定 。

通信网络 长期以来 通信是制 约 常规 虚拟发 电 厂 （ 技术

技术发 展的瓶颈
， 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 ：

将配电 网 中 分散 安装 的 进行统
一 调度 ，

采用 点对点或点对多点 通信方 式 只能在 终 以达到 优化 的利 用 、 降低 电 网峰值负 荷 、 提高 供

端与主站或配电子站之间进行通信 配电终端之 间不 电可靠性的 目 的 。 高 级 主 站 支持对 的可视

能交换数据 ， 无法实 现一 些就地控制 功 能 （ 如就地快 化管 理 具备 在 线快速模 拟仿 真与 分析 功 能 ， 为调 度

速故障隔 离 ） 。
员决 策提供技术支持 。

采用配电子站转发 终端数据 终端 与主 站之 配 电 网 自 愈控 制 技术

间 不是 透明传输 配置与管理维护工作量大 。 智能配电网的 自 愈控制通过应用先进的数学和控

通道带宽 有 限 难 以 传输故障录波 、 电能质 制理论 建立起配 电 网在异常脆弱 区 、 故障 扰动 区 、 检

量扰动 记录等批量数据 。 修维护区 、正常运行区下的 自 动判别 算法 在稳定评价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和 通信设备成本 的降 低 ，
目 指标 、 电能质量评价指标 、 经济评价指标 、 兼容 评价指

前 已具备条件建设
一

个覆盖配电 网中 所有节点 （ 控制 标 、 用 户服务评价指标体系下 对配电网 运行状态进行

中心 、 变电站 、 分 段开关 、 用 户端 口 等 ） 的 广域 通信 实时评估和隐患预测 并执行相应区域的 控制方案 ， 以

网 。 它将克服常规 通信技术存在的 问题 ， 给配 电 实现配电 网优化运行和 自 愈控制 的 目 的 ， 达到 安全可

网保 护 、 监控与 自 动化技术带来革命性 的变 化 。 配电 靠 、 经济髙效 、 清 洁环保 、 灵活 互 动和友好开放的 供电

网广域 通信 网 的主干 网采 用光纤组 网 技术 ， 分 支 要求 配电 网 自 愈控制流程如图 所示 。

网可采用无线 （ 如 技术 ） 、 载波等 方式 。 要实现智能配电网 的 自 愈和 优化控制 ， 需 要满足

配电网 广域测控体 系 高级配 电 网运行 自 动 以下 几个条件 。

化 （ 系 统 由 配 具 备 各 种 智能 化 的 开关 设备 和智 能 化终 端

电 网调 度主站 （ 简 称主站 ） 、 通信网络 、 各种现场智 设备 配电网 中 的智 能开关设备具 有 高性能 、 高可靠

能电子 设备 （ 和局 域 性 、 硬件软件化特点和在线监测 、 功能 自 适 应 、 自 诊断

分析控制子站 （ 简称子站 ） 组成 。 从逻辑上 ， 可把髙 级 等功能 提供 网 络化 远程接 口
；
配电 终端 设 备应具有

丨 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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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酉己 电 网 丸 名示 述 ‘

：

表 、通信 网络
、 家庭局域网 、 计量数据 管理系 统 和

接口 等组成 。 它不 是单
一

的 技术实现
， 能够 利 用双向

通信 系 统和 记录 用 户详 细负荷信息的 智能 电表 ， 定时

并即 时获得 用 户 带 有 时标 的 多 种计 量值 ， 如 用 电 量 、

用 电需求 和电压 、 电 流等信 息 ， 同时 向 用 户 端发 布 命

令和信息 ， 与 用 户建立紧 密联系 。

□

异常
，

弱区 故障扰动 区 检修
，

护 区

预防校
：

正控制 紧急 复控制 一 恢 电
、

双舰”

〉

■
优化

，
制

数
“

糞 ：

震么 类 ： 集 现
、

图 配 电 网 自 愈控 制流 程 图 琦 ：

丨為 墼
—■

； ：

兀 元

故障 自 动检测与 识 别 功能 ， 提 供可 靠 的 不 间 断 电 源
， 丨

满 足户 外工作环境和 电磁 兼容性要求 ， 支持多种通信

方式和通信 协议 具有远程 维护 、 诊断 和 自 诊断 功能 。

配电 网 系统 中 拥 有 多 电源
，
具有 灵活 可 靠 的

拓扑 结 构 智 能配电 网要 实 现 手拉手 供 电
， 网 络 当 是一个使用智 能电表 通过 多 种通信 介 质 ， 按

中 要兼 容 分布式发 电 、 可再 生 自 源 和 储能 装 置
， 并 能 需或 以设定 的方式测量 、 收 集并分 析 用 户 用 电数 据 的

灵活调 度 ；
同 时 ， 网架结构要 灵活 、 坚强 、 可 靠 ， 既能 实 系统 。 使 用 户 由 被动 的 电 力 消 费 者变 为 配 电 网

现正常运行下 的拓 扑 结构优 化 又能实现故障控制 中 运行控制 的 积极参与 者 ， 根 据 电价变化 来选择 用 电时

的拓 扑结构快速重 构 。 间 。 用户 可以 利 用其 分 布式发 电 与 储 能 装 参 与 削

可靠的 通信 网络 智 能配 电网 运行优化和 自 峰填谷 。

愈控制功 能 是通 过在 控 制 或配调 中 心后 台 在 线 、 实 是传 统 技 术的新发 展
，
属 于 用 户 自 动

时 、 连续分析和 远方遥控 实现 的 ， 要求 配电 通 信 网络 化的 内 容 ； 同时 是 智能 电 网 的基 础 设施 ， 国 外许

必须可靠 ，
要考虑主通信 网络瘫痪情 况下 的 备用 通信 多供 电 企业把 实施 作为建 设智能 电 网的 第一步 。

网 络或备 用控制 方 案 ；
同时

， 还要求通信速度快 、 信 息 的 使用可 以 提升 分 布 式能 源接 入 的 可 实 施性以

处理能力 强 。 配 电 网 自 愈和 优化 控制 可最 后通过 软 及用户 参与 电 网运行和管理的 积极性 可 增 进公 用 事

件模块嵌入配电 自 动化监控 系 统来实现 。 届时 将 会 业与 用 户的 关系 提 高用 户满 意度 降低服 务成 本 ；
物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配电 网 的整 体 自 动化水平 、 优化 能 联网 技术 的快 速发展 ， 并结 合智 能 电 网 的 使 得

力和 自 愈控制 能 力 ， 为 配电 网 的 智能化 增加 有 力 的 砝 智 能家 居成 为可 能 。 和 配 电管 理 系统是 实现 智

码 产生很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价 值 。 能 电 网 蓝图 的 重 要一

步 。 将 两 者有 机地 结 合起来 ，

技术 可 以 提高 电 网 运行效率和 实现资 源 的 优化配置 。 从

高 级量 测 体 系 （
目 前研 究情 况 来 看 ， 建设 还 需 解 决 以 下 若 干

是一

套 完整 的 系 统 ， 如 图 所示 ， 由 智 能 电 能 问题 ：

机 电一体化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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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件兼容 不同 厂 商的 数据 采集 、
监视 、 控

——提高电 网 的 防灾害水平 灾 害期 间 ，
可

制装 置等之间 的 无缝连接 ；
维 持部分重 要负 荷的供电 减少灾害损失 。

——通信 主要指各组 件之 间 的 通 信 、 通信 方式
——启 停方便 调峰性能好 ， 有利 于 平 衡负 荷 。

和通 信协议 等 ；

——投资小 、 见 效快 发展 可 以 减 少 、 延缓

——网 络安全 包括数据 的 保 密 性 、 完 整 性 、 可 对 大型 常 规发 电 厂与 输 配电 系 统 的 投 资 ，
降 低投资

用性和不可 否认性等方面 。 风险 。

分 布 式 发 电 与 微 电 网
——可 以 满足特殊 场合的 用 电 需 求 如 用 于大

分布式 电源 （ 概念 上包 括分布 式储 能 装置 电 网不 易 到 达的 偏远地区 的供 电
；
在重 要集会 或庆典

和分布式发 电 装置 。 上 处于 热备用状态可作 为移动应急发电 。

分布式发 电 （ 是指直接 布置 在 配 电 网或 分布
——减少传输损耗 就近向 用 电设 备 供电 ，

在负 荷附近的发 电设 施 经济 、 高 效 、 可靠地发 电
…

、 避免输 电网长 距离送 电 的 电能传输损耗 。 与 此同 时 ，

一般认 为分 布 式发 电机组定 义在 以 下 。 从并 分布式 电源 的接 入也对 配 电 网 的 建 设带 来众 多 的 问

网发 电 角度 ， 和 不做严格区分 。 分布式发 电 题 ： 技术问题包括电压调 整 、 保护 装置的 误动 作 、 对短

是提高能源 利 用 效 率 、 发 展 可再 生 能 源 的必 然 选 择 。 路 电流水平 的影响 以 及对配 电 网 供电质 量的影 响 ； 管

分 布式发 电技术 包 括热 电冷联产 （ 含热 电厂 、 微 型燃 理问题包括增加配电 网 运行与 调 度的复 杂性 并且给

气轮机等 ） 、
小水 电

、
风力 发 电 、 太阳 能发 电 、 生物 质发 配 电 网 的检修 与 维护 带来 了 影 响

，
不仅如 此

，
对 配电

电等方面 。 典型 的微网结构 如图 所示 。 网规划建设与经营也带来了重大 的影响 。

■
结束 语

市 电 网 中 包 含 送 电 网 和 、 、

：：

机
髙 压 配电 网 ，

中 压 配 电 网 以 及 低压

配电网 ， 庞大而复 杂 ； 且用 户 停电 主 要是

… 由城市 电网故障 引起的 ’ 网损的 大滅

部分嶋上 。 額 电力龍 长期 存在
“

重

发 、 轻供 、 不管用
”

的问 题 ， 常 常有 电
“

送 不进 、 落不 下 、

用不上 、 损耗大
”

。 有 资料显示 我国 目 前 设备检修 停

水处押 电 占 总 停 的 这 说明 网络拓扑 不够强
，

丨

一
…

：

一 通信控制网络 或设备检修工作实 施得不够科学
， 需要 加 强电 网 的规

！

划 、 建设和管 理 工作 。 是 客 观发 展 的 必然结 果
，

制 储 ： ￥▲保护
一

不是可选择或 不 可选择 的 。 我 国 城市 电 网 正 在快速

°
发展 中 ，

开展未来配电网 的研究 对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

图 微 网 结构
尤 其具 有 大意义 。

分布式 发 电 装 置 并 网后 会给配 电 网 带来一 系 列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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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性能 改善轮边驱动 系统簧下 质最过大 而导致的接 参 考 文 献

地性能问题 。 机械设 计手册编委会 机械设 计手册 ： 齿轮 传动 （ 单行

结 束语 本 北京 ： 机械工业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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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研究一种集轮毂电机 、 制动器
、 定轴减速装置 为

一

丨汉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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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

■

社 甘 李阳 ， 梁绪 基于 的 双 级齿 轮 减速 器 优化 设计
体的髙效 、 紧凑 、 可靠的 轮边驱动系 统 其 中的 轮毂 电

装备制造技术
：

机作为动 力吸振器的质量单元 。 采用动力吸振器不仅
宁国 宝 轮边驱动 系统 垂向 振 动 负 效 应 的 抑制研 究方

从根本上减小 了 非簧 载质量
’
而且还利用 了 这部分

上海 ： 同济 大学汽车学 院

离的质 进行了 动 态减振 进
一

步 提高 了 汽车的垂 向
余志生 汽车理论 北京 ： 机械工业出 版社

性能 特别是车轮的接地性能有 了很大 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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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守相 分布 式发 电 供能 系 统若 干 问题 研究

电 力系 统保 护与 控制 ： 电 力 系统 自 动化 ：

肖 世杰 构建中 国 智能 电 网 技术 思考 电 力 系 统 自 郭 志 忠 电 网 自 愈控 制 方 案 电 力 系 统 自 动 化 ，

动化 ：
：

丁 民 丞 王靖 朱治中 方兴未艾 的 智能电 网 陈 星莺
，
顾欣欣 余 昆 等 城市 电 网 自 愈控 制体系 结构

电 力 系统 自 动化 ：

张 文亮 ， 刘 壮志
，

王 明俊 等 智能 电 网的研究进展 及发

余貽 鑫 面 向 世纪 的 智 能配 电 网 南 方 电 网 技 展趋势 电 网技术

术 〉 ： 马其 燕 智 能配 电 网 运行 方式 优 化 和 自 愈 控 制 研究

徐 丙垠 ， 李天 友 ，
薛 永 瑞 智能 配 电 网 与 配 电 自 动化 保定 ： 华北电 力 大学

电 力 系 统 自 动化

全球窨能控制 与 自 动化大会将于 年 月 在沈阳 召 开

预定于 年 月 日 至 日 在沈 阳 召 开 的 动化系 统 个方向面 向全球广泛征集稿件 并邀请智

全球智 能控制 与 自 动 化大会 （ 是在中 国 召开 能控制 与 自 动化领域 国 际著名教授作 大会 主报告和

的 每两 年
一

次 的 重要 国际会议 。 经会议录 用 的 论文 分会报告 。 会议将评选出大会最佳理论论文奖 、 最佳

将 由 出版 检 索 。 该会议 由 中 国 两院院士 宋 应用论文奖 、 最佳学生论文奖以 及生物医 学与生物 系

健 、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何毓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统 、 工业 自 动化和供应链等相关领域最佳论文奖 。 会

谈 自 忠共同 发起 ， 旨 在为全球从事智 能控制和 自 动 化 议 也 联 系 了

的专 家 、 学者 和工 程技术人员 提供一

个 交流 的平 台 。 和《 自 动化学报 》 等 十余家 国 际国 内 权威

自 年 月 第 届会议在北京召 开 以来 ， 已 先后 期 刊 对会议 录用论文进一步发 表 。 本次会议将为全

在合肥 、 西安 、 上海 、 大连和重庆等地举办 了 届
，
成 球学术界与工业 界 在智 能 控制 与 自 动 化的 融合方面

为该学术领域在 中 国举行的最高 规格的 国际会议 。 做出 卓有 成效 的 贡 献 。 大会的 召 开将对我国 在该领

会议将 针对控 制理 论 与 工 程 、 工程 域的 发展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 并且提升 我国在该领

优化 、 系统感知 建模与 分 析 、 大 数据 自 动 化 和 智 能 自 域的国 际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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