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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多智
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s, 

MAS）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电力系统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
施，其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对于社
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MAS在解决复杂问题、提高系统效率
和鲁棒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将多智能体协同控制技术应用于电力
系统，有助于提高电力系统的智能化
水平，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背景与意义



多智能体系统概述

01

多智能体系统是由多个具有自主性、交互性、反应

性等特性的智能体组成的集合。

02

智能体之间通过通信、协商、协作等方式实现共同

目标。

MAS具有分布式、并行性、自组织、自适应等特点

，能够处理复杂、动态、不确定性的问题。

03



协同控制是指多个智能体通过

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某项任务

或实现某个目标的过程。

协同控制能够提高系统的整体

性能，增强系统的鲁棒性和适

应性。

协同控制概念及重要性

协同控制是多智能体系统的核

心技术之一，是实现多智能体

系统优势的关键。

在电力系统中，协同控制能够

实现多个分布式电源的协调优

化运行，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

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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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智能体协同控制发展历程



1

2

3

多智能体系统的概念开始被提出，研究者们开始

探索多个智能体之间的协同合作问题。

20世纪80年代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们提出了多智能体协同控制

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框架，为多智能体系统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早期理论框架建立

在电力、交通、军事等领域，研究者们开始尝试

将多智能体协同控制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中。

初步应用尝试

早期研究阶段



理论体系不断完善

随着研究的深入，多智能体协同

控制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包括

协同控制算法、协同感知与决策、

协同规划等方面。

新型算法不断涌现

研究者们针对多智能体协同控制

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新型

的算法，如分布式优化算法、一

致性算法、群集智能算法等。

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多智能体协同控制的应用领域不

断拓展，已经涉及到智能电网、

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无人机编

队等多个领域。

近期研究进展与突破



智能化程度更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多智能体系统将会更加智能化，能够更好地适应复

杂多变的环境。

协同性更强

未来的多智能体系统将会更加注重协同性，能够实现更加紧密的协同合作，提高整体效率。

应用范围更广

随着多智能体协同控制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应用范围将会更加广泛，将会涉及到更多的领

域和行业。同时，多智能体协同控制也将会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形成更加强大的综合性技

术。

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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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智能体协同控制关键技术



03

通信协议设计

制定多智能体间通信的规范和标准，确保信息传输的准确性和

实时性。

01

无线通信技术

利用无线电波进行信息传输，包括Wi-Fi、蓝牙、ZigBee等。

02

有线通信技术

通过物理线路进行数据传输，如以太网、光纤等。

通信技术



传感器技术

应用各类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等，
实现环境信息的获取。

数据融合技术

对来自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融合处理，提取有用信息，提高感
知精度。

感知决策技术

基于感知信息，进行智能判断和决策，为多智能体协同控制提供
依据。

感知与感知融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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