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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风能资源评估及风电发展前景

逄增强*

华润电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518000

摘� 要：在世界能源紧缺的当下，风力发电得以迅猛发展。在风电行业规模化发展的当下，了解风能资源是重要

的工作内容，对其风场项目的开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对风电项目中的风能资源的评估方法及其问题进行了分

析，希望能为促进风电行业未来可持续稳步发展提供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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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能源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人们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风能属于可再生资源的一种，且其应

用时不会产生污染。在发电成本逐步降低的当下，风能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风力发电场建设中选址是重要的工作内

容，对风能资源评估是选址工作开始的首要步骤，会对风力发电场的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

二、风能资源评估程序

在2011年前的一段时期我国的风电市场发展迅速，但同时暴露了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风电产业的发展[1]。

（一）风电技术薄弱阻碍我国风能发电的健康有序发展

1. 风电属于新兴产业，前期研发投入、风电人才培养不足，导致技术不成熟，大型发电机组靠进口，技术短期内

消化不了，增加了风电成本。

2. 风力发电由于风能间歇性、随机性的影响，是不稳定的，因此需要大规模的电力储存技术。目前，这项技术不

完善导致风电的电力出电具有波动，电力系统不稳定。

3. 国家意识到大力发展风电的必要性，但是没有及时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行业技术标准，导致风电企业管

理不规范、技术不成熟，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二）现在垄断的电力市场制约风电的发展

我国的电力市场以计划为主，电价有国家规定，几乎不受市场经济的制约，导致市场经济环境封闭。在政策有倾

向时，盲目抢占市场上项目，但是技术水平跟不上市场发展速度，造成安全隐患，出现了不必要的事故，导致利润下

降，发展受阻。

（三）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难以同时实现风电的快速发展与并网消纳

国内蕴含丰富风能的地区分布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如新疆、冀北、甘肃、内蒙等，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和人口分布密度的制约，使得风电场当地产生了供大于求的现象[2]。又因为风电输送距离和成本等问题，让风力发

电厂处于极大的尴尬局面。

三、风能资源评估方法

（一）数据统计方法

整合该地区测风塔观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不同数学模型，该地区风能、风功率等相关参数都是基于气象站

与测风塔观测数据上实现。数理统计方法以本地区风速参数为切入点，利用风速统计来评估该地区风能资源，在评估

过程中也会涉及到矩阵法、极大似然估计法和最小二乘法使用。在评估过程中，矩阵法虽然通用性较好，但计算结果

精准性难以保证，可变性因素太多。

（二）数值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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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案例地区地形地貌等相关信息，将其转化为数值，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风电场风能资源进行模拟，数值模拟

方法以空气动力学和热力学基本原理为载体，并结合中尺度数据来评估该地区所分布的风能资源。

（三）风能资源的评估

确定了风速的分布函数及其参数，就可以求出平均风速、平均风功率密度、有效小时数等指标，再根据风能资源

评估标准就能对具体风电场的风能资源进行评估。如图1所示。

图1�风能资源示意图

（四）评估方法分析

目前主要使用的风能资源评估技术主要有三种[3]。一是以气象站原始观测资料为依据进行评估；二是以气象塔所

观测的资料进行评估；三是采用数值模拟的方式进行风能资源评估。

（五）风能资源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1. 以气象站观测资料为依据进行评估的问题

（1）气象站只可观测到10 m左右高度的风能资源情况，无法对风机轮毂高度的风能资源进行判断。

（2）目前国内所建的气象站分布间距存在问题，对于区域的风能资源覆盖面积的测定并不准确，也无法进行准确

的风能储量判断。

（3）大部分气象站建于城镇附近，因此难以得出准确的风能资源评估结果

2. 根据气象塔观测资料进行评估的问题

（1）采用此方法进行风能资源观测，所得出的测风资料缺乏观测时段的统一性，所得出的风能资源评估结果并不

准确。

（2）在观测过程中需消耗大量的人力及物力资源，无法进行大规模观测网的建立。

四、数值模拟评估技术应用分析

（一）测风塔的安装

根据所了解的场址区域的风能资料情况，结合气象站的风资源进行初选风电场场址测风塔高度的判定，并对其进行

安装。要对多个风速仪及风向标安装位置、高度及数量的确定，此外，还要对温度计及气压计的安装位置进行测定。

（二）测风数据的验证

对风电场观测所得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了解数据是否合理与完整，并对缺失的数据及错误数据找出后进行处

理，进而得出一年内持续的测风数据信息[4]。完整性验证时要对各种高度的测风数据与实际所需数据的数量是否一致

进行检查。在合理性检验时要对高度湍流强度值进行判断，确保现场风速、气压以及湍流强度都在合理范围内。此

外，还要进行相关性以及趋势性检验在合理性检验时要对高度湍流强度值进行判断，确保现场风速、气压以及湍流强

度都在合理范围内。此外，还要进行相关性以及趋势性检验。

（三）数据处理

1. 缺测数据与不合理数据处理

如果部分观测点的数据存在缺失，应对缺测数据进行补充处理。如存在不合理数据，对于所有高于相关性及趋势

检验标准的数据，都应使用其他高度的风速与梯度K值的乘积所得出的数据作为替换。以现场观测得到的不同高度的

切变值进行风切变指数的确定。

具体替换公式是V30 m ＝ 1.1130×V10 m；V30 m ＝ 1.1997×V10 m；V60 m ＝ 1.2439×V10 m；V70 m＝

1.2601×V10 m，其中V为各高度处的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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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数据完整率的计算

测风数据有效完整率 = （应测数目-缺测数目-无效数据数目）/应测数目

3. 数据验证结果

采集时间范围为95％以上，最差应该不低于90％。

通过对平均风速、年有效风能密度及有效小时数的计算可知，风电场风能蕴含丰富。从全国角度来看，我国处于

亚洲大陆东南，濒临太平洋西岸，地形复杂，海拔高度落差大，风能储备量很大，具有大力发展风电的基础条件。我

国已经研发出100多种不同装机容量、不同类型的发电机组，风电产业已初步形成，国家也对风电产业予以极大的政

策支持。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风力发电从技术到普及程度都比较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很多的问

题，极大地阻碍了风电行业的发展。

五、我国风电发展前景展望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加快推动我国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有利于实现能源替代、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并满

足整个能源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同时也是目前风电产业核心发展目标。基于此，风电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政策推

动竞价配置与平价上网[5]。为促进风电产业产量提升、技术进步、加大投入以及降低成本，我国在风电行业发展初期

阶段给予风电行业政策支持，推动竞价配置、实现平价上网，积极促进风电行业可持续发展。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是世界最大风电市场，风力资源丰富，加快风电产业发展，不仅可以有效推动国内能源消费结构

优化，也能为整个能源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灵活运用各项政策为风电企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促进技

术及管理水平提高，从而实现我国风电行业未来可持续稳步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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