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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形优化变分模态分解的电力系统谐波间谐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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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变分模态分解(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VMD)的分解层数需事先人为确定的问题,首次提出了基

于VMD分解分量分形盒维数(Fractal box dimension, FBD)最小值的参数确定方法｡该方法首先对原始电力信号进行

变分模态分解,选择VMD分解的分量中分形盒维数最小的K值作为VMD分解的层数,获得既定的若干内蕴模态函数

(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s),得到的IMFs即为电力系统的基波､谐波､间谐波信号｡再进行希尔伯特变换(Hilbert
Transform, HT),提取谐波信号的瞬时幅值､瞬时频率等特征｡将该方法应用于电力系统仿真信号与实际数据,分析分

解分量与真实分量的相对误差 ,并与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集合经验模态分解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EMD)方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较于能更准确识别谐波间谐

波信号,并实现有效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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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ed method introduces a parameter determination approach based on the minimum Fractal box
dimension (FBD) of 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VMD) components, aiming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manual
determination of VMD decomposition layers in advance. Initially, VMD is applied to the original power signal, and the
layer number for VMD decomposition is determined by selecting the K value associated with the smallest fractal box
dimension among its components. Subsequently, several 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s) are obtained as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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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s mor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and effective extraction of harmonic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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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中的谐波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
源于非线性负载､电力电子设备以及其他系统组件

引起的波形失真｡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复杂

化,对谐波的准确检测变得尤为重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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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变换[5-7]､小波变换[8-14]､希尔伯特-黄变

换(Hilbert-Huang Transform, HHT)[15-19]等是常用的

谐波间谐波时频分析方法｡傅里叶变换具有较快的

检测速度,但只适用于确定性的平稳信号,不易检测

时变的谐波信号[20]｡此外,由于傅里叶变换难以确定

谐波波形周期,易于受非同步采样影响而产生“栅栏

效应”和“频谱泄漏”等问题[21]｡小波变换在时频两域

都有表征信号局部特征的能力,但需要确定小波基

和分解层数,不同的小波基和分解层数检测同一谐

波信号得到的结果差别可能会很大,且小波分解进

行谐波分解时存在频带混叠现象｡HHT是近年来分

析非线性波形时性能较好的时频工具,其分别由经

验 模 态 分 解 (EMD) 与 希 尔 伯 特 变 换 (Hilbert
Transform, HT)两部分构成｡HHT通过将信号分解成

固有模态函数 (IMFs) 和希尔伯特谱进行分析,能
够较好地处理非线性和非平稳信号｡因其无需选择

基函数且能进行自适应分解诶,近年来被广泛应用

于电力系统谐波检测中｡然而,EMD 分解方法易产

生虚假分量,并且会产生模态混叠和端点效应等问

题,同时也无法解释 HT 产生的负频率｡为了克服这

些问题,由 Zhaohua Wu 和 Norden E. Huang 于 2009
年提出了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22]｡EEMD具有

能量保持性好､适应性强等特点,有效解决了传统经

验模态分解的模态混叠问题,最大程度保留真实信

号｡但同时由于其计算复杂度较高,尤其在处理长时

间序列时,会消耗大量计算资源｡

变 分 模 态 分 解 [23](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VMD)是信号处理中一种较新的时

频分析方法,其具有坚实的数学理论基础,且分解精

度较高､计算速度较快,因此被应用于诸多领域｡但

实验证明采用 VMD进行谐波检测时,若分解层数 K
值选取不当,VMD 易出现过分解､模态混叠现象,从
而影响谐波检测结果｡文献[24]运用频谱分析的方法

来确定VMD分解的模态数,但需人为观察频谱个数

｡因此为了通过 VMD 准确提取谐波间谐波信号,本
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形优化 VMD算法中参数 K的

谐波检测方法,将每个K值下对应VMD分解的各模

态的分形盒维数作为其分形盒维数值｡当 K等于真

实模态数目时,其对应的分形盒维数值就会达到最

低点且趋于平稳,因此选择分形盒维数值最小的 K
值作为VMD分解层数K｡仿真信号和真实信号实验

均表明:该方法较好地解决了需人为设定VMD中参

数 K的问题,参数优化效果好｡

1 基础理论

1.1 变分模态分解(VMD)

VMD 是由 Dragomiretshiy 于 2013 年提出的

一种全新的自适应､非递归信号分解方法 [25,26]｡

该方法不仅解决了 EMD 所存在的模态混淆和端

点效应问题 ,同时有效地减少了伪分量和模态混

淆的现象｡相比之下,它也弥补了小波分解无法自

适应地处理信号的不足｡在经过计盒维数算法优

化的条件下 ,VMD 的模态分量数量较少 ,分解效

果更佳 ,且对噪声具有更强的鲁棒性 [27]｡VMD 算

法主要分为两部分 ,即变分问题的构造与变分问

题的求解｡

1.1.1 构造变分问题

构造原理为 :搜索使得每个模态函数的估计

带宽之和最小的 K个模态函数 uk(t),VMD通过以

下三个步骤分解每一个模态函数｡

步骤 1 采用 Hibert 变换计算每个模态函数

uk(t)的解析信号以获得其单边频谱｡

( ( ) ) ( )k
jt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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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步骤 2 通过各模态解析信号对应中心频率
kj te 
调整各模态使其频谱调制到基频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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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根据高斯平滑度和梯度平方准则解

调信号,并计算信号梯度的平方
2L 范数作为该模

态函数带宽的估计｡分解后的各模态量均为调幅-
调频信号,变分约束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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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求解变分问题

为求解上述变分约束问题最优解 ,引入二次

惩罚项和拉格朗日乘数λ,惩罚因子α ,二次惩罚

因子通过限定模态带宽保证信号重构精度 ,从而

使得变分约束问题转化为无约束的优化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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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t)为原始信号 ,VMD 采用交替方向乘

子 法 (ADMM) 求 解 式 (1), 并 通 过 交 替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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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n+1,ωkn+1,λkn+1寻找每个模态分量的中心频率和

带宽从而找到约束变分模型的最优解｡

求解 ukn+1,ωkn+1的优化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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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最优解下模态分量新 uk,ωk,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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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形盒维数(FBD)

分形维数是分形学中评估分形对象复杂度､

不规则性和自相关性的重要度量标准 ,用于确定

其非整数维空间维度｡此外,分形维数还常用于描

述混沌吸引子的内在相似性｡因此,通过分形维数

可以反映模态分量的自相关性 ,进而评估是否存

在模态混叠现象｡分形维数值越高,模态自相关性

越强 ,模态混叠越严重｡因此 ,当信号分解效果良

好时 ,各模态分量的分形维数将逐渐减小并逐步

趋于稳定｡

在经典的分形维数中 ,包括盒维数､信息维数

和关联维数等｡不同的计算方法会导致模态分量

的分形维数值有所不同｡由于计算盒维数的方法

简单易行,并为其他维数概念提供了衍变的基础,
因此本文选择计算盒维数来研究风速信号中各

模态分量的分形维数值｡

其原理是用边长为ε的正方体盒子覆盖观测

物 ,设观测物面积为 S,N(ε)为所需的最少盒子个

数,则:

2( ) SN  
(9)

两边取对数得:
1ln ( ) ln 2ln( )N S  

(10)
则计盒维数 D(Z)记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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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ε趋于 0 时,N(ε)随着ε减小而增加的对数速

率即为计盒维数｡计算不同 K 值下 VMD 分解的

模态分量盒维数 ,取模态分量盒维数最早趋于稳

定时所对应的 K 值为 VMD 分解最优分解层数｡

2 基于分形优化变分模态分解的谐波检测

2.1 不同 K 值对 VMD 分解性能的影响

VMD对非平稳､非线性信号具有良好的分解

效 果 ｡ 但 同 许 多 经 典 聚 类 和 分 段 算 法 ( 如
K-means)一样 ,其分解效果受参数选取的影响较

大｡如果分解参数 K设置不合理,则会导致分解结

果出现较大误差｡

由 VMD 的约束条件可知 ,VMD 分解的本

质是使得输入信号近似等于 K 个模态之和 ,因而

当 K 过小时,易导致信号分解不足,信号中的部分

分量混在一起,呈现欠分解状态｡而 K过大则会使

得信号分解过度 ,信号的重要部分由两个或多个

不同的模式共享 ,并且它们的中心频率重合 ,呈现

过分解状态｡ 因此在使用 VMD进行信号分解时,
需预先确定合适的 K 值｡

为更直观地说明 ,给定信号如式 (12)所示 ,K
取不同值时 ,对该信号进行 VMD 分解 ,分解结

果如图 1 所示｡

�(�) =

��� (6��) , 0 ≤ � < 1
1
4

���(56��), 0 ≤ � < 1
1
16

��� (542��), 0 ≤ � < 1
(12)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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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
图 1 不同 K 值下信号 VMD 分解图

Fig.1 VMD decomposition diagram of signals under
different K values

由图 1 可知,K=2 时,IMF1 中明显混有多个

频率分量,导致波形畸变,说明 K过小,信号未被完

全分解;K=5时,IMF2､IMF4频率相同,说明 K过大,
导致一个信号成分被分解为多个 ,信号被过度分

解,而且出现虚假分量 IMF5｡由此可知 K 值不同,
得到的结果差异很大｡

2.2 基于分形值优化参数 K

在电力系统中 ,当出现谐波信号和间谐波信

号时 ,针对很难确定 K 值从而提取谐波和间谐波

信号特征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分形值优化VMD参

数 K 的信号分解方法｡

当产生谐波信号时 ,整个电力信号的复杂度

会因为混杂了谐波信号和间谐波信号而增加 ,通
过分形盒维数的值进行衡量信号的复杂度是一

个较好的方法｡进行 VMD 分解时,我们从 K=1 开

始,逐渐使 K 值增大,取当前分解模态中分形盒维

数的最小值代表当前 K 所对应的分形盒维数值｡

当分解层数 K 小于真实的模态数目时 ,会出现模

态混叠的现象｡因此在当前 K值下,分形盒维数的

值就会很高｡当 K值逐渐增大时,模态混叠的情况

会越來越少｡直到 K值等于真实模态数目时,K 值

对应的分形盒维数的值就会达到最低点 ,并且再

当 K 值增大时 ,K 值对应的分形盒维数值会变得

平稳｡因此当分解层数 K等于真实的模态数时,就
会产生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我们优化

后的 K 值｡

2.3 算法步骤以及流程

本文提出的基于分形盒维数优化 VMD 的

谐波检测方法 ,旨在利用 VMD 优于 EMD 的

性能 ,从原始信号的 VMD 分解 ,得到相应的

IMF 分量,从而检测出原始信号中的谐波和间谐

波分量｡其检测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检测方法流程图

Fig. 2 Flow chart of detection method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首先,将模态数 K初始化为 1,并采用

默认参数设置:惩罚因子α= 4096､带宽 τ = 0､

直流成分 DC = 0､初始参数 init = 1,并设置容差

tol = 10-10｡
步骤 2 对电力系统信号进行 VMD分解｡在

这一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类似残差的信息量较少

的虚假分量｡这些虚假分量的分形盒维数值较小,
可能会对算法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因此,在计算各

个模态的分形盒维数值之前 ,首先移除这些类虚

假残差分量｡然后,计算每个模态下的分形盒维数

值 ,并选择当前 K 值下每个模态中的最小分形盒

维数值作为该 K 值的分形盒维数值｡

步骤 3 逐步增加 K 值,直至达到预设值｡在

每一步中 ,都要重复执行步骤 2 以获取当前 K 值

相应的分形盒维数值｡

步骤 4 比较不同 K 值下的分形盒维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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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具有较小分形盒维数值且趋于稳定的“拐点”

所对应的 K 值作为最终的 VMD 分解的 K 值｡通

过这一步骤获得的 IMF 分量可用于进行谐波检

测和分析,从而揭示电力系统中的谐波特性｡

3 仿真与实际数据分析

算例 1:稳态谐波间谐波检测

电力系统中含间谐波的稳态仿真信号模型

可表示为式(13):

�(�) = �=1
� �� ��� (2π��� + ��)� (13)

式中,Am､fm和φm分别为各谐波分量的幅值､频率

和相位信息｡

本文采用了 IEEE 间谐波工作组里的例子 [28]

对本文所提方法进行验证分析,其包含 1 个基波､

四个间谐波､1 个 5 次谐波,如式(14)所示｡采样频

率为 4096Hz,采样点为 4096｡

�(�) =

���(100π� ), 0 ≤ � < 1
0.3���(208π� ), 0 ≤ � < 1
0.4���(234π� ), 0 ≤ � < 1
0.2���(268π� ), 0 ≤ � < 1
0.2���(294π� ), 0 ≤ � < 1
0.5���(500π� ), 0 ≤ � < 1

(14)

对信号进行 VMD 分解,初始化 K = 1,设定 K
的搜索范围为 [1, 10],利用分形盒维数最小值原

则优化模态 K,计算各个 K 值对应的分形盒维数

值｡模态数与分形盒维数值的关系图,如图 3 所示

｡由图可知 ,当 K = 7 时 ,K 值对应分形盒维数值开

始趋于稳定 ,其值为 1.0193｡所以取 K = 7 作为

VMD 分解层数 K的最优值｡

图 3 原始信号 K 值对应分形盒维数值

Fig.3 The original signal K value is matched to the fractal
box dimension

VMD 分解 K=7 的结果､EMD､EEMD 分解结

果如图 4-6 所示｡

图 4 原始信号 VMD 分解

Fig.4 VMD decomposition of the original signal

图 5 原始信号 EMD 分解

Fig.5 EMD decomposition of the original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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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原始信号 EEMD 分解

Fig.6 EEMD decomposition of the original signal

由 图 4 可 以 看 出 VMD 分 解 得 到 的

IMF1-IMF5､IMF7 均呈现为正弦波动信号 ,没有

发生畸变 ,这说明这些分量为单一的谐波间谐波

分量 ,并且原始信号中的 6 个分量均能与其一一

对应｡这说明进行参数优化后的 VMD 分解方法

能准确的分解出原始信号的各个分量｡从图 5 对

应的 EMD 分解结果中可以看到 ,EMD 分解方法

连基波信号都没能分解出来,仅能看出 IMF1 为 5
次谐波分量,其余间谐波信号也均未能分解出来｡

而图 6 中 EEMD 方法仅能分解出 IMF3 为基波､

IMF1 为 5 次谐波,且分解出来的基波幅值有一定

的降低 ,其余间谐波分量亦未能分解 ｡不仅如

此 ,IMF2 出现了明显的模态混叠现象 ,IMF5 为较

难判断的虚假分量｡究其原因 ,是由于原始信号中

的间谐波频率较近,而 EMD与 EEMD方法仅能分

解出较大频率与较小频率比值大于 2[29]的信号｡

显然当前算例中的间谐波信号并未满足上述条

件,因此难以得到这些间谐波分量｡同时,从图 5､6
可以看出 EMD和 EEMD产生了许多虚假分量和

前分解分量 ,会影响判断｡VMD 分解仅产生了一

个虚假分量 ,并且产生的虚假分量基本为零 ,易于

判断｡

对上述信号进行 VMD 分解得出来的 6 个模

态分量进行 Hilbert 变换得到各个分量的瞬时幅

值与瞬时频率,并对其求得平均值 ,所得检测结果

如表 1 所示｡

表 1 稳态谐波间谐波信号检测结果

Tab.1 Test results of steady-state harmonic and
interharmonic signals

幅值/V 频率/HZ

真值 检测值 误差比 真值 检测值 误差比

1.0 0.9843 0.0157 50 49.8947 0.0021

0.5 0.4966 0.0068 250 250.8001 0.0032

0.4 0.3805 0.0488 117 117.7771 0.0066

0.2 0.1979 0.0105 147 147.8232 0.0056

0.3 0.2948 0.0173 104 103.8625 0.0013

0.2 0.1893 0.0535 134 134.8086 0.0060

由表 1 可知 ,检测得到的各分量的幅值与频

率均较精确,检测误差小,接近真实值｡

以上结果表明: 当电力信号中存在谐波和有

较为接近的间谐波分量时,本文所提出的VMD参

数优化 K 值方法适用且有效 ,优化参数后的

VMD 分解方法能将各分量信息都准确提取出

来,且具有很高的检测精度｡

算例 2:时变有噪声谐波间谐波检测

暂态谐波检测涉及到电力系统中出现的短

时､突发性谐波事件｡这可能由于设备的开关操

作､突发性负载变化或其他不稳定因素引起｡在

这种情况下 ,谐波信号往往混杂在系统的动态变

化中,而且噪声的影响可能更加显著｡本文采用了

下列暂态有噪声谐波信号对本文所提算法进行

验证,其参数信息如式(15)所示｡

�(�) =

��� (30��), 0 ≤ � < 1.0
4 ��� (100��), 0 ≤ � < 1.0
2 ���( 238��), 0.2 ≤ � < 0.5
3 ���( 500��), 0.6 ≤ � < 1.0

(15)

在上述信号中加入了加入 38dB 的高斯噪声,
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对信号进行VMD分解,初始化

K=1,设定 K 的搜索范围为[1, 8],利用分形盒维数

最小值原则优化模态 K｡模态数与分形盒维数值

的关系图如图(7)所示｡由图可知 ,当 K=7 时 ,分形

盒维数最小值趋于稳定并且为最低点 ,最小值为

1.1614｡所以取 K=7 作为 VMD 分解的模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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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时变信号 K 值对应分形盒维数值

Fig.7 The K value of the time-varying signal corresponds
to the fractal box dimension

VMD分解 K = 7的结果､EMD､EEMD分解结

果如图 8-10 所示｡

图 8 时变信号 VMD 分解

Fig.8 VMD decomposition of time-varying signals

图 9 时变信号 EMD 分解

Fig.9 EMD decomposition of time-varying signals

图 10 时变信号 EEMD 分解

Fig.10 EEMD decomposition of time-varying signals

由图 8 可以看出优化后的 VMD 分解中前四

项可以对应原始时变信号中的各个分量 ｡其中

IMF1 对应基波,IMF2 对应 0.6~1.0 时段的 5 次谐

波,IMF3对应 0.2~0.5时段的 119Hz 间谐波,IMF4
对应 0~1.0时段的 15Hz间谐波｡由此可见,优化后

的 VMD 方法成功地将每一时段的信号分量均一



- 8 -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一分解｡在图 9中,IMF1对应 5次谐波;IMF2为基

波,在 0.2~0.5时段为 119Hz间谐波,但是可以看出

存在模态混叠;IMF3 的 0.2~0.5 时段为基波 ,其他

时段为 15Hz间谐波,说明也发生了模态混叠现象

｡因此 ,EMD 方法未能较好的检测谐波间谐波信

号｡在图 10 中 ,IMF1 对应 5 次谐波;IMF2 按时段

先后分别对应 119Hz 间谐波和基波 ,出现了模态

混叠 ;IMF3 前 0~0.6 时段对应基波 ;又可以看出

IMF5 与 IMF6 的频率大致相同 ,为 15Hz 间谐波 ,
说明存在过分解现象｡因此,EEMD 方法同样未能

较好的检测谐波间谐波信号｡

对上述信号进行 VMD 分解得出来的前 4 个

模态分量进行 hilbert 变换得到各个分量的瞬时

幅值与瞬时频率 ,并对其求得平均值 ,所得检测结

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暂态时变有噪声谐波间谐波信号检测结果

Tab.2 Test results of transient time-varying noise
between harmonic signals

幅值/V 频率/HZ

真值 检测值 误差比 真值 检测值 误差比

4 3.9521 0.0120 50 49.9695 0.0006

3 2.8277 0.0574 250 249.6672 0.0013

2 1.9676 0.0162 119 119.6031 0.0051

1 1.0241 0.0241 15 15.9012 0.0601

由表 1 可知 ,检测得到的各分量的幅值与频

率均较精确,检测误差小,接近真实值｡

以上结果表明 :当电力信号中出现时变暂态

间谐波且存在噪声时,本文所提出的VMD参数优

化 K 值方法适用且有效,优化参数后的 VMD 分

解方法能将各分量信息都准确提取出来｡

算例 3:实际谐波信号分析

将基于分形优化的K值的变分模态分解方法

应用于实际信号 v( t )的成分提取中,该信号源于

220KV 变电站电能质量监测仪所获主变高压测

的 C-相电压实测数据[30],采样频率等于 10240 HZ,
采样点数等于 2048,为 10 个周波,即 0.2s｡v( t )图
11 所示:

图 11 实际信号

Fig.11 Real signal

将本文提出的方法用于该实际信号 ,选取惩

罚因子α= 10240,K 值搜索范围为 [1,10],计算出

的各个 K值对应的分形维数值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实际信号 K 值对应分形盒维数值

Fig.12 The K value of the real signal corresponds to the
fractal box dimension value

因此可以看出,对实际信号进行 VMD分解的

K值取为 8,其 VMD 分解结果､EMD､EEMD 分解

结果如图 1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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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实际信号 VMD 分解

Fig.13 VMD decomposition of the real signal

图 14 实际信号 EMD 分解

Fig.14 EMD decomposition of the real signal

图 15 实际信号 EEMD 分解

Fig.15 EEMD decomposition of the real signal

从图 13 可以看出 ,原始信号经过参数优化后

的 VMD 分解方法分解之后,得到的 IMF1 即为频

率为 50HZ 的基波｡同时文献[30]指出:该真实信号

存在丰富的谐波,主要为 5次谐波｡经过 Hilbert变
换,得到 IMF3的平均频率为 249.3HZ,即为五次谐

波｡同时经过 Hilbert 变换,得到 IMF4､IMF5 的平

均频率为 354.2HZ､1549.2HZ,依次为 7次谐波､31
次谐波｡由波形图可以看出 IMF2 为一个暂态的

谐波 ,在 0.06s 到 0.14s 内进行 Hilbert 变换得到

IMF2 平均频率为 105.4HZ,因此是一个暂态的间

谐波｡在图 14 中 ,该信号经过 EMD 分解后 ,IMF1
呈现出很强的模态混叠现象,IMF2 模态混叠也较

严重 ,并且没有分解出频率为 50HZ 的基波 ,分解

效果很差 ,无法得到有效的信息｡在图 15 中 ,经过

EEMD 分解之后 ,IMF1 和 IMF2 同样呈现出严重

的模态混叠现象,并且 IMF3 和 IMF4 频率相同大

致相同 ,说明出现了过分解现象｡这说明 EMD 和

EEMD 无法针对真实的谐波信号进行检测｡

从以上实验结果说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对真

实的电力系统的谐波间谐波信号检测适用且有

效 ,同时具有很高的分解精度 ,对比 EMD､EEMD
方法具有优越性｡

4 结论

本文针对 VMD 方法中需要手动设定的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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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K 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基于分形

优化 K 值的变分模态分解方法｡通过利用 VMD
分解信号的能力 ,该方法可以有效地将电力信号

中的基波和谐波分解出来,并结合 Hilbert 变换来

提取谐波的幅值和频率特征 ,从而实现对电力系

统中稳态和暂态谐波信号的检测｡通过分析与实

验验证,得出了以下结论｡

通过计算不同 K 值下各模态的分形盒维数 ,
并以最小值作为 K 值的分形盒维数值 ,选取分形

盒维数最小值对应的 K值优化 VMD参数 K,成功

解决了传统变分模态分解算法中需要手动设定 K
值的问题,从而实现了信号的最优分解｡

基于分形优化参数的变分模态分解能够有

效地检测出电力信号中频率接近的谐波成分 ,适
用于稳态和暂态谐波信号的检测｡该方法具有很

强的抗噪性 ,并且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 ,优于传统

的 EMD 和 EEMD 分解方法｡

经过参数优化后,VMD 分解得到的虚假分量

数量明显少于 EMD和 EEMD分解,并且这些虚假

分量的幅值较小 ,能够与真实分量区分开来 ,因此

可以大大降低误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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