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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集理论及其电力行业应用》

前言

　　电力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应用范围最广、对人们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能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
续发展，高度的社会信息化和生产自动化都在不断加深人们对电力的依赖性，这也促使电力行业加大
对电力系统可靠性的管理力度，力求为用户提供更加充裕、持续、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　　电力系
统中，人们对于实际现象、信息甚至数据的认识往往是不精确的、模糊的。用确定性数据进行电力系
统计算和分析，只能给出特定数据下的代表性情况，而无法得到一般性的结论。　　对于电力系统而
言，随着处理过程的进行，如果其不确定性程度减少了，实际上就是过滤掉了其中的一部分不确定性
知识，这种情况下，丢失了部分信息，但是有助于对目标问题有更明确的认识；反之，为了达到高的
适应性能力，往往需要在系统中保留原本的不确定性信息，也就是通过降低系统的确定性来提高系统
的适应性。总之，无论是希望保留系统的不确定性，还是希望降低系统的不确定性，都需要对系统的
不确定性程度进行度量。　　模糊集理论作为不确定信息处理中的重要方法，在很多领域都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在电力领域也不例外。但遗憾的是，由于模糊集理论需要应用者具有较艰深的数学基础，
从而严重影响了其在电力系统中的广泛应用。　　本书正是针对这一状况，将模糊集原理与实际的电
力系统工程应用相结合，力求理论研究来源于工程难题，然后以工程实际说明理论价值。近10年来，
本书作者张铁岩教授、孙秋野博士和课题组合作者们在模糊集基础理论以及电力系统应用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分别发表在中国电机工程学报、自动化学报
、系统仿真学报、中国工程科学等权威刊物上，并申请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本书涵盖了作者近10年
的研究成果，将模糊集理论与电力系统工程应用进行了较好的结合，并在电力电缆绝缘监测、电力负
荷建模、输配电网潮流计算等电力系统的前沿热点研究领域中提供了工程实例，是将模糊集与电力系
统有机结合的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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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集理论及其电力行业应用》

内容概要

《模糊集理论及其电力行业应用》在介绍模糊集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电力工程实际应用，重
点对当前比较流行的经典模糊集算法进行较为详尽的解读。同时，根据工程应用的实际特点及程序实
现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提供取自于实际工程的典型案例进行详尽的解释，力求使读者通过阅读《模糊集
理论及其电力行业应用》能够获得一条由模糊集原理到实际电力工业应用的捷径，而这正是当前各类
书籍所没有涉足的领域。
《模糊集理论及其电力行业应用》第1、2章系统介绍了模糊集的基本理论及其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情
况；第3章重点讨论了模糊集在电力电缆绝缘监测中的应用情况；第4章重点讨论了模糊集在负荷建模
中的应用情况；第5章重点讨论了模糊集在电力系统潮流计算中的应用情况。
《模糊集理论及其电力行业应用》力求清晰准确，以其成功的工程项目为实例，旨在给读者提供一个
具体形象的该方法的应用模型，等于架设起了一座沟通模糊集理论与工程应用的桥梁。《模糊集理论
及其电力行业应用》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或毕业设计及课题研究的辅助读
物，也可以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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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模糊集理论概述　　模糊数学是1965年由美国控制论专家扎德（L．A．Zadeh）首先提出来
的，它是研究模糊领域中事物数学化的一门缘学科，现已成为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数学起源于
对实际问题的描述，实践是数学的源泉。而人类实践的范围是广阔的，用数学的观点可以把实践中所
遇到的现象大致分为确定现象、随机现象和模糊现象三类。为解决和描述确定现象，逐步发展起来的
数学工具有几何、代数、数学分析、微分方程等，习惯上称其为“经典数学”；为解决和描述随机现
象，逐渐发展起来的数学工具有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习惯上称其为“统计数学”。而人们在实践中往
往会发现有一条不相容原理：当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加时，人们使它精解化的能力将减小，在达到一
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与精确性互相排斥，与复杂性紧紧相伴的就是模糊性。而模糊数学就是研究和
处理模糊现象的一种新的数学方法。　　“数学”与“模糊”本来是互相对立的词，扎德把两者统一
在一起，既不是让数学变成模模糊糊的东西，也不是让数学放弃它的严密性去迁就模糊性，而是要让
数学进入模糊现象这个禁区。但是，也不能把“模糊”一词看成纯粹消极的贬义词，过分的精确反倒
模糊，适当的模糊反倒精确，模糊的手段常常可以达到精确的目的。模糊数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要使数学回过头来吸取人脑识别和判决的模糊特点，使之运用于计算机，使部分自然语言能够作为算
法语言直接进入程序，使人能以简易的程序调动机器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从而大大提高机器的活性，
形成一种新的更加灵活而简捷的处理手段与方法。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产生，把数学的应用范围
从必然现象领域扩大到偶然现象领域，弥补了经典数学的不足。模糊数学的产生，把数学的应用范围
从精确现象领域扩大到模糊现象领域，弥补了经典数学和统计教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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