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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电力气象服务需求出发，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河北省南电网逐日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与对应时

间的气象资料，探讨晴热天气和闷热天气对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的影响特征。分析发现持续３ｄ以上的闷热天

气相对晴热天气使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增长更显著；日最高气温３２℃是引起河北省南电网日峰负荷增长的初

始气温敏感点，３５℃为强气温敏感点，３８℃为极强气温敏感点，日最低气温２５℃为引起日谷负荷增加的敏感气温临

界点；建立了引入积温热累积效应的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多元回归气象预测模型，经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应用检验，日峰

负荷、日谷负荷预测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４．８％和３．５％，提高了预测准确率，对电力调度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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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需求呈逐年快速增

长趋势，尤其是夏季电网承受着高负荷压力。用电

需求的快速增长，不仅与经济发展、工农业用电的快

速增长有关，还与气象条件等因素紧密相关。

有关电力负荷受气象条件影响的问题，国内外

学者已进行广泛研究，并建立了基于气象因子的电

力负荷预测模型［１４］。张小玲等［５］研究了北京地区

用电量与气象因子间的关系。郑贤等［６］分析广西桂

林电网日负荷与气象因素的关系，并建立了统计预

测模型。陈正洪等［７］通过华中电网用电量与气温间

的关系研究表明：日用电量与日平均气温在夏半年

（５—９月）８５％的月份呈显著正相关。付桂琴等
［８］

以２００９年罕见高温过程为例，分析了高温天气对河

北南电网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在所有气象因子

中，气温对电力负荷的影响最为突出。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美国学者研究表明：夏季高温日用于降温的电

量占全部电量的１７％
［９］。国内学者段海来等［１０］通

过广东广州城市电力消费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分析表

明：５—１０月广州平均气温每升高１℃，居民生活用

电量将增加１．２５％。张海东等
［１１］分析气温变化对

江苏南京城市电力负荷的影响表明，南京夏季（７—９

月）的气温变化对电力负荷的影响较全年更为明显。

李雪铭等［１２］以辽宁大连为例研究表明，夏季气温变

化直接影响居民用电量。张自银等［１３］总结出北京

日最高气温高于２６℃时，日最大电力负荷的１℃效

应量为３９．７×１０４ｋＷ。贺芳芳等
［１４］研究了上海地

区夏季气温变化对电力负荷的影响关系，得出日最

高气温不低于３３℃是日最大电力负荷增加的敏感

气温起始值。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尽管在气温与电力负荷的

影响关系方面研究较多，但多数是研究气象条件对

日峰负荷（日最大电力负荷）的影响，而对日谷负荷

（日最小电力负荷）方面的研究不多见。准确预报日

峰负荷，对电力公司及时调整电力调度、确保国民经

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用电安全固然重要。但电不能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收到，２０１５０２０９收到再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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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过多发电会造成大量能源浪费及环境污染。

因此，研究气象条件对日谷负荷影响及进行预测，对

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有重要意义。另外，据统

计，不仅高温天气条件下用电量会急剧上升，高温过

后仍然有一个电力负荷的上升过程，这是高温对电

力负荷影响的热累积效应。由此，本文在原有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电

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与气象条件关系，并考虑持续

晴热天气和闷热天气所产生的积温热累积效应，建

立河北省南电网日峰负荷、日谷负荷的气象预测模

型，为电力部门合理调度提供参考。

１　资　料

河北省南电网所辖区域为河北省中南部，包括

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６个地市，这

些地区气候条件相似，但用电量差异显著。据电力

调度部门统计，省会城市石家庄用电量最多，占南电

网总用电量的３０％左右，衡水用电量最少，仅占７％

左右，其余地市所占比例为１２％～１９％。

为合理计算南电网区域气象条件对电力负荷的

影响，选取上述６个地市的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

温、日最低气温、日平均相对湿度、日降水量等［１５］气

象要素，分别乘当地用电量所占比例，取各要素之和

代表南电网区域的气象条件。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河北省南电网电力日峰

负荷、日谷负荷数据由河北省电力公司提供，日峰负

荷样本量为１２００，由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９月３０

日日谷负荷缺资料，日谷负荷样本量为１１４５。相应

时间的气象资料由河北省气候中心提供。

２　高低温与电力峰谷负荷变化特征及影响

２．１　高低温与峰谷负荷变化特征

图１是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南电网区域逐日

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与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年平

均时间序列。由图１可以看出，无论是日最高气温

还是日最低气温，其年平均值只是逐年波动，１０年

来相对平稳，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而电力日峰负

荷、日谷负荷的年平均值具有明显的逐年线性增长

趋势；受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电力负荷呈逐

年显著增长的变化趋势。气象条件只是引起负荷的

波动变化。为客观分析气象条件对电力负荷的影

响，采用

犈＝ （犈ｔ＋犈ｑ）＋犃， （１）

描述电力负荷值［１６］。式（１）中，犈ｔ为基础电力负荷，

从全年电力负荷中剔除受气象条件等影响的负荷，

基础电力负荷随国民经济增长呈递增趋势；犈ｑ为受

气象条件影响的季节性波动负荷；犃 为不确定因素

引起的负荷变化，由于犃影响较小，在此忽略不记。

其中，基础负荷为

犈ｔ＝犪＋犫×狋。 （２）

式（２）中，犪为常数项，犫为线性倾向值，狋为时间

序列。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及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年平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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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为去除基础电力负荷后，由气象条件引起

的日峰负荷、日谷负荷月变化与日最高气温、日最低

气温月平均变化曲线。由图２可以看出，１０年来，

５—９月平均日最高气温，还是日最低气温，其月变

化基本以７月为中心轴，左右对称的二次函数形式。

５—６月气温呈上升趋势，７月气温达到相对高点，

８—９月又以相同的速度逐月下降，形成与５—６月

的对称分布。与此同时，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的

月平均变化与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月变化趋势

相似，也呈二次函数形式。即气温升高，用电负荷增

加；气温下降，用电负荷减少。这种变化趋势很好地

体现出夏季空调降温负荷特征。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及

日峰负荷、日谷负荷月平均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ａｉｌｙ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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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晴热天气和闷热天气对峰谷负荷影响

高温天气会造成电力负荷大幅度增加［１７１８］。事

实证明湿度小、气温高的晴热天气和湿度大、气温较

高的闷热天气均会使空调负荷明显增加。因此，本

文分别对晴热天气和闷热天气情况下的峰谷负荷变

化进行分析。

闷热天气是指人体感到潮热和气闷的高温、高

湿天气，通常用闷热指数表示。闷热指数［１９２０］

犐＝ （１．８犜＋３２）－０．５５×（１－犳）×

（１．８犜－２６）， （３）

式（３）中，犜为日平均气温（单位：℃），犳为日平均相

对湿度（单位：％），当犐≥８０时，大多数人体感到闷

热，定义为闷热天气。持续３ｄ及以上犐≥８０即为１

次闷热天气过程。

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３５℃，且犐＜

８０。持续３ｄ及以上满足上述条件即为１次晴热天

气过程。

经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河北省南电网区域共出

现３５℃以上高温天气１３７ｄ，晴热天气过程１１次，

闷热天气过程１０次。各年晴热天气过程出现时间

及过程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变化情况见表１。各年

闷热天气过程出现时间及过程日峰负荷、日谷负荷

变化情况见表２。

　　由表１和表２可知，晴热天气过程主要出现在

６月，而闷热天气主要出现在７月、８月。晴热天气

过程日最高气温平均为３８．０℃，日最低气温平均为

２２．０℃，温差大，对应的峰谷负荷差也大，平均为

４５．３×１０５ｋＷ。闷热天气过程日最高气温平均为

３６．２℃，日最低气温平均为２５．２℃，温差小，对应的

峰谷负荷差也小，平均为３２．７×１０５ｋＷ。闷热天气

引起的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增量均比晴热天气大，尤

其是日谷负荷增量比晴热天气更明显。这主要是夜

间气温高，天气闷热，空调负荷开启量大，且开启时

间长所致。闷热天气过程，即使日最高气温低于

３５℃，也会造成负荷的明显增长。如２００９年７月

２０—２２日闷热天气过程最高气温仅３３．９℃，期间日

峰负荷增长达１８４．６×１０５ｋＷ，日谷负荷增长为

１４２．２×１０５ｋ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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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晴热天气过程与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变化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犱犪犻犾狔狆犲犪犽犾狅犪犱犪狀犱犱犪犻犾狔狏犪犾犾犲狔犾狅犪犱狅犳狆狅狑犲狉犻狀狊狌狀狀狔犺狅狋狑犲犪狋犺犲狉

犳狉狅犿犕犪狔狋狅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时段 日峰负荷增量／（１０５ｋＷ） 日谷负荷增量／（１０５ｋＷ） 过程最高气温／℃ 过程最低气温／℃

２００１０７１１—１３ １０２．８ ２９．９ ３７．１ ２３．５

２００２０５３０—０６０１ ６２．２ １９．４ ３７．０ ２０．１

２００２０６０３—０７ ６２．０ １４．１ ３８．１ ２２．０

２００３０６１７—２０ ７５．０ ２４．８ ３６．８ １９．６

２００４０６０９—１１ ５３．１ ４１．４ ３７．５ １９．７

２００５０６１１—１７ ４２．１ ５９．９ ３７．３ ２１．８

２００５０６１９—２１ １０７．１ ８５．７ ４０．３ ２４．１

２００５０７０４—０９ １１０．７ ７．３ ３７．６ ２４．１

２００７０６０６—１０ ９１．９ ３１．０ ３７．８ ２２．０

２００９０６２３—０７０４ １２３．６ ５８．３ ４０．４ ２１．９

２０１００６２７—２９ ６７．５ ２７．５ ３８．１ ２３．１

平均 ８１．６ ３６．３ ３８．０ ２２．０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闷热天气过程与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变化

犜犪犫犾犲２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犱犪犻犾狔狆犲犪犽犾狅犪犱犪狀犱犱犪犻犾狔狏犪犾犾犲狔犾狅犪犱狅犳狆狅狑犲狉犻狀犿狌犵犵狔

狑犲犪狋犺犲狉犳狉狅犿犕犪狔狋狅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时段 日峰负荷增量／（１０５ｋＷ） 日谷负荷增量／（１０５ｋＷ） 过程最高气温／℃ 过程最低气温／℃

２００２０７１０—１５ ８０．２ ６１．２ ４１．６ ２５．７

２００２０７３０—０８０４ ８１．１ ３８．６ ３６．２ ２４．８

２００５０７１９—２１ ６５．３ ５３．９ ３５．９ ２５．４

２００５０８１１—１５ １２０．７ ６６．５ ３５．１ ２５．８

２００６０７１２—１４ ４４．９ ４４．１ ３４．１ ２４．４

２００６０８０８—１３ ２６．５ ３９．４ ３４．８ ２５．０

２００８０８０７—０９ ３５．７ ６．７ ３３．８ ２４．８

２００９０７２０—２２ １８４．６ １４２．２ ３３．９ ２６．０

２０１００７０３—０５ １７９．１ １０１．１ ３９．５ ２５．０

２０１００７２２—３１ １２３．６ ３７．３ ２５．４

平均 ９４．２ ６１．５ ３６．２ ２５．２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晴热天气过程，还是闷热

天气过程均会造成电力负荷的显著增长。其中，闷

热天气过程相对晴热天气过程日峰负荷、日谷负荷

增长更明显，即使气温未达到３５℃，由于湿度大，前

期高温热累积滞后效应也会造成负荷的明显增长。

３　积温热累积效应计算方法

３．１　积温临界值的确定

积温热累积效应是指在持续高温过程中，电力

负荷会随着持续时间的增加而增长，即在同等气温

条件下，电力负荷也会出现较大程度的增加。为了

确定夏季积温热累积的气温临界点，引入电力负荷

气象变化量

犲ｑ＝
犈ｑ
犈ｔ
×１００％， （４）

表示夏季日峰负荷、日谷负荷随气象因子的变化程

度［１４］。式（４）中，犈ｑ 为气象负荷，犈ｔ为基础电力负

荷项。由于日峰负荷对日最高气温变化敏感，日谷

负荷对日最低气温变化比较敏感，因此，分别用日最

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变化跟踪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变

化。表３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日最高气温

犜ｍａｘ≥２７℃时，日峰负荷气象变化量平均值（犓）及

日最高气温升高１℃时犓 增加值（犕）。由表３可以

看出，虽然日峰负荷气象变化量随日最高气温的升

高而增加，但在日最高气温低于３０℃时，犓 为负

值，说明此时基本上没有空调负荷的影响。当日最高

气温大于３０℃时，空调负荷开始显现，且随着气温升

高，空调负荷快速增加。当日最高气温为３０～３１℃，

３２～３３℃时，犕 较大，分别为９．８％和１４．９％。但日

最高气温为３０～３１℃时，犓 仅为０．５％，说明此时空

调负荷所占比例很小。当日最高气温为３２～３３℃

时，犓 迅速增大至１８．２％，说明此时空调负荷所占

比已经很大，由气温升高１℃引起气象日峰负荷的

增长达到１４．９％，需引起重视。当日最高气温为３５

～３６℃，达高温天气时，犓 达到２７．６％，此时 犕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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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空调负荷再次明显增加，电力部门需高度重

视。当日最高气温为３８～３９℃时，犓 达到４３．９％，

此时犕 为９．４％，说明气温再升高１℃空调负荷将

占气象负荷的５０％以上，此时，可能由于制冷设备

长时间大量运转出现一些开关跳闸、被烧等电力事

故，电力部门需警惕重视。气温在３９℃以上时，犕

增量有限，说明制冷设备基本全部开启，达到饱和运

转。因此，将３２℃定义为引起日峰负荷增加的初始

气温敏感值，３５℃为强气温敏感值，３９℃为极强气温

敏感值。

表３　日最高气温升高１℃对应的日峰负荷

气象变化量（犓）及增加值（犕）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犮狉犲犿犲狀狋狅犳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犳

犱犪犻犾狔狆犲犪犽狆狅狑犲狉狑犻狋犺１℃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狅犳犱犪犻犾狔

犿犪狓犻犿狌犿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犜ｍａｘ／℃ 犓／％ 犕／％

［２７，２８） －１８．８

［２８，２９） －１０．４ ８．４

［２９，３０） －９．３ １．１

［３０，３１） ０．５ ９．８

［３１，３２） ３．３ ２．８

［３２，３３） １８．２ １４．９

［３３，３４） １９．６ １．４

［３４，３５） ２１．６ ２．０

［３５，３６） ２７．６ ６．０

［３６，３７） ３０．９ ３．３

［３７，３８） ３４．５ ３．６

［３８，３９） ４３．９ ９．４

［３９，４５） ４８．２ ４．３

　　　注：历史记录中南电网区域夏季极端最高气温为４４．４℃。

　　表４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日最低气温

犜ｍｉｎ≥２０℃时，日谷负荷气象变化量的平均值（犓）及

日最低气温升高１℃时犓 增加值（犕）。当日最低气

表４　日最低气温升高１℃对应的日谷负荷

气象变化量及增加值

犜犪犫犾犲４　犐狀犮狉犲犿犲狀狋狅犳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犳

犱犪犻犾狔狏犪犾犾犲狔犾狅犪犱狅犳狆狅狑犲狉狑犻狋犺１℃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犱犪犻犾狔犿犻狀犻犿狌犿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犜ｍｉｎ／℃ 犓／％ 犕／％

［２０，２１） －７．０

［２１，２２） －４．３ ２．７

［２２，２３） ５．０ ９．３

［２３，２４） ０．１ －４．９

［２４，２５） ２．７ ２．６

［２５，２６） １７．３ １４．６

［２６，２７） ２０．９ ３．６

［２７，３０） ２０．５ －０．４

　　　注：历史记录中南电网区域夏季日最低气温最大值

　　　为３０．０℃。

温低于２２℃时，夜间没有空调负荷的影响，当日最

低气温为２２～２３℃时，空调负荷开始显现，当日最

低气温为２５～２６℃时，犕 最大，对应犓 为１７．３％，

此时，由最低气温升高导致的日谷负荷增量显著，需

引起电力部门重视，因此，将２５℃定义为引起日谷

负荷增加变化的敏感气温临界值。

３．２　积温热累积效应计算方法

众所周知，积温热累积效应对电力负荷的影响，

不仅与超过临界值的日数有关，还与超过临界值的

大小有关。因此，定义积温热累积效应

犅＝狀（犜ｍ－犜０）。 （５）

式（５）中，狀为超过最高气温临界值或最低气温临界

值的累计日数，犜ｍ 为当日最高气温或最低气温，犜０

为对应的最高气温临界值或最低气温临界值。狀为

超过某一临界值日起，从１开始逐日加１，当气温未

达到临界值时，狀为０，依次循环。

４　建立引入积温热累积效应的多元回归预

测模型

４．１　电力日峰谷负荷预测模型

对所选的气象要素包括日平均气温（犜）、日最

高气温（犜ｍａｘ）、日最低气温（犜ｍｉｎ）、高温积温效应

（犅ｍａｘ）、低温积温效应（犅ｍｉｎ）、日平均相对湿度（犳）、

日降水量（犚），与对应的电力日峰气象负荷（犉ｍａｘ）、

日谷气象负荷（犉ｍｉｎ）进行相关分析。各气象要素与

电力日峰气象负荷、日谷气象负荷相关性计算结果

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逐日电力气象负荷

与气象要素的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狅狑犲狉犾狅犪犱犪狀犱

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犳狉狅犿犕犪狔狋狅

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气象要素 犉ｍａｘ 犉ｍｉｎ

犜 ０．５５１ ０．５６１

犜ｍａｘ ０．５４２ ０．５３５

犜ｍｉｎ ０．４２６ ０．４３１

犅ｍａｘ ０．４３０

犅ｍｉｎ ０．３５３

犳 －０．３６１ －０．３３８

犚 －０．２２８ －０．１８３

　　由表５可以看出，夏季日峰负荷、日谷负荷与日

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平均气温、积温热累积效

应均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多为０．４２６～０．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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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与日平均相对湿度、日降水

量均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３６１～－０．１８３，均达

到０．００５显著性水平，选取上述各气象要素与日峰

负荷、日谷负荷分别建立多元回归预测模型。

５—９月电力日峰气象负荷预测模型为

犉ｍａｘ＝２８．７犜－９．２犜ｍａｘ＋５．９犜ｍｉｎ＋

３．６犅ｍａｘ－２．８犳－０．８１犚－３８９．９， （６）

复相关系数为０．７９４，达到０．００５显著性水平。

５—９月电力日谷负荷气象预测模型为

犉ｍｉｎ＝－１５．１犜＋８．１犜ｍａｘ＋２１．５犜ｍｉｎ＋

１３．２犅ｍａｘ－１．４犳－２．３犚－２０５．６， （７）

复相关系数为０．７６９，达到０．００５显著性水平。

４．２　预测模型检验

依据日峰气象负荷、日谷气象负荷预测模型，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５—９月电力负荷进行预测应用检

验，气象负荷与电力负荷趋势项相加即得逐年日峰

负荷、日谷实际负荷预测值。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５—９

月日峰负荷、日谷负荷预测值与对应电力日峰负荷、

日谷负荷实况见图３。由图３可以看出，电力日峰

负荷和日谷负荷预测均能较好地反映电力峰、谷负

荷的实际变化，该模型对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具

有较好的预测能力。日峰负荷的实际波动比日谷负

荷大，也反映出白天日峰负荷不仅受气象因素影响，

还受工业生产用电、农业灌溉用电、人类活动等不确

定用电因素影响，对电力负荷的影响比夜间更复杂。

如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２４日电力日峰负荷的显著增长

波动，正是河北省收获小麦后种玉米的农业灌溉用

电高峰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６—１９日又出现晴热天气

过程，因此，受阶段性农业灌溉用电和空调用电的共

同影响，出现了电力负荷的显著增长。夜间用电一

般都比较稳定，因此，日谷负荷的波动较小，峰值误

差也相对较小。

在此基础上，计算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５—９月逐日

峰负荷、日谷负荷预测的相对误差绝对值，对其预测

效果进行数据分析检验［２１２２］。该检验方法也是河北

省南电网电力负荷预测日常业务检验方法，日峰负

荷预测相对误差绝对值平均为４．８％，日谷负荷预

测相对误差绝对值平均为３．５％，均达到电力部门

内部业务考核目标的预测误差要求。可见，引入积

温效应的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预测更接近电力

负荷实际情况，且能满足日常业务需求。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５—９月日峰负荷、日谷负荷预测值与实况对比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ｃｕｒ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ｄｒｅ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

ｄａｉｌｙｐｅａｋｌｏａｄａｎｄｄａｉｌｙｖａｌｌｅｙｌｏａｄｆｒｏｍＭａｙ

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４．３　业务化应用

在实际业务应用中，模型中的日最高气温、日最

低气温采用站点气象要素预报，积温效应由已发生

的实况和未来的气温预报进行确定；站点相对湿度、

降水量采用 Ｔ６３９模式预报订正到站点的定量预

报。依据日峰负荷、日谷负荷预测模型，进行电力日

峰负荷、日谷负荷预测。该预测模型已嵌入河北省

南电网预报服务系统中，每日下午对电力部门发布

未来２４ｈ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预测服务，可实

时为电力调度部门提供气象预测数据。以日峰负荷

为例，２０１４年５—７月电力日峰负荷２４ｈ预测准确

率达９３．７％。为电力部门合理调度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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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小　结

分析河北省南电网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９月电力

日峰负荷、日谷负荷及其与气象条件关系，得出以下

初步结论：

１）河北省南电网夏半年日峰负荷、日谷负荷随

月份呈二次函数周期变化和逐年明显增长的趋势变

化。电力日峰负荷、日谷负荷与气温以及气温的积

温效应变化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４２６～０．５６１；

与平均相对湿度、日降水量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０．３６１～－０．１８３，均达到０．００５显著性水平。

２）持续３ｄ以上的晴热和闷热天气过程对电

力负荷增长有明显影响。１０年共出现１０次晴热天

气过程，１１次闷热天气过程。闷热天气过程对日峰

负荷、日谷负荷影响较晴热天气过程更显著。

３）由日峰负荷、日谷负荷气象变化量可知，日

最高气温大于等于３２℃时，对日峰负荷增长有显著

影响；日最低气温大于等于２５℃时，对日谷负荷增

长有显著影响。因此，将３２℃和２５℃分别作为日峰

负荷和日谷负荷积温效应敏感气温临界值。

４）引入积温热累积效应，通过多元回归方法，

建立日峰负荷、日谷负荷气象预测模型。经过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５—９月预测应用检验表明：日峰负

荷、日谷负荷均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对河北省南电

网电力调度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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