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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中，各国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越发显著，如何利用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能源

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在进入智能化时代后，面对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越来越高的电能需求量，我国在挖掘

运用可再生能源的同时，熟练掌握了太阳能发电和风能发电技术理论，在各领域中开始广泛运用。本文在

了解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系统的基本概念后，根据相应的系统设计明确了效能管理的有效措施，以此为新时

期电力领域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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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countries are fac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t is urgent to use renewable energy to replace

traditional energy.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facing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electricity in daily life and work，China has not only explored and utilized renewable energy，

but also mastered the theory of solar and wind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which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concepts of wind and photovoltaic energy

storage systems，this article clarifies effective measures for efficiency management based on

corresponding system design，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wind power，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Energy storage system；Efficiency management

引言：

能源作为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提供的多种形式能量物质

资源，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人们使用和依赖最多的是化石能

量，如天然气、石油、煤等。在进入 21世纪后，各国为了满

足多领域经济建设需求，逐渐增加了资源开发力度，而过度

开采化石能源导致其日益枯竭，不仅会阻碍经济建设发展步

伐，还会对生态环境稳定产生威胁。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

用电国家，目前发展存在非常严重的供需矛盾，如何在现代

技术引导下，创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及其储能系统，是新时

期电力领域研究关注的焦点。

一、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系统设计研究

虽然我国地域广阔拥有非常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

但两种自然资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通常会跟随季节和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无法根据需求全方位控制。风光互补联合发

电系统运用光伏发电和电力发电在时间上实现资源互补，将

两者融合起来构建储能系统，能够增强系统输出电能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
[1]
。随着清洁能源发电的大规模发展，储能技术

被应用到电力系统设计中，其能够让可再生能源发电作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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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供电设备，在复杂条件下输出稳定电能，更好满足负载

需求。相比传统单一发电储能系统架构，风电光伏发电储能

系统设计具有供电可靠性和稳定性的特征，能够向复合侧提

供可以移动、调节、控制的电力资源，整体操作更加安全便

捷；系统能够降低储能部分的容量，控制储能系统使用量的

初步投资，保障系统运行的经济性；系统计算分析系统效率、

节能减排等基本参数，可以发现系统应用具有更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整体系统设计分为两部分：

一方面，储能部分。这一部分能够运用某种形式的储能

手段保障整体系统有效供电，促使系统输出性能更加平滑，

实践应用取得良好效益。通常情况下，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系

统的发电部分与储能部分会运用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指蓄

电池储能，另一种是指电解水制氢储能
[2]
。前者经交流或直

流转化输出的风力发电，与光伏发电输出有效汇合，在科学

调控的基础上供给负载，既能满足负载需求，又可以利用剩

余电量充电蓄电池，在现有电量无法满足需求时，蓄电池可

以放电补给。后者在发电输出电能符合负载需求的条件下，

剩余电量电解水质氢并储存氢气，在不满足需求的条件下，

氢气和氧气发生反应可以产生电能，以此提供给负载使用。

另一方面，控制器和整流器。在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系统

运行中，控制器作为至关重要的设备之一，能够有效调节风

力肌转速，预防机械损坏，同时可以运用多种技术方式实现

功能控制，如计算机控制、逻辑控制等。由于风力发电机输

出能量为交流电，太阳能电池输出能量和储能部分输入能量

为直流电，所以整流器可以将系统中的交流电转化成直流电，

以此避免储能部分反向发电，保障系统运行安全性。

二、新时期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系统的效能管理措施

（一）风机优化

首先，风轮转速经过变速箱传递给发电机，不同类型的

桨叶形式会影响风轮转速，因此系统效能管理可以根据风轮

转速选择不同形式的桨叶，如在转速较低的情况下应用大长

弧桨叶，在转速较高的情况下应用叶片弯曲度较小的桨叶，

其目的在于满足系统储能基本需求；其次，通过提高主轴转

速、功率系数以及桨叶角度等优化风能转换效率，同时调整

风机投入运行和停机程序，完善现有故障诊断与维修体系，

能够有效保障风机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最后，在风电光

伏发电项目及储能系统设计研究时，综合考虑所在地区的自

然环境，如周围土地使用效率、周围土坡地势等，按照机组

类型调整机组之间的距离和排列方式，确保风电厂的应用效

率，同时构建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优化现场施工运维管理

流程
[3]
。

（二）系统优化

首先，选择高质量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板，在设计应用

前综合分析电池板的吸收频率、反射率以及散热效能等基础

参数，选择适合角度牢固安装，最大程度吸收太阳辐射，做

好定期清洁检查以及维修工作，以此确保其符合储能系统运

行需求；其次，明确光伏和风电设备的日常维护操作流程，

记录分析系统运行期间出现的问题，依据现代化技术实现数

据分析、实时监测、预警管理等功能服务，利用人工智能算

法分析系统潜在风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最后，在综合考

虑风电光伏发电资源应用期间的不稳定性和间歇性特征后，

根据储能系统运行提出互补策略保障安全，同时积极培育设

计管理人才，自主参与电力领域开展的培训活动，确保其能

够在系统运行期间，熟练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应对管理
[4]
。

在风速较大、光照较弱的条件下，系统可以优先使用风能发

电，而在风速较小、光照充足的条件下，系统可以优先使用

太阳能发电，在两者都不充足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储能设备

释放电能满足电网需求。

结语

综上所述，在了解目前我国资源环境和电力需求后，结

合国内外提出的风光互补发电储能系统的研究成果，熟练掌

握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系统设计方法和效能管理措施，能够更

好应对日益严峻的市场经济环境，保障电力领域能源应用效

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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