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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新能源风力发电相关技术研究

姚健男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52

摘� 要：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个国家的能耗也越来越大。本文阐述了风力发电技术的原理、实用价值、

有关技术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以求根据风力发电技术的有效运用，减小不可再生能源的耗费，保护环境资源，为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观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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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会对周围环境

造成重大的污染损坏，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十分

不好。因而，必须对新型清洁可再生资源开展深入分

析，以取代化石能源，减轻环境污染问题，完成生态环

境保护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风力发电技术的应用能

够为人类社会发展给予持续不断的风能，成本费用低，

零污染，具有较高的实用性。文中深入分析了风力发电

技术的应用原理和技术关键点，致力于提升风力发电技

术水准，推动我们国家的持续发展。

1 风力发电技术应用的优势

根据风力发电的高速发展，电费降低迅速，并且风

力发电工作效率高，耗费成本费较低。加上风能的充分

性，在推进风力发电技术的应用中，其经济发展优点会

日益凸显。风能作为一种绿色能源，不容易环境污染生

态环境。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风电建设项目水准下，设

备成本费大幅度下降，局部地区内部结构发电成本小于

发电机组。根据大规模运用风能，还能够控制二氧化碳

的排放速率，对保护环境具备重大意义[1]。

2 风力发电的应用现状

2.1  风能资源分布不均匀
风速是检验风力发电实际效果的关键因素。但是，

在我国风力发电资源遍布不平衡，风力发电资源密集的

地方多分布于沿海地区和西边地区。风电行业基本建设

集中化，很容易出现风力发电产能过剩、地区没电等诸

多问题。为了能进一步促进风力发电的高速发展，必须

进一步加强电力工程远距离运输技术的探索，推动电力

工程资源生产、运输和运用。

2.2  实际发电效果不佳
我国风力发电技术已取得很好的效果，可是却具体

发电量实际效果来说，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无法完全做

到负荷极限值。在风力发电中，提升机组容量不但可以

控制成本，还能够提升发电机组装机量和发电效率。因

而，应当把它当作风力发电科学研究的关键。

2.3  发电机安全性低
风力发电开发运用时间较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会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发电效率和电动机的运作安全性。

现阶段风力发电的安全生产事故多都集中在电动机的

安装好，根本原因是工作人员重视度不太高或是管理模

式不科学，造成发电机组组装存有安全隐患。遇到这样

的情况，技术工作人员必须剖析比较常见的发电机组安

全生产事故，提升根本原因，解决发电机组运作安全隐

患，保证发电机组平稳运作[2]。

3 风力发电技术

3.1  风功率预测技术
风电功率预测分析技术运用的目的在于预测分析和

检测风力发电全面的导出与应用输出功率，利用其功率

科学规范地制订与设计电力能源调度方案，并依据预测

分析时间段和模型不一样设计方案不同类型的预测分析

计划方案。与此同时，预测方法也会有一些一定程度的

误差和差别。按预测分析期归类。依据风能预测分析周

期比较分析，风电功率预测分析有多种形式，包含短期

预测、超短期预测和长期预测。因而，从实践应用的角

度看，超短期预测关键紧紧围绕风力发电的实时调度；

短期预测一般将与设备和预留资源的生产调度紧密结

合。中远期预测分析绝大多数会用以服务器维护，风能

和新能源技术的稳定评定这些。按分析模型归类。融合

分析模型的比较分析，风力发电新能源技术输出功率在

具体预测分析里的预测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其一

物理法；其二统计法；其三组合模型法等等。

(1)此方法通常采用有关的仿真模拟设备，及时查
看天气预报状况，预测分析其地理位置的风向、标准气

压、相对密度等全部主要参数。(2)统计方法。此方法通
常采用函数式，运用与原始记录之间的关系测算预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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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数据信息，剖析二者之间相关性，最大程度地算出对

应的结论。(3)组合模型法，它并不属于专门测算预测方
法，其核心的作用是把各种电力工程预测方法高效地组

合在一起，在一般情况下，搭建和制造出切合实际状况

的分析模型。除此之外，还应当合理融合不一样预测分

析的优势，在具体预测分析中获取恰当、规范的回答和

效果[3]。

3.2  风电机组功率调整
目前，因为进一步平稳能源供应，提升风能利用

率，必须有效运用风力发电机组输出功率调节系统，使

风能转换的电能转换为电能。具体来说，在风力发电机

组实际应用中，因为风力发电发电机组中各部位的冲击

韧性、容积等多种因素限制，风力发电机组平稳安全度

很有可能不能满足现阶段风力发电全面的工作需求。为

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有效运用风力发电机组输出功率调

整技术。当风力发电机所在环境中的风能较钟头，全部

风力发电机组发电能力需要由风力发电机组风能捕捉水

平来调节。当离心风机所在环境中的风能大的时候，考

虑到风机总体承载能力、发电能力等多种因素。根据适

当调整风力发电机设备捕捉水平，还可以在防止风力发

电机负载难题的前提下确保风力发电机设备稳定性。现

阶段，风力发电发电机组常见的输出功率调整技术是变

桨距控制技术。从总体上，桨距控制技术是一种根据调

整桨距来调整风力发电机输出功率技术。在实际应用

中，风力发电机设备输出功率会受外界风能密度危害。

假如风力发电机设备功率小于或高过额定功率，桨距控

制技术会自动调节桨距角，进而保证风力发电机既不能

超过最大功率，都不会远远低于最大功率。变桨距控制

技术是一种主动控制技术，其新发展的趋势是集中化变

桨距控制与单独变桨距控制。在其中，单独桨距控制技

术要在统一桨距控制的前提下发展起来一种桨距控制技

术。在具体使用时，单独变桨距自动控制系统也可以根

据叶片不一样运行状况调节叶子视角，进一步降低发电

机组负载，提升设备运作可靠性。因而，在当前的风电

机组应用过程中，独立变桨技术的应用效果和环境适应

性更好。

3.3  无功电压自动控制技术应用
无功电压自动控制技术，协同运用无功电压自动控

制系统分系统、附设视频监控系统等，能够提升风力发

电全面的自动化程度。运用该技术时，视频监控系统能

够集成应用，也可作为单独模块运作。在实际运行时，

必须安全监测、全方位收集无功功率工作电压数据信

息，随后利用通信网络将传送数据意见反馈到综合监控

系统。一般情况下，风力发电系统软件能够利用远程操

作或是现场控制的形式对无功功率工作电压加以控制。

前面一种会自动跟踪无功功率工作电压的保障措施，后

面一种必须利用设定的并网点工作电压总体目标曲线图

完成控制。运用无功电压自动控制系统技术，能够人工

干预分系统的工作状态，人力开启或是闭合风电场中的

有关机器设备，并对系统投退开展机械自动化。协同运

用人工控制与自动化技术，能够确保风电场机器的靠谱

运作，能够充分运用风电机组无功功率调节功能，把无

功电压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一旦风电机组无法对无功

功率进行控制，必须运行动态无功补偿系统进行无功补

偿，进而确保无功功率流动合理化[4]。

3.4  变桨距风力发电控制技术
“变桨距”指通过更改离心叶轮的形态调节离心叶轮

的垂直投影方位。大体上，将叶子竖直路面时的视角界

定为0°，水准时的视角界定为90°，从90°转至0°称为开
桨，相反称为顺桨。风力发电机设备高效率也会随着风

力的提升而升高，当风力在3～8m/s时，叶子所有张开；
假如风力超出8m/s（很有可能为10m/s），叶子整体承受
能力减少，发电机组负载减少，这时功率并没有随风速

减少，仍然能够长期保持导出；当风量为20m/s时，叶子
完全顺桨，发电机组停止运行，并且通过变桨方法确保

发电机组负载降到最低，必须在最大速度前捕捉较多驱

动力，与此同时确保叶子传动比在最合适水准，进而提

升功率。变桨距风力发电控制技术的优势是能够依据风

力的变化调节输出功率，其叶子承受力小，更加灵活精

致，能最大程度地开展热传递，并在大风力段保证功率

输出的稳定。但是该技术也存在着变桨构造繁琐、费用

较高问题，倘若风力太大的时候不取回，风机总体负荷

会增加，可能导致毁坏。

3.5  风力发电智能控制技术
目前，要科学促进智能化技术的高速发展，要解决

薄弱点，提升技术短板。近几年来，各种智能化技术被

用来风力发电控制，控制器设计技术是常见技术的一

种，其详细介绍如下所示。

（1）控制器设计技术是一种广泛性智能控制系统技
术，其特点是把专家经验与知识与技能描述为控制的话

语规范，不依附控制对象的精确数字模型，能够解决非

线性系统环境的影响。比如，笼式同步电动机能用控制

器设计技术追踪发电机转速，完成较大空气动力学高效

率，还可以通过计算负荷后磁链接提高发电机组逆变电

源设备效率，提高发电机转速掌控的可延展性。与此同

时，依据输出功率偏差变化，也可以获得额定值风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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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功率。在调速恒频无刷电机双馈风力发电机里选

用控制器设计技术，可以提升全面的扩展性和抗干扰能

力，可以捕捉到比较大风速，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2）控制器设计技术的缺陷是防止精度低、稳态误
差大，而且需要权威专家专业技能，缺乏自适应能力。

对于此事，能够运用神经元网络技术，利用对于离散系

统方式的非线性映射水平、自学习的能力以及自收敛性

水平，提高控制精度、降低偏差。在风力发电系统中应

用神经元网络技术，也可以根据过去观察所得到的风速

数据和信息剖析风速的变化趋势。比如，在变化桨距风

力发电机身运用神经元网络技术既能利用网络学习与调

节特性参数完成对风速的主要捕获及降低机械设备承

载力转距。也可以依照风速数据和信息和风力发电机设

备动态性能，建立基于神经网络的最优控制方式，利用

数据库人工智能算法，从观测数据中总结规律，利用规

律性预见未来的数据和信息或无法检测的数据信息，有

效控制工作全过程。在风力发电系统中，依据发电机组

工作上获得的核心业务科学研究电动机的动态特性与特

点，融合机械学习、风力转换控制技术，能解决离心风

机管理上的问题[5]。

3.6  风电接入网技术
风力发电传输网技术做为风力发电技术中比较重要

的一种技术，主要是以分布式系统连接技术和集中化连

接技术为主导。分布式系统连接技术更适宜运用在一些

经营规模比较小的风电场中，则在10kV或者35kV的电
力网中运用效果明显。这种电力建设时存在一定的渗透

性，选用分布式发电方式连接电网系统，每一个开关电

源点容积比较小，可以确保电力网平稳的运转。集中化

连接技术在一些规模庞大及远距离传送电力工程的风电

场中更具有适用范围。根据对于风电场或者好几个风电

场的电能进行统一，并经过变电器开展变换，上升工作

电压，凭借电力线路把它传至终端设备。根据选用集中

化连接技术，能够实现大中型风电场或者好几个风电场

电能的集中化运输。

4 风力发电技术发展的展望

4.1  大容量风电系统
当大众对风力发电技术更加关心与此同时，不仅风

力发电全面的经营规模不断发展，并且结构也极为繁

杂。目前，在我国风力发电设备在开发与实践应用中依

然存在着众多存在的不足，造成技术方面的问题在目前

并未处理和处理。因而现阶段风力发电机组容积不断发

展，造成了风力发电全面的构造在规划和控制中极为不

易。因此不久的将来，理应持续运用与引入一个全新的

材料和机器设备，确保它在实践应用中安全系数与稳定

共存，从而确保其技术能够长期稳步发展。

4.2  深海远海风电场技术
对当前的风能资源分布特征开展调研分析后不难发

现，相比陆上风力，水上风力更加平稳与丰富多彩，目

前，为了方便达到人们对于风力发电网络资源的需要，

在海面基本建设大量、单机容量更多的风电机组，变成

进一步达到现阶段人们对于风力发电数据需求的重要途

径之一。近些年，伴随着科学合理技术的飞速发展，现

阶段临海地区已成功基本建设了一些海上升压站，但相

比广阔的海洋，基本建设海上风电机组的地区总面积比

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水上风速资源消耗。在新

形势下科学合理技术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为着力解决

以上问题，远海、海底风电场技术的探索及应用，变成

促进风力发电技术稳步发展，达到现阶段大众对电力能

源供货市场需求的关键工作之一[6]。

5 结束语

总体来说，绿色发展理念是新能源技术利用的主要

前提条件，必须运用各种技术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利用高

效率。目前，在我国已经形成全球最大风力发电销售市

场，对绿色环保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我

国风力发电起步较晚，为了保证风力发电效率，缓解在

我国能源危机工作压力，必须强化对风力发电以及控制

技术的应用，促进在我国风力发电工作可持续发展观。

参考文献

[1]张跃嘉.风电新能源发展与并网技术分析[J].区域治
理，2019（36）：57-58.

[2]陈嘉霖，周宏志，周星驰.风电新能源发展现状及
技术发展前景研究[J].中国新通信，2020（19）：146-148.

[3]梁立翔.新能源发电风力发电技术研究[J].农村经济
与科技，2021，32（20）：5-7.

[4]史佳钰.新时期新能源风力发电相关技术研究[J].电
子世界，2021（13）：8-9.

[5]曲文浩.风力发电技术探讨[J].光源与照明,2021(9): 
52-53.

[6]方婷.低碳经济环境下新能源技术研究[J].环境工
程,2022,40(5):334-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