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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大太阳能发电站明日投入使

用  [2009.10.30]  

2009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拟授奖项目公

告  [2009.12.30]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09.09.26]  

关于名词“智能电网”征求意见的通

知  [2010.02.10]  

关于印发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奖励通报

（2009年度）的通知   [2010.03.15]  

关于组织推荐2010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

励项目的通知  [2010.04.26]  

智能调度使新能源安全接入电网  

            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  罗文德 摄（英大图片） 

       一名工人在新疆哈密光伏发电站拼装太阳能组件。普拉提·尼亚孜摄（英大图片）  

  编者按 什么手段能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安全接入电网？智能调度技术。智能调度与控制手段将风力

发电与光伏发电按一定比例进行配置，并配置适当容量的储能，补充进行人为干预调节，即可变随机为可

调，使风、光联合输出功率过程更能满足用电负荷的需要，达到削峰填谷的最佳状态。即将于年底投产的张

北风光储输示范工程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  

  东京电力公司工程部总经理财满英一：  

  智能电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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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  

  在日本，智能电网所实现的目标有四项，一是接入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二是使用户实现智能用电；三是

让电网更加稳定；四是推进智能城市发展。智能电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  

  那么，日本为什么发展智能电网？原因有三，一是能够接纳可再生能源，二是使电力得到智能化的应

用，三是提高电网安全性。  

  为了更加顺应智能电网需求，日本改进了电力设施，使得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得到应用，目前，日本电网

能够实现5吉瓦风电和10吉瓦太阳能发电并网，地热等分布式能源发电也有不同程度的并网。在客户端，智

能电表也方便用户使用可再生能源。目前，横滨的智能城市项目是东京电力公司诸多智能电网项目中最大的

一个。  

  太阳能和风能具有间歇性和不稳定性，受天气和时间影响较大。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后，电网的稳定

性如何保证？  

  在风电并网方面，日本的风电并网控制由电力公司中央调度中心完成，输配电则采取智能方式。但由于

日本的电力公司区域性比较明显，虽然一些地区非常适合发展风电，但区域狭小，仍然需要几家电力公司共

同合作，以实现大规模风能并网。  

  在太阳能并网方面，日本政府制定了光伏的发展目标，预计2020年太阳能利用是现在的20倍。这是一

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相信智能电网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目标。  

  在电动汽车方面，充电装置的应用是一大挑战。目前，东京电力公司开发的充电装置，充电5分钟可以

行使40公里。由于使用快速充电和普通充电的电压不同，对电网的冲击程度也不同，因此，如何减少充电

对电网的冲击，确保电网安全性还需深入研究。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具备180兆瓦的电池储备能力，能够改进

电能质量，稳定电源和电压。  

  目前，东京电力公司正在为智能电网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努力。比如，现在正在做的客户电力使用可视化

改进。这项技术推广后，不仅客户每小时都可以监控电能的使用情况，而且能帮助电力公司提高电力使用效

率，节省用电。  

  此外，配电自动化系统在东京也已经得到应用，它可以很好地控制电压电流，精确地控制电源质量，锁

定故障地点，有效利用可再生能源。  

  媒体声音  

  在低碳时代里，以风能、太阳能等新兴能源为主的分布式能源的应用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其电网接入是

核心问题，这需要智能电网来解决，我希望在此次大会上找到答案。——科技日报经济社会部主任 翟剑  

  我个人一直很关注新能源的并网问题，风电并网是世界范围的难题，也是值得长期关注的新闻话题。今

天上午的大会内容，我感觉收获很大。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丽丽  



  本报记者 王娟 采访整理  

  中国电科院新能源所所长王伟胜：  

  利用预测手段  

  增加风电利用率  

  过去5年，中国风电装机增长很快，几乎每年都在以106%的速度增长。去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已经

达到40万千瓦。在中国北部的一些省份，因政府不断出台鼓励政策，风电产业发展很快，风电装机已占到

总装机容量的10%~20%。  

  目前，我国87%的风电场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目前已经规划建设在全国7个省区打造8个千万千

瓦级风电基地。据统计，目前国际上有350多个风电场，其中127个已经超过100兆瓦的发电能力。  

  我国风电发展虽然很快，但在最初规划时，却没有全面考虑电网情况及环境因素。这就给电网带来很多

挑战。从空间角度讲，风电的特点是波动性强，平滑效应明显，导致利用率较低。  

  风电的上述特点给电网带来三大挑战。  

  一是长距离输电。我国大部分风电场位于偏远地区，而偏远地区负荷比较低，所以必须向外输送至负荷

较高的沿海地区。目前，中国一些10万千瓦的风电场如何外送成为问题。  

  二是大型风电场风电并网。目前，煤电的发电比例在中国占70%以上，但煤电比较稳定，而风电是随机

和波动的，风电并网后，负荷峰谷差会减小。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力进行负荷跟踪，风能增加之后，输送损失

就会增加。尤其是大型风电场，电网公司很难控制其电压，再加上大部分风机目前没有低电压穿越能力，风

机很容易脱网。今年，我国已经出现数次大规模风机脱网事故，对电网伤害很大。  

  三是标准化运作。我国的风电并网标准比较落后，需要在风电预测、风电调度上加以完善。风电预测包

括很多要素，比如风电场地势分析，风电场历史风力分析等等。风电预测很重要，电网可以基于预测控制发

电量，还可以更好地保护风机。  

  目前，已经有一些风电预测系统在电网调度上得到应用。如果预测能力增强，风电的利用率也会相应提

高。我们应建立风能预测系统，用预测的结果来引导发电安排，增加电力系统灵活接纳风电的能力，增加风

电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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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调度若干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通过技术鉴定  [2010.02.03]  

“基于跨区服务总线架构的智能调度操作一体化运行管理系统研发及推广应用”项目通过技术鉴

定  [2010.03.07]  

河北衡水供电公司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科技项目顺利通过专家论证  [201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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