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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选址的影响因素及我国风电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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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风电场选址是影响风电场建设和运营效益的关键因素，涉及风能资源、经济性、环境影响、气候灾害和

电网因素等多个方面。本文详细分析了这些影响因素，并结合我国风电场建设的现状、规划布局、技术发展以及未来

发展潜力与挑战，探讨了我国风电场建设的综合情况。通过优化选址策略和技术创新，我国风电场建设有望实现更高

效、更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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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增

加，风电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应用

日益广泛。风电场选址作为风电场建设的首要环节，对于

提高风电场的发电效率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

讨了风电场选址的影响因素，并结合我国风电场建设的实

际情况，为我国风电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风电场选址的影响因素

1.1  风能资源
风能资源是风电场选址的首要条件。风速、盛行风

向和风能资源分布都是评估一个地点是否适合建设风电

场的重要指标。（1）风速：风能的大小与风速的三次方
成正比，这意味着风速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风能的巨大

差异。例如，当风速相差1倍时，风能就会相差8倍。选
择一个风速高且稳定的地点，对于风电场的发电效率和

经济效益至关重要。在实际选址过程中，通常会通过气

象观测站的数据或风资源评估软件来评估目标地点的风

速情况，并结合历史风速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风

速是否满足风电场建设的要求。（2）盛行风向：盛行风
向的稳定性对风力机的排列和输出效率有着重要影响。

如果风向不稳定，风力机就需要频繁调整叶片的角度和

转速，这不仅会增加设备的磨损和故障率，还会降低发

电效率。在选址过程中，需要分析目标地点的盛行风向

和风向变化频率，以确定是否适合建设风电场。（3）风
能资源分布：风能资源的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

括地面粗糙度、地形、海陆分布等。地面粗糙度是指地

面覆盖物的粗糙程度，如植被、建筑物等。地面粗糙度

越大，对风的阻碍就越大，风能就会相应减少。地形也

会对风能资源产生影响，如山谷、山顶等地形会形成特

殊的风场效应，对风速和风向产生影响。海陆分布也是

影响风能资源分布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沿海地区的

风能资源较为丰富，因为海洋对风的调节作用使得风速

更加稳定且风力更强。

1.2  经济性
经济性是风电场选址的另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装机

成本和发电成本是衡量风电场经济性的两个主要指标。

（1）装机成本：装机成本包括风电场的建设和运营成
本，主要涉及到风力机、塔架、电网连接等设备的购置

和安装费用[1]。这些费用会直接影响到风电场的投资回报

率和经济效益。在选址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目标地点

的土地成本、施工条件、设备运输等因素，以确定装机

成本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2）发电成本：发电成本是
指风电场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设备维护、人

员工资、电力损耗等。年平均风速对发电成本有着直接

影响。风速越高，风力机就能更多地捕获风能并转化为

电能，从而降低发电成本。在选址过程中，需要分析目

标地点的年平均风速和风速分布特征，以确定发电成本

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还需要考虑风电场的运营效率和

寿命周期成本。运营效率越高，风电场就能更多地发电

并降低发电成本；寿命周期成本越低，风电场的长期经

济效益就越好。在选址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目标地点

的自然条件、设备性能、运营策略等因素，以确定风电

场的运营效率和寿命周期成本是否满足要求。

1.3  环境影响
环境影响是风电场选址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风

电场的建设和运营会对周边环境和居民产生一定的影

响，包括噪声、电磁干扰以及对微气候和生态的影响

等。（1）噪声：风力机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噪
声，对周边环境和居民产生影响。噪声的大小与风力机

的类型、转速、叶片数量等因素有关。在选址过程中，

需要分析目标地点的噪声限值和居民分布情况，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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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是否会对周边环境和居民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噪声

超标或可能对居民造成干扰，就需要采取相应的降噪措

施或选择其他地点建设风电场。（2）电磁干扰：风电场
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电磁场和电磁波，对周围电子设备

产生干扰。这种干扰可能会影响通信设备的正常工作或

造成数据丢失等问题。在选址过程中，需要分析目标地

点的电磁环境敏感性和电子设备分布情况，以确定风电

场是否会对周围电子设备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可能产生

不良影响，就需要采取相应的电磁屏蔽或滤波措施来减

少干扰。（3）对微气候和生态的影响：风电场的建设和
运营会对局部气候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例如，风力机

会改变局部的气流和温度分布，从而影响气候特征；风

电场的建设还可能占用土地并破坏植被，对生态环境造

成破坏。在选址过程中，需要分析目标地点的气候特征

和生态环境状况，以确定风电场是否会对微气候和生态

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就需要采取相

应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来减少影响。

1.4  气候灾害
气候灾害是风电场选址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

素。极端天气和其他灾害可能会对风电场和风力机造成

严重的破坏或影响正常运行。（1）极端天气：如台风、
龙卷风等强风暴可能会对风电场和风力机造成严重的破

坏。这些极端天气现象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强等特点，

可能会对风电场的基础设施和设备造成严重损坏。在

选址过程中，需要分析目标地点的气象灾害历史记录和

预测数据，以确定极端天气是否会对风电场造成严重影

响。如果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就需要采取相应的防灾减

灾措施来降低风险。（2）其他灾害：除了极端天气外，
还有其他一些灾害可能会对风电场产生影响，如雷电、电

线积冰、沙尘暴、大雪、盐雾等。这些灾害可能会对风电

场的设备造成损坏或影响正常运行。在选址过程中，需要

分析目标地点的灾害类型和发生频率，以确定是否需要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来减少灾害对风电场的影响。

1.5  电网因素
电网因素是风电场选址中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风电场与电网的连接情况以及风电场输出功率的波

动对电网稳定性的影响都需要进行仔细分析。（1）电网
连接：风电场与电网的连接情况包括输电距离、输电线

路容量等因素。输电距离越长，输电损耗就越大，对风

电场的发电效率和经济效益产生影响；输电线路容量不

足可能会导致风电场输出功率受限或无法并网发电。在

选址过程中，需要分析目标地点与电网的连接情况，以

确定是否需要建设新的输电线路或扩容现有线路来满足

风电场的并网需求。（2）对电网的动态影响：风电场输
出功率的波动会对电网稳定性产生影响。由于风速的不

稳定性和风电场输出功率的波动性，风电场可能会给电

网带来额外的负荷波动和电压波动等问题。在选址过程

中，需要分析目标地点所在电网的结构和稳定性状况，

以确定风电场是否会对电网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可能产

生不良影响，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来减少风电场

对电网的影响，如安装储能设备、调整风电场的输出功

率等。

2��我国风电场建设

2.1  发展现状
（1）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装

机容量呈现出了迅猛的增长态势，成为全球海上风电发

展的重要力量。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

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千万千瓦大关，并且保

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一成绩不仅展示了我国在新能

源领域的强劲实力，也预示着海上风电将成为我国未来

能源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排名

中，我国已跃居前列，与欧洲等传统海上风电强国并驾

齐驱。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

风电企业的技术创新。随着国家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重视

和投入，海上风电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的快

速增长，也得益于我国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优越的海风条

件。沿海地区风速较高，且风力资源稳定，非常适合发

展海上风电[2]。我国海上风电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单机容

量不断提高，发电效率大幅提升，使得海上风电的经济

性和可行性得到了显著提升。（2）风电产业链：我国风
电产业链的发展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风电产业链涵

盖了风电机组、叶片、齿轮箱、发电机等关键部件的研

发、制造和销售等多个环节。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风

电产业链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并且具备了

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在风电机组方面，我国已经拥有了

自主研发和生产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的能力。国内风电企

业通过与国外先进企业的合作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不断提高自身技术水平，逐步打破了国外企业的技术垄

断。我国风电企业还在不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

风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升级。在叶片、齿轮箱、发电机

等关键部件方面，我国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2.2  规划布局
（1）海上风电基地：为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的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国家已经规划了五大千万千瓦级海上

风电基地。这些基地分别位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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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南等沿海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海风资源和良好的

产业基础。各地政府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台了相应

的海上风电发展规划。这些规划明确了海上风电的发展

目标、布局和重点任务，为海上风电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政策保障。各地政府还加强与风电企业的合作，推动

风电项目的落地实施，促进海上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

（2）能源走廊：除了五大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外，
我国还初步形成了北起辽宁大连，南至广东阳江的海上

风电能源走廊。这条能源走廊贯穿我国沿海地区，连接

了多个海上风电基地和重要的能源节点，为我国海上风

电的输电和消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3  技术发展
（1）风机技术：我国海上风电机组的技术发展取得

了显著的成就。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我国海上

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不断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也得到了

大幅提升。在风机设计方面，我国已经掌握了先进的空

气动力学设计和结构优化技术，使得风电机组的发电效

率和可靠性得到了显著提升。我国还在不断探索和研发

新型的风机技术，如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等，以适应不

同海域和风速条件下的发电需求。在风机制造方面，我

国已经具备了自主研发和生产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的能

力。国内风电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自主研发

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

（2）关键技术装备：除了风机技术外，我国在大容量
风机、远距离输电、深远海施工运维等领域的核心部件

和关键技术装备的研发和批量制造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

展。在大容量风机方面，我国已经成功研制出了多款大

型海上风电机组，并且逐步实现了批量生产和商业化运

营。这些机组具有发电效率高、运行稳定、维护方便等

优点，为我国海上风电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远

距离输电方面，我国已经掌握了先进的输电技术和设备，

如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等[3]。这些技术和设备可以实现海上

风电的远距离输电和高效消纳，为我国海上风电的规模化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深远海施工运维方面，我国已

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施工运维体系和人才队伍。国

内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合作，不断加强

技术研发和创新，提高施工运维效率和质量。

2.4  未来发展
（1）发展潜力：我国海上风电的发展潜力巨大。随

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增加，海上风电

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和支持。我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优越的海风条件，

为海上风电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未来，

我国将继续加强海上风电的规划布局和技术研发，推动

海上风电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2）挑战与机遇：我
国海上风电发展既面临着挑战也迎来了机遇。一方面，

海上风电的发展需要克服技术瓶颈和产业链建设短板等

问题。在风机设计、制造和运维等方面需要不断提高技

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产业链建设方面需要加强上下游

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发展。另一方面，海上风电的发

展也迎来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

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增加，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等

因素的推动，海上风电将成为未来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

之一。面对这些挑战和机遇，我国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

加以应对。一方面，需要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力度，推

动关键技术的研发和突破；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产业链

整合和协同发展力度，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创新

能力。

结束语：风电场选址是一个复杂而关键的过程，涉

及多个方面的因素。通过综合考虑风能资源、经济性、

环境影响、气候灾害和电网因素等，可以优化风电场的

选址策略，提高风电场的发电效率和经济效益。未来，

我国应继续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力度，推动关键技术的

研发和突破，加强产业链整合和协同发展力度，提高整

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实现风电场建设的更

高效、更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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