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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与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优化设计目标

1. 通过合理优化设计和控制,降低系统运行成本,提高发电效益.

2. 综合考虑风能、太阳能资源特点,采用先进的预测和控制技术,提高系统发电效率

和出力稳定性.

3. 分析系统运行数据,优化系统配置和运行策略,进一步降低发电成本,提高系统经济

性.

§ 发电系统可靠性

1. 优化设计系统结构和控制策略,提高系统可靠性,降低故障率.

2. 综合考虑风电、光伏发电系统特点,采用冗余设计、故障诊断和保护技术,提高系

统抗故障能力.

3. 建立健全风能、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可靠性评价指标体系,指导系统优化设计和运

行.

§ 发电系统运行经济性:



#.风能与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优化设计目标

发电系统环境适应性

1. 分析系统所在地的环境条件,如风速、日照、温度、湿度等,优化设计系统配置和控制策略,提高系

统环境适应性.

2. 采用先进的环境监测和控制技术,实现风能、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

3. 考虑气候变化对风能、太阳能资源的影响,优化设计系统配置和控制策略,提高系统适应性.

发电系统安全性

1. 分析风电、光伏发电系统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如风电叶片脱落、光伏组件断裂、电气火灾等,制

定相应的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2. 采用先进的安全监控和保护技术,实时监测系统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系统安全

运行.

3. 建立健全风能、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安全运行管理制度,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运维人员的安

全意识和技能.



#.风能与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优化设计目标

§ 发电系统可持续性

1. 综合考虑风能、太阳能资源的可持续性,优化设计系统规模

和配置,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2. 采用先进的系统预测和控制技术,提高系统利用率和发电效

率,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

3. 开展风能、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生命周期评价,优化系统设

计和运行策略,提高系统可持续性.

§ 发电系统智能化

1. 应用先进的智能控制技术,实现风能、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

智能化控制,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出力预测准确性.

2. 开发智能风电、光伏发电系统仿真软件,对系统优化设计和

运行策略进行仿真分析,提高系统优化效率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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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评估与分析

§ 风能资源评估与分析：

1. 风能资源评估方法：主要包括现场测量法、遥感法和数值模拟法。现场测量法通过在选址点架设风机或风速仪来

直接测量风能资源；遥感法利用卫星、飞机或激光雷达等手段来获取风能资源信息；数值模拟法利用计算机程序来

模拟风场分布，进而评估风能资源。

2. 风能资源影响因素：影响风能资源的主要因素包括风速、风向、地形、海拔高度、植被覆盖度等。风速是影响风

能资源的最主要因素，风速越大，风能资源越丰富。风向也会影响风能资源，如果风向不稳定，风能资源利用率会

降低。地形对风能资源也有影响，山区和沿海地区的风能资源一般较好。海拔高度对风能资源也有影响，海拔越高，

风能资源越丰富。植被覆盖度也会影响风能资源，植被覆盖度越高，风能资源利用率越低。

3. 风能资源评价指标：评价风能资源的主要指标包括年平均风速、风能密度、风能功率密度等。年平均风速是指一

年内风速的平均值，风能密度是指单位面积的风能资源量，风能功率密度是指单位面积的风能输出功率。



#.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评估与分析

§ 太阳能资源评估与分析：

1. 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主要包括现场测量法、遥感法和数值模拟法。现场测量法通过在选址点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或日照计来直接测量太阳能资源；遥感法利用卫星、飞机或无人机等手段来获取太阳能资源信息；数值模拟法利用

计算机程序来模拟太阳辐射分布，进而评估太阳能资源。

2. 太阳能资源影响因素：影响太阳能资源的主要因素包括日照时数、太阳辐射强度、地形、海拔高度、植被覆盖度

等。日照时数是指太阳在一天内照射地面持续的时间，日照时数越多，太阳能资源越丰富。太阳辐射强度是指太阳

辐射能量的密度，太阳辐射强度越大，太阳能资源越丰富。地形对太阳能资源也有影响，山区和沿海地区太阳能资

源一般较好。海拔高度对太阳能资源也有影响，海拔越高，太阳能资源越丰富。植被覆盖度也会影响太阳能资源，

植被覆盖度越高，太阳能资源利用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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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发电系统组件选型与配置

§ 风力发电机选型

1. 风力发电机的类型和特点：根据风轮形式、传动系统、发电机类型、安装方式等因素，风力发电机可分为水平轴

风力发电机、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单叶片风力发电机、双叶片风力发电机、多叶片风力发电机、直驱式风力发电机、

齿轮箱式风力发电机、永磁同步发电机、感应发电机等。每种风力发电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2. 风力发电机的选型原则：在选择风力发电机时，应考虑以下原则：风资源条件、地形地貌条件、电网接入条件、

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发电机效率、发电机可靠性、发电机寿命等。

3. 风力发电机的配置原则：风力发电机组的配置应根据风资源条件、电网接入条件、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等因

素进行合理配置。配置原则包括：风力发电机容量、风力发电机数量、风力发电机布局、风力发电机并网方式等。



互补发电系统组件选型与配置

§ 太阳能电池组件选型

1. 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类型和特点：根据光伏电池的材料和结构，太阳能电池组件可分为单晶硅电池组件、多晶硅电

池组件、非晶硅电池组件、薄膜电池组件等。每种太阳能电池组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2. 太阳能电池组件的选型原则：在选择太阳能电池组件时，应考虑以下原则：光伏资源条件、地形地貌条件、电网

接入条件、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电池组件效率、电池组件可靠性、电池组件寿命等。

3. 太阳能电池组件的配置原则：太阳能电池组件组的配置应根据光伏资源条件、电网接入条件、投资成本、运行维

护成本等因素进行合理配置。配置原则包括：太阳能电池组件容量、太阳能电池组件数量、太阳能电池组件布局、

太阳能电池组件并网方式等。



系统能量存储方案设计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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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能量存储方案设计与优化

1. 容量优化：根据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发电特性和负荷需求，确定合理的能量

存储系统容量，以满足系统电能平衡和可靠性要求。

2. 配置优化：根据能量存储系统的技术特点和经济性，选择合适的能量存储系统类

型、数量和容量，以实现系统的最佳性能和经济性。

3. 位置优化：确定能量存储系统在系统中的位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能量损失，提

高系统的整体效率。

§ 能量存储系统控制策略设计

1. 充放电控制策略：设计能量存储系统的充放电控制策略，以实现系统的最佳充放

电效率和寿命，并满足系统电能平衡和可靠性要求。

2. 功率调节控制策略：设计能量存储系统的功率调节控制策略，以抑制系统的频率

波动和电压波动，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 备用电源控制策略：设计能量存储系统的备用电源控制策略，以在主电源故障时

为系统提供备用电源，确保系统的可靠运行。

§ 能量存储系统优化设计



系统控制策略与算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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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策略与算法设计

风光互补发电系统最大功率点追踪（MPPT）算法

1. MPPT算法概述：最大功率点追踪（MPPT）是一种控制算法，用于使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在任何时刻都工作在最大功率点，从而提高系统的发电效率。

MPPT算法根据输入和输出的数据进行实时计算，确定最佳的发电机操作点，以实现最大功率输出。

2. 常见MPPT算法：目前，风光互补发电系统中常用的MPPT算法包括扰动观察法、增量电导法、梯度法、粒子群优化法、神经网络法等。每种算法都有其优

缺点，具体选择应根据实际系统情况而定。

3. MPPT算法设计与优化：MPPT算法的设计与优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的发展，对MPPT算法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的

研究重点包括提高MPPT算法的跟踪速度和精度，降低算法的复杂度和成本，以及增强算法的鲁棒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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