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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技术在新能源发电技术中的应用 
颜帅  徐经纬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济宁电厂  山东省济宁市  272000；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  
250000） 

摘要：在新能源发电技术当中，储能技术在其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随着新能源发电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了

保证其稳定的供应，对于储能技术的应用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对储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对新能源发电不可预测和间接

性等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使得能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升，使得能源结构能够获得顺利的转型和升级。储能技术的应用

不但能够平滑新能源发电波动，也能够在电网负荷低谷阶段进行能量储存，在高峰阶段进行能量的释放，从而达到电

力供需平衡的效果。此外，储能技术也能够大大提升电网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使得电网能够更好的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因此本文对储能技术在新能源发电技术中的应用进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新能源发电技术中应用储能技术

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从而对储能技术在新能源发电技术中的应用策略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够为储能技

术在新能源发电技术中的合理应用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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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能源发电技术应用储能技术的重要性 

首先，储能技术能够对整体的运行效率进行提高，

提升了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之间的转换，从而实现了资

源的节约。同时，其中的电压变化较小，能够防止电压

急速加强的情况发生，也可防止发生电压电力畸变的问

题，所以储能技术在保证新能源发电安全稳定的同时，

也能够对其整体的效率进行提高，保证电力资源的质量

和稳定性。其次，储能技术能够对社会、经济效益进行

提高。储能技术除了保证运行安全之外，也能够对整体

的效益进行提高。例如某新能源电站运行中发生了弃光

的问题，那么就会对资源输出带来影响，不利于经济效

益的提高。而通过对储能技术的应用则可对弃光问题进

行解决，一旦发电量比阈值更低，那么就可对储存的资

源进行利用，为人们提供稳定安全的电力，从而对社会

效益进行了提高。最后，储能技术能够对电力系统稳定

进行提高。随着储能技术的发展，其在电力稳定运行的

保障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能够在应用中保证输电的稳定，

从而保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为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带

来充足的资源。在实际应用储能技术中心，可保障设备

的安全性，避免出现间歇性和波动性的情况，保证电力

资源的质量和稳定性。 

2.储能技术在新能源发电技术中的应用 

2.1 蓄电池储能 

在新能源发电技术中对于储能技术的应用，蓄电池

储能技术应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最长的，并且如今已经

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多个方面得到了应用。通过研发

后，进一步提升了蓄电池的容量，从而使其获得更大的

储存容量，使其储存性能获得强化，为人们带来更加便

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今，蓄电池的容量已经比传统

的蓄电池容量高出了一百倍，例如铅酸电池在风力发电

中应用，对环境要求较低，且不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

但该电池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在达到寿命后无法对

其进行无害化处置，所以可能会对环境带来污染，所以

目前该电池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推广。镍氢电池主要应

用在电动车当中的移动电源，但其中的能量密度容易受

到影响，如果出现环境变化则会减少其中的放电电流。

锂电池是目前最为常用的储能技术，但制作技术相对来

说较为复杂，所以同样较为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带来的影

响。 

2.2 超导储能 

超导技术主要是把电力转化为磁场能力，从而达到

储能的效果，待需要使用电力时，再将其转化为电力，

该技术十分先进，且损耗较小，解决了可能出现的弃光

问题。在电力资源转化中，仅需要花费较少的时间，与

其他储能系统相比有着更高的工作效率，且在实际应用

中有着良好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目前应用的较为广泛，

主要应用在输配电网支撑方面，提升其稳定性。超导储

能技术的出现，大大提升了新能源发电系统的效率和稳

定性，通过零电阻特性来使得电流在超导环路中持续流

动，从而形成稳定的磁场，进而达到能量储存的效果。

除了具备较高的转换效率之外，也有着很高的响应速度，

能够对电网频率进行迅速的调节，对新能源发电中的波

动性和间接性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

超导储能技术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动态性能，能够在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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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达到充放电的效果，这对于提升电网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以及平衡电网负荷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超导

储能系统还具备了重量轻和体积小的优势，可在偏远地

区或者城市中心进行灵活的部署，为电力系统带来重要

的支撑。随着超导材料的研发和成本的进一步降低，未

来其将会应用的更为广泛，除了应用在配电网支撑之外，

也可应用在电动汽车充电和可再生能源并网优化等领

域，并且对能源利用效率进行提高，减少能源的浪费，

促进新能源发电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能源结构的升

级和转型。 

2.3 飞轮储能 

飞轮储能目前应用的较为广泛，且操作十分简单，

主要是通过电动机的运用来运行，在运行中带动飞轮运

转，将电能转化为动能并储存，一般会将其应用在混合

储能当中。在对该储能技术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可实现

资源的节约。在实际应用飞轮储能技术时，为了能够对

资源利用率进行提高，减少发电机损耗，可将超导磁悬

浮技术应用于其中，在应用中通过对复合材料的应用来

对整体储能密度进行提高，保证电力资源能够实现顺利

的转换，在应用该技术时也能够有效的降低系统体积和

占地面积。此外，在应用飞轮储能系统时，能够优化相

关的材料，从而提升转化效果，目前飞轮储能的转化率

已经能够达到 93%以上。但这项储能技术对于环境有着

较高的依赖性，需要保证其处于真空环境当中，确保系

统最大价值的发挥。飞轮储能运行并不会产生摩擦，所

以损耗更低，同时也相应的减少了后续维修养护的成本。

此外，飞轮储能技术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其具备非常快

的响应速度，能够迅速的完成充放电动作，对于瞬态稳

定性控制以及电网频率调节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能源

发电系统中，因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发

电量的波动，需要储能系统能够迅速的吸收或者释放能

量，从而有效维持电网稳定运行。飞轮储能技术能够有

效的满足这一需求，其所具备的这一特点成为了可再生

能源发电波动平滑的重要选择。随着技术进步，飞轮储

能技术进一步提升了性能，例如对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

用，使得飞轮强度和耐久性得到了提升，减轻了系统重

量的同时也提升其高效性和紧凑性，通过精确控制系统

来实现对飞轮转换的精确调控，从而更好的实现能量储

存和释放管理。 

2.4 超级电容器储能 

超级电容器储能的脉冲功率很大，在电容器充电时

可吸引电极表面异性离子，从而提升其吸引力，通过依

附电极表面来达到双层电容的效果。一般情况下是在电

力系统中应用该技术，将其作为电能质量高峰值功率来

进行应用，可有效监测电压情况，当发生电压跌落时可

及时放电，保障稳定电压。除此之外，超级电容器还能

够实现对电流的重复产生，防止对电容器带来负面影响。

目前这项技术还有待于完善，需要对其进行继续的加强。

在新能源发电领域当中，超级电容器储能技术可以和其

它的储能设备进行联合应用，从而构建相应的储能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超级电容器储能技术主要是负责高功率脉

冲的吸收和释放，而储能设备则负责能量的持续稳定供

应，这样的组合能够对储能系统性能进行优化，实现对

电池寿命的延长，使得系统响应速度和灵活性获得提高。

另外，此外，超级电容器在电网调频和电压支撑方面也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电网中，频率的微小波动可能

会导致严重的稳定性问题。超级电容器能够迅速响应电

网频率变化，通过快速的充放电来帮助维持电网频率的

稳定。同样，当电网出现电压暂降或闪变时，超级电容

器可以立即放电，提供必要的无功功率，以保持电压水

平。虽然超级电容器储能技术有着多种优点，但其所具

备的能量密度相对较低，储存的能量不如一些化学电池，

所以主要被应用在非长时间能量供给和具备高功率需求

的场合当中。 

结束语：综上所述，储能技术作为新能源发电技术

的重要支撑，其在平衡供需、提高系统灵活性以及促进

能源高效转换方面的价值不言而喻。随着全球能源结构

的深刻变革，储能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已成为推动清洁能

源转型的关键因素。无论是通过电池储能、抽水蓄能还

是压缩空气储能等方式，储能技术都在不断地优化新能

源发电的可靠性和经济性，为实现电网的稳定运行和能

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未来，储能技术将

继续与新能源发电技术协同发展，共同迎接能源互联网

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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