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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可与建筑集成的光伏发电系统和风力发电系统为研究对象，针对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系统
的优化控制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旨在通过提高系统输出效率、改善电能质量、优化系统配置
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为我国实现低碳城市的目标贡献微薄之力。
对风电及光电相关专业的学者及工程技术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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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3.3风力发电相关技术 风电机组的发电过程如下：风能吹动风轮带动发电机发电，
发出的电能一般为交流电，如果是并网型风力发电系统，可以通过AC／AC电路控制风轮的转速并使
得输出电能的电压、频率和相位等和电网相一致，同时蓄电池可有可无。
如果是离网型风电系统（一般蓄电池是必须的），负载是直流负载，这时可以首先将发电机输出的交
流电通过整流桥转换成直流电，然后通过DC／DC电路实现对风轮转速的控制，实现风能的最大功率
跟踪；如果是交流负载，可以直接通过AC／AC电路或在DC／DC电路后加上DC／AC电路为负载提
供交流电能。
风电机组的控制电路的基本功能包括MPPT、过流过压保护、负载电流电压控制等，如果是大型风电
机组还包括偏航控制、增速齿轮控制和桨矩控制等。
 最大功率跟踪技术在风力发电系统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系统输出效率，增加电能的输出，现代风电
机组都采用了不同的MPPT控制策略。
由于小型风力发电机组一般采用固定桨距角的设计，因此无法采用变桨距控制的方式实现系统
的MPPT，因此可以通过改变DC／DC或DC／AC占空比的方式，等效改变负载的方式实现最大功率跟
踪；对于大型风电机组由于采用了可变桨距角的结构，因此可以通过改变桨距角的方式实现MPPT。
 风电机组的偏航系统也称为对风装置，当风速矢量的方向变化时，能够快速平稳地对准风向，以便风
轮获得最大的风能。
偏航控制对于提高风电机组输出效率和降低系统故障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小型风电机组一般利用尾舵对风，因此不需要特别的偏航控制机构；而大型风力机一般采用电动
或液压的偏航系统来调整风叶并使其对准风向，其偏航系统一般包括感应风向的风向标，偏航电机，
偏航行星齿轮减速器，回转体大齿轮等。
 此外，对于风电装机容量占电力装机总容量比例大于5％的电网，该电网区域内运行的风电场应具有
低电压穿越能力，即风力发电机并网点电压跌落时，风力发电机机能够保持低电压穿越并网，甚至向
电网提供一定的无功功率，支持电网恢复，直到电网恢复正常，从而“穿越”这个低电压时间（区域
）。
具体来说，①风电场内的风电机组具有在并网点电压跌至20％额定电压时能够保证不脱网连续运
行625ms的能力；②风电场并网点电压在发生跌落后2s内能够恢复到额定电压的90％时，风电场内的风
电机组能够保证不脱网连续运行。
 此外随着并网风力发电系统容量的不断增大，风力发电易受风速变化影响较大的缺点，必将对公共电
网造成影响，如大量注入电网的有功功率波动，对电网的电压、频率、负载和功角等安全性和稳定性
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研究大型风力发电系统的并网控制运行策略、风速预测理论和并网极限理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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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能源供电系统优化控制》对从事能源相关专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学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
供新能源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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