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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宏观选址概述



定义
风电场宏观选址是指根据地区的气象条件、地理环境、土地资源等条件，选择

适合建设风电场的区域。

重要性
宏观选址对于风电场的经济效益和长期运营至关重要。选择合适的区域可以提

高风能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建设成本，减少环境影响，并确保风电场的长期

稳定运行。

定义与重要性



宏观选址的基本原则

地理环境适宜

考虑地形、地貌、地质、水文等条件，

选择适合建设风电场的区域，以减少

工程难度和风险。

区域发展可持续

结合地区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选择

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风电

场建设区域。
土地利用合理

在满足风电场建设的前提下，尽量减

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保护生态环境

和农业生产。

风能资源丰富

选择具有较高风速和稳定风能资源的区

域，以保证风电场的发电效率和经济效

益。



宏观选址的步骤

初步筛选

根据宏观选址的基本原则，对备选区域进

行初步筛选，排除明显不适合建设风电场

的区域。

收集数据
收集备选区域的气象数据、地理信息、土

地利用情况等基础资料。

现场勘查

对初步筛选出的区域进行现场勘查，进一

步了解地形、地貌、地质、水文等条件，

评估建设风电场的可行性。

决策制定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制定风电场的建设方

案，包括风电机组布局、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利用等具体内容。

综合评估

结合收集的数据和现场勘查结果，对备选

区域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最优的风电场宏

观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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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宏观选址的外部因素考虑



地理位置

风能资源分布

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风速和风能密度，为风电场
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地理位置的适宜性

在考虑地理位置时，需要评估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如是否占用
耕地、是否涉及生态敏感区等。

交通和物流

良好的地理位置应便于设备的运输和安装，降低建设成本。



风能稳定性

评估风电场所在地区的风能稳定性，以确定风力发电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风向和风速

了解当地的风向和风速情况，为风机布局和发电效率
提供依据。

极端天气事件

评估当地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影响，如台风、
暴风雪等，以确定风电场的适应性。

气象条件



选择地形平坦的区域，有
利于风机的布局和发电效
率。

地形平坦度 地貌特征 地形对风能的影响

考虑地貌特征如山地、丘
陵、平原等，对风电场建
设和运营的影响。

了解地形对风能的影响，
如山谷风、海风等，为风
电场选址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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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

0201



避免在生态敏感区建设风电场，如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等。

生态敏感区

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降
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环境保护措施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确保风电场建设和运营符合相关法规和政策要求。

环评和合规性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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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成本

评估土地成本对风电场建设的影响，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可用土地资源

01

土地使用权

了解土地的权属关系和相关法律法规，确保风电场建设合法合

规。

02

土地利用规划

与当地土地利用规划相协调，避免与农业、林业等用地产生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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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宏观选址的内部因素考虑



风能稳定性
风能稳定性好的地方，可以保证风电场的连续稳定发电。

风向和风速的分布
风向和风速的分布情况也会影响风电场的发电效率和稳定性。

风能资源丰富程度
风能资源丰富的地方，发电量较高，投资回报率也相对较高。

风能资源评估



交通条件

风电场建设需要大量的设备和人员进出，因此交通便利的地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

交通便利程度

附近有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可以方便设备和人员的运输。

附近是否有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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