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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新能源的发展和应用与电气节能技术

郑 刚

中油国际（伊拉克）哈法亚公司 北京 100012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伴随着电

力能源的应用领域愈加广阔，电能的消耗越来越大，部分地区甚至一度面临电力能源紧缺的问题。一方面，人们不

得不考虑电气节能问题，从需求上尽量降低电能数量，有效节约电能；另一方面，2021年9月以来，全球能源价格飙

升，一场能源危机席卷而来，至今仍未完全缓解。当前，全球能源格局处于深度调整中，清洁低碳能源取代传统的化

石能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需从源头上缓解电力能源紧缺问题—— 新能源的进一步开发及应用已是大势所趋。因

此，通过介绍这两方面的内容，以期对电气节能以及新能源的发展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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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电气节能技术与电力新

能源被广泛应用于各大领域。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使

得电气节能技术与电力新能源的发展和应用成为我国社

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其能有效减少电力能源的整体

消耗，避免电力资源浪费。因此应加大对电气节能技术

的研究力度，使电气节能技术与电力新能源的发展和应

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1 电气节能技术的应用

优化电网配置*

由于发电厂与用户通常分隔两地，所以必须要通过

电力网络进行电能输送，进行输电与配电。在电能输送

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损耗问题。其中可以降低的这

部分损耗为无功电流以及谐波引起的电能损耗。所以在

电网运行时抑制谐波，同时进行无功功率的补偿，可以

有效地降低网损。对于谐波的抑制，电网侧的主要措施

可以考虑适当加大供电系统短路容量、提高供电系统的

电压等级、加大供电设备的容量、尽可能保持三相负载

平衡等措施，同时在电网中加入有源/无源滤波装置，串

联电抗器等方式可有效地消除特定次数谐波。对于整个

电网中的负荷，由于电机、变压器等设备的大量存在，

使得负荷基本都呈现出感性，且需要吸收大量的无功功

率。这就导致无功电流在电网中传输，进而形成损耗。

但是这部分无功功率可以通过集中、分组或就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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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偿，从而避免其传输带来的损耗。对于无功功率

补偿，其中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并联电容器并配合系统参

数实现自动投切，因为电容性负载可以发出无功，所以

能减少无功电流在电网内远距离传输带来线路损耗。针

对这两个方面进行电网参数的优化，有助于减少网络线

路损耗，电气节能效果显著[1]。

变压器节能设计

在电力系统中，变压器是电力系统中的关键设备之

一。由于变压器广泛的存在于电力网络中，所以损耗也

贯穿于整个变压器运行过程。变压器内的损耗主要分为

“铁损”和“铜损”。“铁损”是在变压器工作时，变

压器两端需要经过磁场进行耦合，才能进行电压等级的

转换，而在磁场生成后，会在变压器铁芯内产生涡流，

其发热所带来的损耗，即为“铁损”。“铜损”则是由

于变压器内部绕组的自身阻抗所带来的损耗。这些损耗

均是由变压器的结构以及原理所带来的，是不可避免

的，只能通过优化内部结构及设计进行降低。由于变压

器损耗占全网损耗的约1/10，所以降低变压器损耗势在必

行。对于“铁损”，其主要发生在变压器的铁芯内部，

主要是由于磁滞以及涡流所形成，所以当今的节能变压

器主要采用非晶态磁性材料。由这种材料制作而成的变

压器铁芯具有低噪音、低损耗等特点，其“铁损”相比

传统硅钢变压器可降低约一半以上，电气节能效果显

著，极具应用前景。

电机驱动方式的调整

电机作为我国电力企业中最容易和最经常用到的设

备，在新阶段我国电力发展的过程中，电机的使用仍存

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假如可以将电机的模式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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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和发展，就可以实现电机的节能管理。但为什么

不能将此计划实施呢？原因在于电机的成本制造和使用

过程都有不小的消耗，如果要从这两方面入手则要对电

机的制作材料进行成本管理，且目前市面所流通的电机

成本材料并没有符合这一优化建议所需求的，所以无法

实现。并且我国在一些有关电机方面的新材料投入中仍

旧存在问题，直接导致了电机的需求提高，故成本无法

下降[2]。但可以从电机驱动方式入手，比如选取相应的软

启动器、变频器来匹配电机的负载特性、启动特性及运

行特性，确保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处于最优工作状态，这

样不但可以有效降低其有功损耗和无功损耗，还可以提

高功率因数，达到节能目的。

照明节能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灯具照明是必不可少的，使得

照明一类负载在电网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因此对于照明

节能问题必须给予重视。一方面，科研人员需要不断的

设计开发新型的节能灯具，从原理结构上降低其自身损

耗。例如，从传统的白炽灯历经4代发展到LED光源，电

光功率转换率接近100%，照度相同的情况下比传统光源

节能80%以上。另一方面，在灯具的使用中，往往由于排

布、开放时间等主观原因造成大量浪费，从这个角度出

发，本小节主要探究了如下几点：

应该充分利用自然光在自然光充足的前提下，

适度减少对灯具的使用。

应该根据不同场合的照明要求不同，采取不同

的照明灯具，并优化其布置，做到各司其职，物尽所长。

对于人流量较少、活动较为频繁的地方，照

明应该根据人体活动进行“智能”照明，即有人时进行

适当照明，人离开后结束照明，达到节能的效果，如光

控、声控、红外感应开关等方式 [3]。

2 电力新能源的发展及应用

电力行业除了要应用电气节能技术，还要进行电力

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真正实现绿色环保。在经济迅速

发展的时代，我国各行业对电力能力的需求非常大，但

由于电力资源短缺，如何开发电力新能源，以缓解我国

电力能源紧缺现况，实现电力行业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

展成了重要议题。

无论是开发还是研究电力新能源，其未来的发展空

间都极为广阔，都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中，

深入研究电力新能源的开发，能显著减少资源损耗，

实现绿色环保目标。与传统的电力能源相比，新能源无

论是在具体应用还是在推广方面都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价

值，不仅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还可以节约大量资源，

大力研究电力新能源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

建立绿色环保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风能的开发和利用

在电力新能源中风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应用效

果也是相当显著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当前我国能源

紧缺的局面进行缓解，充分运用风能向电能转换， 可以

大大提升电能的有效利用率。国家能源局公布的2021年

前三季度风电新增并网数据显示，2021年1-9月期间，全

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1643万千瓦，其中约有60%分布在中

东部和南方地区，约40%分布于风电传统区域“三北”地

区。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风电的核心技术及设备制

造水平仍旧存在差距，需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地热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我国地热资源类型多样，目前已发现的中高温地

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高温地热系统达200多

处，总的热储热能约为115亿吨标煤，占全国热储热能

的81.6%，水热型中高温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折合标准

煤约1800万吨，发电潜力约7120兆瓦，具有储量大、分

布广、质量优等特点。地热能是清洁环保的新型可再生

能源，应根据地热能资源特点和当地用能需要，因地制

宜开展浅层地热能、中层地热能和深层地热能的开发利

用。结合各地地热资源特性及各类地热能利用技术特

点，开展地热能发电、地热能供暖及地热能发电、供暖

与制冷等多种形式的综合利用，同时可以将地热能与其

他化石能源的联合开发利用，提高地热能开发利用效率

和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比例[4]。

太阳能的开发和利用

太阳能发电在我国电力新能源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通常是借助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形式，这样能够在

很大程度上真正满足用户对电力的实际需求，而且还能

够将太阳能转换的剩余电能向电力系统内部输送，运用

这种形式的太阳能发电，具有强大的优势。2021年，

全国光伏发电量3259亿千瓦时，较上年增加648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24.82%，约占全国全年总发电量的4.0%。

2021年全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54.88GW，较上年增

加 ，同比上升13.9%，新增装机容量为全球第

一。故充分利用光伏太阳能发电，既能够为本地用户及

电网提供所需的电力能源，同时还发挥着节能环保的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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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核能在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

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国家综

合实力和保障能源安全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5]。近年

来中国核电装机容量整体保持稳定增长，2021年我国核

电装机容量达5326万千瓦，同比增长6.75%。2016-2021

年中国核能发电量产量稳步上升，2021年中国核能发电

量为4071.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17%；约占全国总发

电量的5.02%。但较发达国家相比，核电发电占比仍旧较

低，核心技术水平需进一步提高，同时对于建设周期及

研发成本较高，及核废料的安全处置问题仍待解决。故

核能广泛的使用和推广应开拓新方向，探索新模式，平

稳、有序、渐进地发挥其综合能源作用，优化其特性，

并与其他能源形成有效配合互补，促进核能和可再生能

源之间的可持续合作。

结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及能源需求

的持续增长，电力能源的紧缺问题日趋严重。一方面需

要从供给端减少电能的损耗，达到缓解电能紧缺的目

的。目前的主流技术可以概括为降低网损、设备结构优

化，智能控制等。另一方面，面临传统电力能源逐步枯

竭局面，新能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势在必行，主要形

式有风能、地热能、太阳能、核能等。本文对电气节能

技术进行分析介绍，并对电力新能源的相关技术进行展

望，以期对电气节能技术与电力新能源的发展与应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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