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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满足飞机多电化对于航空发电系统提出的高功率密度、高品质供电以及交直流混合供电

的要求，对比分析了多种交直流集成发电方案，并分析了其优势与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双绕组感应发电机

的航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该系统充分利用了双绕组感应发电机定子有两套三相绕组的特点，能够很好

的实现交直流集成发电。在进行发电机初步设计后，基于多目标优化算法，以效率和功率密度为目标对双绕

组感应发电机进行优化设计，采用交直流集成发电自抗扰控制策略，以提高该系统动态性能与负载适应性。

最后研制了一台 60 kW（交流 24 kW，直流 36 W）的双绕组感应发电机原理样机，实验结果显示，该交直流集成

发电系统在交流侧突增、突卸负载时，电压突变在±10 V以内，恢复时间不超过 25 ms，在直流侧突增、突卸负

载时，电压波动在±30 V以内，恢复时间不超过 45 ms，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能够实现发电系统的

高品质交直流集成发电。研究成果表明，基于双绕组感应发电机的航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有望为我国多

电飞机发电系统提供一种有竞争力的可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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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high power density，high-quality power supply and
AC-DC  hybrid  power  supply  for  aviation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proposed  by  aircraft  multi-
electrification， a  variety  of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schemes  were  compared，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ere  analyzed.  An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based  on
dual winding induction generator was proposed. The system made full use of the dual-winding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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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or stator with two sets of three-phase windings，so it can achieve a good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After preliminary design of the generator，based on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the  dual-winding  induction  generator  was  optimized  and  designed  with  the  objectives  of  efficiency  and
power  density.  An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control  strategy  based  on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was  adopted  to  improve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and  load  adaptability  of  the  system.
Finally， a  generator  of  60  kW  (24  kW  AC， 36  kW  DC)  dual-winding  induction  generator  principle
prototype  was  developed，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verified  that  when  the  AC  side  increased  and
offloaded  abruptly， the  voltage  changed  within  ±10  V and  the  recovery  time  was  not  more  than  25  ms;
when the DC side increased and offloaded abruptly，the voltage fluctuated within ±30 V and the recovery
time was not more than 45 ms. The system with good dynamic and steady-state performance can realize
high-quality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ero-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based on dual-winding induction generator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competitive
alternative for the multi-electric aircraft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Keywords:   more electric aircraft；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dual-winding induction generator；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多电飞机作为航空领域发展的关键技术，将

电能作为飞机的主要二次能源驱动机载设备，逐

步取代传统飞机上的液压能、气压能，从而有效

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而要实现飞机多电化，

要求在扩大电源系统容量的同时，还要减小发电

系统的体积质量，提高功率密度。而大型飞机作

为多电飞机的典型代表，不仅负载形式众多，而

且用电量大，更是如此。

目前，航空电源系统经历了低压直流电源系

统、恒频交流电源系统、高压直流电源系统和变

频交流电源系统等几个发展阶段，但由于大型飞

机负载种类众多，不仅存在可以直接使用变频交

流电能的负载，往往要占大型飞机电源总容量的

一半以上；而且还有不适应频率变化或需直流供

电的负载，它们需要经过各种电能变换环节来实

现供电。因此，仅采用变频交流或高压直流这种

单一供电体制的电源系统已很难满足大型飞机多

样化的供电需求，而兼顾变频交流和高压直流两

种供电体制优势的混合电源系统能够很好的解决

这一难题，同时增大了集成度，减小了体积质量，

是大型飞机电源系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在目

前的大型飞机中，空客 A380和波音 B787的电源

系统就采用了交直流混合供电体制[1-4]。

目前关于多电飞机电源系统交直流混合供电

方案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变频交流

发电系统的间接式交直流混合供电方案[5]；一类

是基于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的直接式交直流混合

供电方案[6]。间接式交直流混合供电方案为获得

交直流电能，需依赖多种或多级电能变换，配电

系统复杂，影响电源系统的效率和经济性。而直

接式交直流混合供电方案，因变频交流和高压直

流两种电能均由同一个发电系统直接输出，可有

效克服上述问题，还能大大简化电源系统的结构，

提高电源系统的整体性能，为多电飞机电源系统

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从多电飞机电源系统的发展方向出发，

以大型飞机为典型代表，阐明了交直流集成发电

系统的优势，对比分析了多种交直流集成发电系

统方案。提出了一种基于双绕组感应发电机的航

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实现了双绕组感应发电

机的优化设计与控制，仿真和实验验证了该交直

流集成发电系统的可行性，有望为我国多电飞机

尤其是大型飞机发电系统提供一种有竞争力的可

选方案。 

1    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方案对比分析

在多电飞机电源系统中，所采用的变频交流

电为三相正弦恒压变频交流电，且由发电机直接

输出，因此发电机适宜采用正弦交流发电机，即

主要为同步发电机和感应发电机。同步发电机中

的磁阻类发电机如开关磁阻发电机、双凸极发电

机等，虽然作为航空高压直流发电机具有显著优

势[7-8]，但是难以直接输出正弦交流电能，故不适

合交流发电应用。因此，下面重点介绍上述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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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中的正弦交流发电机在交直流集成发电方

面的研究情况。 

1.1   基于同步发电机的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永磁同步发电机不仅可用来构成交直流集

成发电系统，而且还具有功率密度高、效率高等

优点 [9]，但是由于它的磁场不易调节，还存在故

障灭磁困难、高温退磁风险等不足，作为航空主

电源发电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虽然采用混合

励磁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弱点 [10]，但

会使发电机结构复杂化，在航空领域应用还需

不断完善。关于电励磁同步发电机交直流集成

发电系统，我国海军工程大学马伟明教授已开

展了深入研究，研究了可交直流集成发电的新

型同步发电机系统，取得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

而且在舰船电源中已实现了成功应用 [11]，但由

于舰船和航空应用环境不同，若要进行航空应

用，还需开展进一步研究，例如如何实现起动发

电一体化等。

目前多电飞机上广泛采用的主电源发电机是

三级式无刷电励磁同步发电机，且已实现了变频

交流起动发电一体化，其系统结构图如图 1所示

（图中 S表示开关），主要由主发电机、交流主励

磁机、永磁副励磁机以及旋转整流器等组成。而

要利用该发电机来构成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可

在起动逆变器完成起动任务后，控制其工作在整

流状态来获得高压直流电能。尽管该发电机能够

实现交直流集成发电，但若要获得更好的起动发

电性能，自身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如转子结构

复杂，起动控制励磁不易等。针对这些问题，近

年来国内外多个单位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并提出

多种改进方案[12-14]，不过航空应用效果还需进一

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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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级式无刷同步发电机发电系统结构框图

Fig. 1    Structure block diagram of three-stage brushless synchronous generator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1.2   基于感应发电机的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笼型感应发电机具有无刷化、简单坚固、可

靠性高、成本低等诸多优点，作为电动机广泛应

用于调速、拖动等场合。根据发电机可逆原理，

它当然也能发电运行，并可直接输出高品质正弦

交流电能。关于航空感应发电机，国内外学者已

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

90年代，美国工程院院士 Lipo等就充分论证了笼

型感应发电机航空应用的可行性[15]。近 10年来，

为适应多电飞机的快速发展，国内外研究人员还

围绕基于笼型感应发电机的高压直流发电系统进

行了深入研究，验证了感应发电机作为航空高压

直流发电机的优势[16-18]。

根据现有研究，若要将感应发电机应用于大

型飞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可采用的方案主要

有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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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并联式感应发电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2007年日本的 Ahmed等提出了一种并联式

感应发电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19]，如图 2所示

（图中 APF代表有源电力滤波器），其中不控整流

器、变频交流负载、辅助励磁电容 C1 以及励磁控

制器（功率变换器+滤波电感 L1）均并接在发电机

定子绕组的输出端；发电机励磁由励磁电容和励

磁控制器共同完成，并通过励磁控制器进行调节，

进而保持输出电压稳定。在该发电系统中，变频

交流电能直接从发电机定子绕组输出，高压直流

电能由变频交流电能经整流滤波后输出，从而实

现交直流集成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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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并联式感应发电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Fig. 2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of

parallel induction generator
 

但是该系统的变频交流负载电流、整流器交

流侧电流、变换器提供的励磁电流三者在定子绕

组端部交汇，使得负载投切会对励磁电流有分流

影响，为克服这一问题，并减小变换器高频开关

干扰，滤波电感 L1 的取值通常较大，这不利于系

统体积质量的减小以及动态性能的提高。 

1.2.2    开绕组感应发电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绕组开放式的感应发电机（简称开绕组感应

发电机）即将发电机三相定子绕组的中性点打开，

每相定子绕组的两端均连接输出端。近年来，美

国工程院院士 Rajashekara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

种航空应用的开绕组感应发电机交直流集成发电

系统[6]，如图 3所示（图中 e为发电机反电动势，L、
R、C分别为电感、电阻、电容，下标 a、b、c表示

a相、b相、c相，下标 s表示定子绕组），其中发电

机的定子绕组采用开放式结构，它的一端接变频

交流负载，另一端接功率变换器；功率变换器通

过解耦控制算法对感应发电机的有功和无功进行

调节，进而保持输出电压稳定，在该发电系统中，

变频交流电能直接从开放式定子绕组的一端输出，

高压直流电能从其另一端经功率变换器输出，从

而实现交直流同时供电。

但是由于该系统的励磁无功、交流电能、直

流电能三者均经过功率变换器，使得变换器容量

较大；发电机定子绕组采用开放式结构，无中线，

交流负载只能采用三相三线制，故不适合带单相

负载，而且带不对称负载时负载还会互相影响，

负载适应能力不强。 

2    双绕组感应发电机航空交直流集成
发电系统

 

2.1   拓扑结构及工作原理

双绕组感应发电机（dual  winding  induction
generator，DWIG）是 21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型感

应发电机，它继承了传统感应发电机的笼型转子

无刷化、简单坚固等优点，克服了其变换器容量

大、励磁不易调节等不足，以独特结构和诸多优

势受到了广泛关注。近 20年来，美国田纳西理工

大学[20]、印度理工大学[21] 以及国内的海军工程大

学[2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3-25] 等国内外多个单位

已针对舰船电源、风力发电、航空电源等不同领

域开展了多项研究。从供电体制来看，现有关于

双绕组感应发电机系统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变频交

流或高压直流这种单一供电体制的发电系统。

而 DWIG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定子上有两套

绕组，其中一套绕组用来向负载供电，另一套绕

组用来调节发电机励磁，这两套绕组的极对数相

同，电气上没有直接连接，仅通过磁场耦合[26]。而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利用这一特点恰好可以突破

现有单绕组感应发电机为实现交直流混合供电在

电气上只能将发电机、变换器、负载直接并联或

串联的局限。因此，本文提出基于 DWIG的航空

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其拓扑结构如图 4所示（图

中 D为防反二极管，CcDC 为直流侧母线电容）。

该系统采用 DWIG，一套绕组在调节发电机

励磁的同时可以输出直流电能，称为直流绕组；

另一套绕组接有滤波电容和交流负载，输出三相

正弦恒压变频交流电能，称为交流绕组。从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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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开绕组式感应发电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Fig. 3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of

open-winding induction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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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实现交直流集成发电。这种交直流集成发电

方式还有以下几个优势：

1） 两套绕组匝比配置灵活，直流电压和交流

电压等级和容量可以灵活搭配，提高电源系统的

供电可靠性。

2）  直流绕组侧变换器具有能量双向流动功

能，能够很好的适应电力作动器等越来越多的能

量回馈型负载，有利于简化电源系统的结构。

3） 交流输出侧利用发电机的漏感作滤波，不

需要增加额外的滤波器，减小了电源系统的体积。 

2.2   DWIG多目标优化设计

所设计的 DWIG发电转速为 24 000 r/min，发
电功率为 60 kW，首先将 DWIG在发电状态下的

转速和功率作为额定点来进行基本的初步设计，

确定 DWIG的主要尺寸参数以及定转子槽型，得

到 DWIG的初步设计参数如表 1所示。定转子槽

型如图 5所示采用平行齿槽。
  

表 1    DWIG初步设计参数

Table 1    DWIG preliminary design parameters

mm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定子齿宽 bst 6.5 定子内径 Dsi 71

定子轭厚 hsj 14.5 转子轭厚 hrj 35

定子槽深 hs2 15 铁芯长度 lef 135

定子槽口深 hs0 0.8 转子槽口深 hr0 0.8

定子槽肩高 hs1 1.2 转子槽肩高 hr1 1.2

定子槽开口 bs0 2.5 转子槽开口 br0 0.5
 

直流绕组与交流绕组的排布方式决定了两套

绕组之间的有效匝比及空间相对位置，从而决定

了两套绕组相电压有效值的大小与相位。交流绕

组与直流绕组有效匝比可近似表示为：

Kpc =
4.44 f kpwNpΦm

4.44 f kcwNcΦm
=

kpwNp

kcwNc
（1）

其中 kcw 与 kpw 分别为直流绕组与交流绕组的绕

Φm组因数，f为频率， 为气隙磁通，Np 为交流绕组

匝数，Nc 为直流绕组匝数。

由式（1）可以看出，两套绕组的绕组因数及匝

数决定着有效匝比，而绕组因数和匝数又与绕组

的排布形式有关。

为了使发电机具有良好的磁势与电动势波形，

使发电机的电气性能较好，本文提出一种适用于

DWIG的绕组排布方式，即：将直流绕组和交流绕

组隔槽绕制，且短距设置为奇数个槽，如图 6所示。

该绕组排布形式每个定子槽内分布一层交流绕组

 

功率变换器

D CcDC

双绕组感应发电机

直流绕组侧 交流绕组侧

笼型
转子

交流负载

电源

直
流
负
载

滤波电容

图 4    基于 DWIG的航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Fig. 4    Integrated aviation AC/DC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based on DW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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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子槽型

(b) 转子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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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定转子槽型

Fig. 5    Stator slot and rotor slot

第 3 期 卜飞飞等： 基于双绕组感应发电机的航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20220894-5



和一层直流绕组，每极下交流绕组上层线圈均安

放在奇数槽内，下层线圈均安放在偶数槽内，此

时每个定子槽内的负荷一样，发热均匀。图 6中

采用的是节距比 y=11/12的短距形式，直流绕组

与交流绕组每槽匝数分别为 2匝和 3匝。通过计

算，确定绕组排布形式后可以据此得出有效匝比

Kpc=1.5。
  

交流绕组A相

交流绕组B相

交流绕组C相

直流绕组a相

直流绕组b相

直流绕组c相

图 6    DWIG绕组分布图

Fig. 6    DWIG winding distribution diagram
 

在初步设计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 DWIG
进行优化。对于航空发电机，由于空间和工作环

境的约束，要求其具备质量小、效率高的特性。

为满足此要求，采用一种以高功率密度、高效率

为目标的 DWIG多目标优化方法，如图 7所示。

由于 DWIG优化变量较多，主要有尺寸参数

Dsi、lef 及定转子槽型参数 bs0、hs0、hs1、hs2、hsj、bst、
br0、hr0、hr1、hrj，借助高效优化算法仿真软件对优

化变量进行灵敏度分析，过滤出对优化目标、约

束条件相关性较小的冗余优化变量。

在优化之前，确定以效率和功率密度为优化

目标，功率密度可以用发电机的电磁质量来体现。

在优化过程中，还需注意发电机有许多约束条件

限制。最终输出变量（优化目标和约束）选取效

率 η、电磁质量 We、功率因数 cos φ、定子齿部磁

密 Bst、定子轭部磁密 Bsj、转子齿部磁密 Brt、转子

轭部磁密 Brj、气隙磁密 Bδ、定子电流密度 Js、转

子导条电流密度 Jr。
对所有优化变量取值范围构成的采样空间对

样本进行采样，对每个样本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

量建立响应，并以相关系数衡量输入变量和输出

变量相关性，得到的 DWIG优化变量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图 8所示。

图 8中，蓝色和灰色代表相关系数较低，颜色

越深代表相关系数越大。对图 8进行分析，得到

表 2所示 DWIG各输出变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可以看出，影响 DWIG电磁性能的主要输入

变量为 bst、 lef、Dsi、hs2、hsj、hrj 这 6个变量。而变

量 bs0、hs0、hs1、br0、hr0、hr1 与所有输出变量的相关

系数均较低，尤其是优化目标效率和电磁质量，

因此可将这些冗余变量过滤，不再对这些变量进

行优化，从而实现优化空间的降维。

简化优化空间后，采用最优预测元算法

（metamodel  of  optimal  prognosis，MOP）建立优化

变量与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的近似模型。

图 9给出了采用 MOP算法对效率与电磁质量两

个优化目标所建立的近似模型 COP（coefficient of
prognosis）分布。

所建立的近似模型的准确性可由图 9（a）和
图 9（b）看出：所建立的效率近似模型的 COP为

95%，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为 Dsi、hs2、bst、hsj、 lef，

 

无相关性
变量过滤

相关性判断
否

是

确定优化目标与约束条件

选取优化变量及取值范围

对优化空间内的样本进行采样

进行DWIG优化变量灵敏度分析

建立近似模型

在基于MOP建立的近似模型与
响应面上进行多目标寻优

得到Pareto前沿与最优解集

约束条件判断
不满足

在最优解集中决策优化结果

建立DWIG有限元参数化模型

初步设计

结束

满足

确定
、优化目标、
、约束条件、

建立模型

优化变量
灵敏度分析

多目标优化

图 7    DWIG多目标优化算法

Fig. 7    DWIG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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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 COP比例分别为 3%、12%、15%、26%、39%；

所建立的电磁质量近似模型的 COP为 99%，其中

的主要影响因素为 hs2、hsj、Dsi、lef，所占 COP比例

分别为 2%、9%、41%、47%。采用 MOP法对其余

输出变量的建模过程与效率和电磁质量类似，故

不在赘述。

然后再基于 Pareto最优解方法，以效率最高、

电磁质量最小对 DWIG进行多目标优化，约束条

件满足式（2）。

min [−η（bst, lef,hs2,hsj,hrj,Dsi）]
min [We（bst, lef,hs2,hsj,hrj,Dsi）]
cos φ（bst, lef,hs2,hsj,hrj,Dsi）−0.8 ⩾ 0
Bst（bst, lef,hs2,hsj,hrj,Dsi）−1.5 ⩽ 0
Bsj（bst, lef,hs2,hsj,hrj,Dsi）−1.5 ⩽ 0
Brt（bst, lef,hs2,hsj,hrj,Dsi）−1.5 ⩽ 0
Bsj（bst, lef,hs2,hsj,hrj,Dsi）−1.5 ⩽ 0
Bδ（bst, lef,hs2,hsj,hrj,Dsi）−0.7 ⩽ 0
Js（bst, lef,hs2,hsj,hrj,Dsi）−7 ⩽ 0
Jr（bst, lef,hs2,hsj,hrj,Dsi）−7 ⩽ 0

（2）

得到的优化结果如图 10所示。

为了兼顾电磁质量和效率，最优解应选择在

图 10（a）中的 B点附近，此时 DWIG电磁质量较

小，且具有较高的效率。得到发电机优化设计参

数如表 3。 

2.3   交直流集成发电自抗扰控制策略

自抗扰技术（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ADRC）是一种较少依赖系统模型的控制技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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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DWIG优化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Fig. 8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WIG optimization variables

 

表 2    DWIG各输出变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Table 2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ach output

variable in DWIG

输出变量 主要影响因素

效率 lef，bst，hs2，hsj
电磁质量 lef，Dsi，hsj
功率因数 bst，lef

定子齿部磁密 bst，lef
定子轭部磁密 hsj，lef
转子齿部磁密 bst，lef
转子轭部磁密 hrj，lef

气隙磁密 Dsi，lef
定子电流密度 bst，lef

转子导条电流密度 bst，hrj ，D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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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效率和电磁质量模型 COP分布

Fig. 9    COP distribution of efficiency and electromagnetic

weigh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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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思想是将系统受到的各种外扰及内扰的看

作“总”扰动，结合特殊的反馈结构实现良好的控

制品质。而为了解决非线性 ADRC控制结构复

杂、整定参数过多难以调节的问题，美国克利夫

兰州立大学的高志强又提出了线性 ADRC[28]，大

大提高了控制器参数整定效率，因此，很多情况

下采用线性 ADRC来代替 ADRC。
线性 ADRC的系统如图 11所示，其主要包括

线性跟踪微分器、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extended
state observer，ESO）和线性误差反馈控制律（state
error feedback，SEF）。该控制策略恰好适用于数

学模型复杂、耦合性强、扰动因素多的 DWIG交

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跟踪
微分器

x0 1
b

线性
组合

线性扩张
状态

观测器

b

被控
对象

e

z2

z1

u0 u yx1
+− +−

图 11    线性 ADRC系统结构图

Fig. 11    Structure diagram of linear ADRC system
 

ψr θ

在整个基于 DWIG的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中，

为了使 DWIG稳定输出电能，同时满足交流电压

和直流电压的抗扰动能力、跟随性能及负载适应

性，采用了如图 12所示的交直流集成发电自抗扰

控制策略，图中 SVPWM为空间矢量脉宽调制

（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 i为电流，u
为电压瞬时值，Up 为交流电压有效值， 和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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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DWIG多目标优化结果

Fig. 10    Results of DWIG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表 3    DWIG优化设计参数

Table 3    DWIG optimization design parameters

mm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定子齿宽 bst 7 定子内径 Dsi 70

定子轭厚 hsj 20 转子轭厚 hrj 30

定子槽深 hs2 14.5 铁芯长度 lef 110

 

DWIG

笼型
转子

交流负载

SVPWM

坐标变换
磁链观测

电压有效值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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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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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PI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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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交直流集成发电自抗扰控制策略

Fig. 12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control strategy based on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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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αβ
dq αβ

为转子磁链和磁链定向角， 框代表反 Park
变换，由 坐标系变换到 坐标系。

该控制策略以图 13所示的磁链定向控制策

略为基础，将直流绕组和交流绕组进行解耦，直

流侧电压 ucDC 可由电磁转矩 Tec 进行调节，进而由

有功功率 p进行调节，而交流侧电压 Up 可由磁

链 ψp 进行调节，进而由无功功率 q进行调节；p
由 icq 调节，而 q由 icd 调节。
  

icq

icd

p

q

Tec

ψp

ucDC

upAC

ic

图 13    DWIG磁链定向控制原理

Fig. 13    Control principle of DWIG rotor flux orientation
 

首先对直流电压 ADRC控制器进行设计，对

被控对象直流电压进行状态空间重构：

du2
DC

dt
≈ −

2u2
DC

RLC
− 2Pswitch

C
−

3npψrωr

C
icq （3）

RL Pswitch

ωr

u2
DC b2 = −

3npψrωr

C

u2 = icq w2 = −
2u2

DC

RLC
− 2Pswitch

C

其中 为直流负载， 为线路上的损耗，C为

直流母线电容，np 为极对数， 为转子角频率。

定 义 为 系 统 的 状 态 变 量 ， ，

，总扰动 ，则构成一阶

系统：

du2
DC

dt
= w2+b2u2 （4）

构造直流电压的扩张状态观测器：
e2 = z3− y2

ż3 = z4−β3e2+b2u2

ż4 = −β4e2

（5）

z3 u2
DC u2

DC

z4 w2

其中 为直流电压平方 的观测值，y2 为 的

实际值， 为扰动 的估计值。

i∗cq用线性控制律得到控制量 ：
i∗cq0 = k2（u2∗

DC− z3）

i∗cq = i∗cq0−
z4

b2

（6）

τi

所设计的直流电压 ADRC控制器内核模型

如图 14所示（图中 为电流环的时间常数，s为微

分算子，k为控制器参数）。对直流电压构建扩张

状态观测器对直流电压的平方与扰动进行观测，

并根据误差反馈控制律对其进行自适应控制。

对交流电压 ADRC控制器进行设计，对交流

电压有效值进行状态空间重构：

dUp

dt
≈ ωLm√

2Tr

icd +
ωLm√

2Tr

ipd −
1
Tr

Up （7）

ω

Up

x1 b1 =
ωLm√

2Tr

u = icd

wAC ≈ b1ipd −
1
Tr

x1

其中 为同步角频率，Lm 为激磁电感，Tr 为转子时

间常数。定义交流绕组输出电压有效值 为系

统状态变量 ， ， ，交流电压负载

总扰动 ，则可得到交流侧二阶扩

张观测器的状态空间：
dUp

dt
= wAC+b1u

dwAC

dt
= a（t）

（8）

构造交流电压的扩张状态观测器：
e1 = z1− y1

ż1 = z2−β1e1+b1u

ż2 = −β2e1

（9）

z1 Up y1 Up其中 为交流电压 的观测值， 为交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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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直流电压 ADRC内核模型

Fig. 14    DC voltage ADRC core model

第 3 期 卜飞飞等： 基于双绕组感应发电机的航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

20220894-9



z2 x2的实际值， 为扰动 的估计值。

用线性控制律得到控制量：
i∗cq0 = k2（u2∗

DC− z3）

i∗cq = i∗cq0−
z4

b2

（10）

所设计的交流电压 ADRC控制器内核模型

如图 15所示。对交流电压构建扩张状态观测器

对交流电压有效值与扰动进行观测，并根据误差

反馈控制律对其进行自适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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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交流电压 ADRC内核模型

Fig. 15    AC voltage ADRC core model
 
 

3    仿真和实验结果
 

3.1   仿真结果

为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双绕组感应发电

机的航空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的可行性，通过

Matlab/Simulink搭建了仿真模型，进行仿真验证，

仿真所用样机相关参数见表 4。
图 16给出了系统在 24 000 r/min转速、开关

频率为 20  kHz下发电运行时的仿真结果。在

0.1 s和 0.2 s时刻，分别突加 36 kW的额定直流负

载和 24 kW的额定交流负载；在 0.3 s和 0.4 s时
刻，分别突卸 36 kW的额定直流负载和 24 kW的

 

表 4    样机参数

Table 4    Prototype parameters

参数 数值

极对数 1

额定功率/kVA 60

额定转速/（r/min） 24 000

交流额定电压有效值/V 115

直流母线额定电压/V 270

直流母线电容 CcDC/μF 4 000

滤波电容 C/μF 28

激磁电感 Lm/mH 1.5

直流绕组电阻 Rc/Ω 0.012

直流绕组漏感 Lc/μH 30.21

交流绕组电阻 Rp/Ω 0.018

交流绕组漏感 Lp/μH 30.21

转子等效电阻 Rr/Ω 0.006

绕组有效匝比（Np/Nc）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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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交流负载。

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发电机输出的直流电

压稳定在 270 V左右，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最终稳

定在 115 V左右。在突加 36 kW直流负载时，直

流电压波动约为 11 V，恢复时间约为 30 ms；在突

卸负载时，直流电压波动约为 17 V，恢复时间约

为 30 ms。在突加 24 kW交流负载时，交流电压

有效值波动约为 2.5 V，恢复时间约为 25 ms；在突

卸负载时，交流电压有效值波动约为 4 V，恢复

时间约为 20 ms。在 0.2～0.3 s之间，发电机同时

带额定 36 kW直流负载和 24 kW交流负载稳定

运行。 

3.2   实验结果

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双绕组感应发电

机的航空交直流发电系统，搭建了如图 17所示

DWIG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实验平台，实验平台

包括一台 60 kW（其中交流功率 24 kW，直流功率

36 kW）双绕组感应发电机、一台拖动电动机、交

流负载、直流负载、起动电源、双绕组感应发电

机控制器。

图 18给出了系统在 24 000 r/min转速下带额

定 60 kW负载发电运行时的稳态实验结果。
 
 

UDC (100 V/格)

iDC (150 A/格)

(a) 直流侧实验结果

(b) 交流侧实验结果

UpA  (100 V/格)

IpA (100 A/格)

图 18    交直流集成发电稳态实验结果

Fig. 18    Steady stat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图 18（a）中，通道 1和通道 2分别为直流侧母

线电压、直流侧负载电流。由图 18（a）可以看出，

直流侧母线电压约为 270 V，直流侧负载电流约

为 135 A，直流功率约为 36.4 kW；图 18（b）中，通

道 1和通道 2分别为交流侧负载电流、交流侧电

压。交流侧电压幅值约为 160 V，交流侧负载电

流幅值约为 100 A，交流功率约 24 kW。该航空交

直流集成发电系统具有输出交流电能和直流电能

的能力，且稳态性能良好。

图 19给出了系统交直流集成发电时的动态

实验结果。

图 19（a）为交流电压突加、突卸负载时交流

电压有效值波形。所得实验波形分别为交流电压

有效值的实际值及 ESO的观测值，可以看出，在

交流侧突加负载时电压突变约为−6 V，经过约

21 ms恢复到给定值，在交流侧突卸负载时电压

突变约为 7 V，经过约 20 ms恢复到给定值。图 19
（b）、图 19（c）分别为直流电压加载、卸载时的实

验结果。其中，2通道为直流电压，4通道为负载

电流。可以看出，当直流侧突加负载时，电压波

动约为−20 V，直流电压恢复时间约为 30 ms；突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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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交直流集成发电仿真结果

Fig. 16    Simulation results of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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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DWIG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实验平台

Fig. 17    DWIG AC-DC integrate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experiment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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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时，电压波动约为 25 V，恢复时间约为 40 ms。
实验结果表明，交直流电压在突加、突卸负载时

均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能够很好地满足多电飞

机对于高品质供电的需求。 

4    结　论

本文针对多电飞机尤其是大型飞机高功率密

度、高品质发电和交直流混合供电等需求，对现

有的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

了一种基于双绕组感应发电机的航空交直流集成

发电系统。采用一种以高功率密度、高效率为目

标的 DWIG多目标优化方法进行优化设计，采用

交直流集成发电自抗扰控制策略进行控制，研制

了一台 60 kW双绕组感应发电机原理样机。仿

真和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的

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

1）  基于双绕组感应发电机的航空交直流集

成发电系统能够发出 270 V高压直流电和 115 V
交流电，实现 36 kW直流功率和 24 kW交流功率

的大功率发电，从而很好地实现交直流集成发电。

2） 该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在交流侧突增、突

卸负载时，电压突变在±10 V以内，恢复时间不超

过 25 ms，在直流侧突增、突卸负载时，电压波动

在±30 V以内，恢复时间不超过 45 ms，具有良好

的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能够实现发电系统的高

品质供电。

3）  该交直流集成发电系统能够适应飞机多

电化发展对航空发电系统提出的高功率密度、高

品质供电以及交直流混合供电的要求，有望为我

国多电飞机尤其是大型飞机发电系统提供一种新

颖而有竞争力的可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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