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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技术在新能源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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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实现储能技术在新能源电力系统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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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电技术应用期间，保障并网运行成为突出问

题，随着新能源不断发展。电力系统供电得到了显著提升，

但是借鉴于传统电力系统，导致运行系统环境过于复杂，需

要合理对电路进行控制，合理规划电路结构，保障新能源发

电技术应用的有效性。

四、储能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一）储能技术的作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电力系统以火电为主，

通过燃煤进行发电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风电的出现使

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风电以风能作为动力源，风是一种

自然现象，具有随机、波动等特性，由此对风力发电的稳定

性造成不利影响。通过储能技术，可以使风电出力变得更加

稳定。近年来，在全球性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利用可再生能

源进行发电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正因如此，使得风电和光伏

发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占比不断增大。然而可再生能源发电虽

然能够缓解能源紧缺的现状，减轻环境污染，但这种发电方

式却具有稳定性低、无法保证连续性等缺陷。以目前应用较

为广泛的风电为例，风是这种发电方式的基础，而风速的变

化具有不确定性，波动变化非常大，由此使得风电机组的输

出呈现为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从国内目前的总体情况来

看，越来越多的风电接入到电力系统当中，其对电网运行的

影响逐步显现，想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风电的作用，并减轻

其对整个电力系统的影响，就需要对储能技术进行合理应用。

（二）太阳能发电技术

从当前的角度对能源技术进行分析，太阳能是最常见

的新能源。利用太阳能为电网提供电力，保障源源不断的电

力，依托的是太阳本身较强的可再生性。与其他能源相比较，

太阳拥有的能源是取之不竭的，并且具有稳定性。可以在设

备转化基础上，将其转化为电能。例如，太阳能池板利用设

备收集太阳能，对太阳能进行处理后，产生集热效应。但是

与其他的新能源相比较，太阳能能提供的电能较低，难以为

功率较大的电力设备提供电力。因此，只能应用于功率较小

的设备或者系统中，保障新能源的有效应用。同时，研究人

员需要基于太阳能的应用基础上，着手研发新技术，保障太

阳能的能源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提升太阳能的利用率。

（三）风能电力系统

对于新能源电力系统角度来看，风能源是典型的代表

能源，也是最普通的类型。风能在电力系统中应用时，有助

于提升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储能技术的介入，有效的将风能

电力系统中产生的功率加以优化，保障风能转化的电能可以

始终为电力系统提供稳定的运行保障。风能在实际应用中，

采用了超导能的储能技术，通过使用该技术，可以有效的对

电压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出有效的处理，可以保障风能应用期

间产生的短路、风速降低等现象得到有效的改善。从资源的

储备量来看，风能具有较高的资源储备量。与水资源比较，

可以达到水资源的十倍以上。采用风力为电力系统发电，将

风力转换为机械力，借助发电机将其转换成电能，供应给电

力系统。从技术应用角度来看，风能发电技术的应用应为以

下几方面。1、风机类型依靠装机容量指标，对风机的类型

进行划分，分为大中小等不同的类型，通常来说，风机容量

越大，其结构的桨叶长度也更大。发电机运转的过程中，根

据风机容量分为恒速、变速等多种形态的设备。2、设备的

组成与功能使用的风轮结构包含叶片，叶片形状与风能吸收

成正比。当运行过程中，风机风速高于切出风速，可以利用

叶尖实现制动；但是叶片若是处于运行状态下，会遭遇表面

覆冰或者表面腐蚀等情况，需要定期对叶片进行保护，保障

其运行的有效性。3、风机控制技术使用并网发电机，有效

对发电机的变速情况做出控制。在新的并网技术中，为了有

效控制电机风速，采用模糊控制技术控制叶片，对风轮气动

特性做出预测。当风电场处于并网状态，将无功功率吸收，

为了保障电网的运行效率。额外为风电场配置 SVC 或者其

他的补偿装置，对电网的运行状态进行优化和调节。

（四）多元复合储能模式

在电力系统中对储能技术进行应用的过程中，除要考

虑所选储能系统的技术性能之外，还应当将经济性作为考虑

因素。不同的储能装置技术参数有所差别，具体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循环寿命、能量、周期效率等等。然而，现阶段并

没有任何一种储能装置可以完全达到上述要求，解决这一问

题最为有效的途径是多元复合储能。所谓的多元复合储能实

质上就是将机械储能、电磁储能、电化学储能等不同类型的

储能技术或装置，通过合理的方法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全

新的储能系统，该系统具备多种储能技术的性能，并且能够

实现技术方面的优势互补。根据上文中对储能技术类型的分

析，提出 SMES 与蓄电池复合的储能系统，通过该系统对风

电场的功率波动进行平抑，确保风电处理的平稳性与可控性。

综上所述，为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稳定性，解决风电

并网对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可对先进的储能技术进行合理

应用。在具体应用时，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储能技术的作用，

达到预期中的应用效果，还需要不断应用该技术在电力系统

中，推动绿色环保改革的浪潮。结合当前的储能技术，对新

能源发电进行持续性的研究，解决更多的社会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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