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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技术在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应用

王 健
国家电投集团山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 济南 250003

摘 要：由于中国国家经济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能源消耗日益增加，同时随着

大量化学燃料如电力、天然气等的大规模应用，带来的环保问题也日益突出，而全球都将注意力投向了发展清洁能

源，所以，如何充分利用太阳能、风电等洁净再生能源，对减少每一次的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就变得尤为重要。

储能技术仍面临许多无法预见的危险，导致风能发电系统的运营安全性不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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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迅速深入和市场经

济的迅速全面发展，人民追求的基本生活条件获得了改

善，对水电能源系统的用电要求将不断提高。以风能发

电系统为基础的发电技术，很有必要地对该技术进行了

系统研发，以避免风能发电时系统电源的重复变化，以

保证电力效率要求，从而保证了风能发电技术系统的顺

利运转。由于储能技术的提出，极大程度地降低了资源

的损耗，并使能源的使用率达到最优化，从而适应了目

前人们对能源的要求。

1��光伏发电系统的概述

光伏发电体系中使光能通过向电能进行转换时所利

用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利用零点五导体截面的光伏特效

应。在此系统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太阳能电池板、

控制器和逆变器等。而与传统的火力发电形式比较，此

种发电体系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其采用的一次

能源主要是太阳光，并具备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

性。而且由于太阳光的分布范围具有广阔的优势，所以

只要存在大量太阳光就能够实现光伏的开发，而不受区

域的局限影响。该种发电方式既不需要对煤气等资源加

以燃烧，也不需要进行电缆的架设就能够进行，因此有

着简单和快速的优点。但是因为这种发电方法具有相对

较小的太阳光能量范围，同时其采用的太阳电池板的体

型又比较大，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因子的影响硬性，同时

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板在制造过程中要耗费较多的能

量甚至会产生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

2��储能技术在风力发电系统中的重要性

首先，由风能储能机组件和储能电池组成的风能储

能和风能储能系统可以与更优秀、合理、高效的能源技

术有机结合，创造出更高效、稳定、安全可靠的能源。

电池材料自放电技术性能相对稳定，成本较低，不会对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目前，有大量的原材料生产和储能

设备用于加工和生产各种可充分利用、回收或再利用的

电池储能材料。其次，用于分布式储能和其他设备的大

型电池也可用于更大规模的调峰和填补全球互联网基础

设施的低谷。例如，抽水蓄能、压缩液化空气机系统等

技术已经成为满足蓄能技术功能要求的发电机组设备，

一台机器可以完全废除，可以长期连续运行。降低因风

轮机系统的部署而产生的大型运行机组负载的压力。再

次，电力系统的最小允许频率变化率也应自动保持或控

制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因此也有必要手动调整当时风

电机组系统的最小额定最大有功功率。储能和调频传输

技术还可以通过该技术充分考虑现有传统小型风电网络

的储能和调频。这不仅可以确保传输能量的长期和持续

保存，还可以实际确保能源网络的零损耗[1]。最后，变频

储能和储能技术也为整个光伏清洁风力发电复杂应用开

发系统开发智能在线跟踪系统和实时能量负荷分析提供

了另一种综合应用方法。

3��在光伏发电系统中应用储能技术的积极作用

3.1  有利于提升光伏发电系统的稳定程度
在光伏发电体系中运用储能技术，就可以对发电利

用在高峰期的状态做出优化与调节。储能技术可以调节

发电峰值的输出功率，从而储存光伏发电系统所产生电

能，在发生发电的应用高峰期时，也可以按照具体情况

来释放所储备的电能，进而减轻了功率的负荷程度。由

此可见，将储能技术运用到光伏发电技术中，能够显著

提高光伏发电技术的安全水平，减少由于电能供给不足

所造成的损失。

3.2  有利于提升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效率
因为在中国的西部偏远地区有大量光能资源还没有

被充分利用，使得光伏发电系统的效率相对来说并不理

想，这就必须把储能技术运用到光伏发电系统中，以提

高对光能资源利用的效率。中西部人逐步废弃利用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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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质，从而良好的保证配电线路可以平安稳定的运转，

最后全面的助推智慧输电线路的长期稳定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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