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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石瑞祥

华电新疆哈密煤电开发有限公司 新疆 哈密 839000

【摘 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源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来代替传统的

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近年来，风能、太阳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也

已经把风电作为未来电力系统建设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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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新能源发电技术发展面临的瓶颈

1.1.稳定性低

目前，我国新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还不成熟，其稳

定性较差，在电网运行中，新能源发电的应用受到了限

制。首先，是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小，其功率密度低，

导致风电的输出量小，从而影响了电力系统的稳定。其

次，由于风力发电的随机性，使得风能利用率较低，进

而降低了电能的产出率。最后，随着天气的变化和风速

的不同而造成的能量损耗也会对电力的生产产生一定

的影响等。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提高对风能的开

发和应用，才能保证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1.2.电能浪费

在电力系统中，电能是一种清洁的二次能源，它不

会产生任何有害的物质和能量，也不需要燃烧，也不污

染环境。但是，由于电能的使用会有一个过程，即从发

电厂发出的电经过配电线、电缆等设备，然后通过各种

线路传输到用户的各个部门，所以此时，电能就会存在

着很大的浪费问题，比如：（1）电能的运输是由许多

的环节组成的；（2）输电网络的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土

地资源，而且还会造成很多的噪音；（3）电力的生产

与销售，要消耗掉大量的煤炭、天然气等的这些废料，

这就使得电能的浪费现象更加严重。

2.新能源发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措施

2.1.重视新能源发电的科学发展

要想实现新能源发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和推广，

就要做到加强新能源发电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目前，世

界上的一些国家都开始大力开展对太阳能的开发与应

用，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计划

与政策，来推动太阳能的发展和应用。而我国的电工行

业也积极地进行规划，努力推进“绿色电网”的实施工作。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国情，我国在这方面的经验还

很欠缺，所以应该加快建立健全的电工市场体系，完善

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同时，

政府还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其

中，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壮大。

2.2.严格把控新能源发电应用过程

加强电网建设，提高供电质量在新能源发电的应用

过程中，要加大对电网的改造力度，提升电力系统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减少因人为因素造成的安全隐患。在实

际工作中，可以采用多种技术手段，例如，利用先进的

监控设备，对运行状况进行监测，并根据数据分析，制

定合理的调度计划，使电力系统的整体性能得到有效的

保障。同时，还要不断地完善电网结构，使其更加稳定、

可靠。严格把关，控制配电环节，降低配电损耗为了保

证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转，要严格把控配网的各个方面，

比如，线路的连接、变压器的选型等，确保所有的电气

元件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下，避免出现断线和短路的问题。

另外，还应注意防止断路器的损坏及误动作，以达到保

护人身及用电器的目的。此外，还应该做好负荷预测，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预防事故的发生与扩大。

2.3.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

发展新能源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在过去的 10 年

中，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都提出了要大力推进太阳

能的利用和开发，并将其作为未来的战略性的举措来实

施。2016 年，美国政府宣布，2020～2030 年，全球光

伏市场的总容量为 5 亿瓦，而中国的光伏产业的发电量

约为 5200 亿度，预计 2025 年时将达到 5100 万瓦。发

展新能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政府要加

大对光伏发电的扶持力度，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进

行自主研发。其次，要加强对风电的研究与推广，积极

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风能的转化率，降低成本，

实现规模化生产。最后，要加快对风力发电的基础设施

建设，如电网改造，建立大型的储能装置，使其发挥最

大的效益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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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海洋能发电技术的运用分析

海洋能发电技术的应用主要是指利用海洋资源开

发海上潮汐发电、海水光伏发电、风电等新能源。（1）
海洋光伏发电技术的原理是通过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将

太阳辐射能量转换为电能，再经过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

将直流电源的电压进行稳压输出，从而实现了光伏的最

大功率跟踪。（2）海洋能源发电技术的特点：(1)海洋

能源发电的成本较低，而且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2)海
洋能源的发电量大，可充分利用水力资源，解决了我国

水资源匮乏的问题；(3)海洋的分布式电源可以有效地提

高供电效率，降低了电网的建设投资。（3）海洋能发

电的发展前景广阔，在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

人类的不断研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海洋生

物的探索工作。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完成了商业化的生

产和运营。

2.5.广域互联新能源发电

广域互联新能源发电是连接大规模能源生产基地

与负荷中心，能够保证安全和高效的能源输送，与信息

通信系统广泛结合，并实现广域集中式能源消纳的新能

源发电网络新业态。该场景可认为是智能电网 2.0 的主

网形态。面向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新能源开发技术不

断成熟的背景，广域互联新能源发电将有如下优势：第

一，在跨区域远距离输电能力提升以及大电网更安全稳

定运行的基础上实现能源远距离传输效率的提升；第二，

实现广域大规模新能源的可集中消纳。

2.6.区域与用户级智能新能源发电

区域与用户级智能新能源发电是用户侧集分散式

能源生产、传输、转换、存储、消费于一体，电、热、

冷、气多能流耦合，广泛结合信息技术，实现分布式能

源就地消纳的用户侧用能新模式。该场景可认为是互联

新能源发电的微网单元形态。面向可分布式新能源迅速

发展、节能减排需求凸显的背景，区域与用户级智能新

能源发电将有如下优势：第一，高比例新能源的可就地

消纳；第二，用户终端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提升。

3.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发展

与环境治理形势空前严峻。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应

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良策，也是电力行业低碳转型、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良方。当前，要充分认识绿色低碳技

术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以新能源发电技术为

核心，系统谋划构建绿色低碳技术发展体系和创新路径，

为碳达峰碳中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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