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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和利用风能是国际的大趋势，风电产业已成为一个朝阳产业。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风电在电力结构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大。
为此，必须大力提高国内风力发电设备制造能力，加速风力发电设备国产化进程，建立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知名品牌，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效。
截止到2003年，600kw风力发电机组国产化率已达96％，国产化机组在国内风电市场累计占有率为15
．35％，2003年度国产化机组在国内风电市场销售量占当年风电市场新增容量的33．46％；研制开发
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的工作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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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能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我国风电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风力发电机
组单机容最逐步增大，表现形式也是百花齐放，有失速型、双馈型、直接驱动型、半直接驱动型等。
随着风力发电机组单机容量的不断增大，其核心部件——变流器的功率等级也相应不断增大。
风力发电中的电力电子变流技术逐步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一些常规的电力电子变流技术需要
进行系列改良才能更好地适应于风力发电系统。
为此，本书尝试性地从电力电子器件串并联技术、多电平技术、多重化技术等方丽进行探索性研究，
对与之相应的调制方法：载波层叠、载波相移技术等也进行了剖卡厅。
书中对几种典型的变流器拓扑，不仅进行了原理性的仿真验证，而且制作了样机，并在中国科学院电
工研究所新能源组的20kw直接驱动型风力发电实验平台和22kw双馈型风力发电实验平台进行了实验验
证。
大部分研究成果，作者已经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在此为方便广大读者，作者对其主
要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编成此书。
本书旨在对风力发电系统中涉及的电力电子变流技术进行探讨，以期通过本书的研究，为我国风力发
电机组变流器的选择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资料，为海上风力发电以及大规模风力发电机组并入电网进
行一些前期的理沦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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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风力发电现状介绍　　近来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越发受到重视，而风力
发电是其中最廉价、最有希望的绿色能源。
在风力发电技术中，大型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技术已经成为其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但是其主要技术仍然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我国风力发电绝大部分关键技术落后，有些甚至是空白。
在“九五”期间，我国重点对600kW三叶片、定桨距、失速型、双速发电机的风力发电机组进行了研
制，掌握了整体总装技术和关键部件叶片、电控、发电机、齿轮箱等的设计制造技术，并初步掌握了
总体设计技术。
对变桨距600kW风力发电机组也研制了样机。
对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只研制过20kW的风力发电机组。
要实现风力发电的产业化，必须降低成本。
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风力发电设备设计制造技术，实现关键部件的国产化是降低成本的必要手段。
“十五”期间国家在“863攻关计划”中对兆瓦级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进行攻关，同时国家科技部
对750kW的失速型风力发电机组的产品化和产业化进行攻关。
　　从国际风力发电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风力发电机组单机容量越来越大，陆地风力发电机组主力
机型单机容量在1.5MW、2MW，近海风力发电机组的主力机型单机容量多为3MW以上，双馈型变速
恒频风力发电机组是目前国际风力发电市场的主流机型。
国产兆瓦级双馈型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目前还没有定型产品，与其配套的控制系统及变流器还处于
样机研制阶段。
国家科技部在“十五”期间的“863攻关计划”中支持了兆瓦级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的攻关工作，自
主研制的1MW双馈型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样机已投入试运行。
由北京科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共同研制的1 MW双馈型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
组控制系统和变流器样机已经在甘肃玉门风电场成功并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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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值此风力发电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变流技术的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风力发电中的电力电子变流技术是实用性极强的技术，内容丰富。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长期从事于风力发电技术研究，电力电子变流技术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根据多年研发、试验与应用的经验，李建林、许洪华等同志编写了《风力发电中的电力电子变流技术
》一书。
该书主要供中等技术水平的科技人员阅读，在概念和应用实例方面照顾到其他层面的科技人员，可作
为电力电子技术专业，尤其是新成立的风力发电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本专业科技工作人
员的参考书，期望能为我国风电发展的人才成长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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