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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技术在风力发电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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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带动了很多行业的发展，很多的行业都在自身的生产经营管理中运用了一定的信息技术。其中

也包括风力发电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风力发电行业的工程建设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伴随着全国环境污染严重以及能

源匮乏现象的出现，新能源的出现也就收获了巨大的关注，不断的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可以使得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风力发电

行业最近几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在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现代信息技术，比如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有效的

改善了对发电机的日常维修工作，不仅如此，信息技术还可以帮助风力发电行业排出一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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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lso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industries, many of which have 

applied certa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ir ow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This also includes the wind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f the wind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has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emergence of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ergy scarcity in the country, 

the emergence of new energy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ew energy can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wind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has also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it has also integrated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daily maintenance work of generators. Moreov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also help the wind 

power industry eliminate some obst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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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采用的发电方式都是以水利发电以及火力发电为

主，但是随着国家环境污染的加剧，国家推出了生态环保的

理念，这也就导致火力发电规模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现在

面临的问题就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对电力需求

也在不断增加，所以就导致出现了一定的电力缺口，我国在

风力发电行业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但是风力发电所处的位

置都是人烟稀少，地理位置偏僻的地段，所以在控制系统上

就存在很多的问题，如果将智能化技术合理的运用到对风力

发电的控制系统中，就可以有效减少问题的出现，及时出现

问题也可以及时发现，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国家的风力发电

行业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就要求专业人员在实际风力

发电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合理的智能化技术对其进行控制。

1  新能源的简述

1.1  新能源的概念

新能源就是一些传统能源以外的非常规能源，是利用新

技术开发出来的资源，比如风能、太阳能以及核能等，新能

源是以新的材料和新的技术为基础的，对传统的可再生能源

进行开发，最后到达循环利用，新能源的出现是因为当前国

家资源匮乏下的产物，这也是国家不得不适用的一种手段，

常规的能源不仅在使用时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并且储存量是有

限的。

1.2  新能源的特点

其一就是资源储量是非常丰富的，并且可以供人们长期

使用，可以长久的利用；其二就是含碳量非常的少，在开发

过程中不会产生过大的碳排放量，可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其三就是有着非常广泛的资金来源，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都

能开发，可以进行小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同时新能源在开发

过程中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其一就是能源密度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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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时需要很大的空间，无论是开发阶段用到的设备还是

场地都是一样需要大空间；其二新能源的开发不能保证连续

性，就比如风能，就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因素[1]。

2  智能化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  智能化技术对风力发电的必要性

风力资源属于可再生资源，现阶段我国的风力发电行业

已经是在快速发展的阶段，但由于风力具有间接性和随机性

这样的特点，这对电网安全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还会

出现电力质量不理想的问题。只要原因还是因为风电场输送

功率层面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要是想要对风力发电的间

接性以及随机性进行合理的控制，就必须要平衡风电设备的

功率，但是平衡功率以后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随着国家对

风电规模的扩大，在此基础上就一定会加大设备的容量，这

也就降低了电网发电的效率，所以就需要引进智能化技术，

只有智能化技术才能保证电网的发电效率[2]。

2.2  智能化技术对分析发电的可行性

风电场与其他机组相比还是有限制因素存在的，所以都

是采用功率控制法来控制风电机组的最大功率。风力发电行

业对于数字化设备的使用时建立在使用智能化技术的基础上

的，智能化技术可以很好的了解现阶段风力发电系统的主要

情况，所以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设备数字化，也就是说在实

际的风力发电过程中，是可以使用智能化技术的[3]。

3  风力发电对自动化的要求

3.1  风力发电机组的运行状况进行自动化控制

风电机组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因为风电机组所处的环

境就是干扰大以及风速变换太过频繁，所以就无法使用数学

控制的方法来控制整个风力发电机组。面对这样的情况，相

关的工作人员就采用更加有效的方法来对风力发电机组进行

有效的控制，工作人员利用对工作点的寻找以及对线性化模

型的控制，最后结合多方的反馈最后生成了精确的解耦线性

化，其不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风力和风能的捕捉，还

能对其实行极大程度的控制。面对风力发电机组在实际运行

中存下的问题以及矛盾，利用最优控制系统的都可以很好的

控制和解决。同时，该系统还可以合理的控制因为电压扰动

造成的线路障碍[4]。

3.2  限速停机的自动化控制

在风力发电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运用自

动化控制系统，在机组运行阶段可以根据风力发电机组自身

的实际情况来实现刹车以及限速的控制。就例如，风轮机的

转速已经大于所规定的上限了，面对这样的情况风力发点就

可以自行的脱离电网，这时桨叶就会及时的打开，以此来实

行一个刹车控制。这样的话，液压系统就可以帮助桨叶停止

运转，与此同时就可以很好的实现限速停机。所以将风电机

组实行自动化是控制刹车和停机的关键[5]。

3.3  偏航和解缆的自动化控制

在风力发电机组运行过程中运用自动化系统可以将解缆

和偏航也进行自动化控制。在风力发电运行过程中风力的方

向是不固定的，所以连续工作不停的追踪风向就会被电缆缠

住，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动化系统可以很好的解决，自动化

系统可以很好的将缠绕住的电缆解开，及时的作出解缆的动

作。这样的话，在电缆达到一个缠绕上限时，风力发电的方

向就已经出现严重偏航的现象，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动化系

统通过解缆就可以帮助机组可以回到正确的风向中还能解开

被电缆的缠绕。所以将风力发电系统进行自自动化可以很好

的控制风力发电机组出现被电缆缠绕以及偏航的问题[6]。

3.4  实现通信自动化

以往没有安装自动化系统的风力发电机组，在出现故障

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不能及时的发现，从而也就不能及时的

解决问题。但是引入自动化技术就不一样了，将风力发电机

组安装自动化系统，机组在出现故障时，工作人员就能及时

的发现，并且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观察机组的实际运行情况，

利用自动化系统就可以确定风力发电机组的风向、风速以及

发电量，这样获得的数据也更加的准确，如果涡轮机中出现

了故障也可以对其进行及时的掌握，可以及时诊断出现这样

故障的原因。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是现代智能化技术的重要技

术，同时也是很多控制系统中常用的技术，其可以模仿人的

决策和学习，以此来将部分控制系统拟人化，风力发电行业

通过引入这一技术可以很好的捕捉到风力发电场地的环境变

化，以及当地的风能，这样也推动了风力发电行业向智能化

发展。

4  智能化技术在风力发电自动化系统中的应用

4.1  与风力发电自动化系统的融合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智能化系统的制造商

也逐渐的与风力发电自动化控制系统相互融合，这些制造商

已经开始制造用户的终端设备了，在视频对讲的终端安装上

管理功能，这样的话自动化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管

理人员只需要通过触摸屏来操作发电系统中的管理器，就不

需要向从前一样，需要操作很多的管理社会，智能化技术与

风力发电自动化系统的有机融合不仅可以简化管理人员对自

动风控系统的操作，还在一定程度上方便管理者管理，从而

在进一步的获取一些管理经验[6]。

4.2  加强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分析和应用分享

在风力发电自动控制系统当中，包括很多的技术，比

如：“门禁一卡管理系统”、“电梯控制系统”以及“可视

对讲控制系统”等，还包括“智能控制系统”。风力发电的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信息技术中互联网设

备的控制以及风力发电自动化风控系统的发展的实现都是有

很多的共享技术以及共享数据的。可以通过相关的协议以及

物理链路技术的对接和风力智能系统的自动控制相互关联。

4.3  实现风力发电传输系统数据

风力发电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安装的自动化系统的

数据传输是需要物理的设备和链路为基础的，也就是传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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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伴随着智能系统向智能化技术的变化，引入智能化技术

的自动化系统是需要采用TCP传输协议的。因为传输协议是标

准化的，所以传输系统是可以共享的，这样事件的发生也是

不可避免的，任何系统中的相互通信和内部通信都是可以通

过综合的网络设备来实现的。但是值得注意一点的是，公共

LAN的职能系统不会共享相同的问题以及相同的传输网络。

剧技术分析发现，风力发电自动化系统是需要通过公安局的

宽带路由器链接互联网的，在此基础上实现智能控制[7]。

4.4  极端载荷和子和阵风的控制

风力发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所处地的环境是十分恶劣

的，经常会受到强风以及阵风的袭击，如果想要使得分风力

发电机组可以稳定的运行，就一定要引入预先降载和动态调

整的策略，在风力模型极端载荷控制技术的基础上，利用识

别算法，及时的识别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的工作状况，使

得工作人员可以及时的采取措施，将超载荷进行调减，这样

可以有效的预防风力发电机组在高速的运行中出现停机的状

况，这样的方法还可以保证风力发电机组的使用年限，使其

可以有效的运行[8]。

4.5  只能感应技术的应用

在风力发电的场地中，技术人员要是想要对智能化技术

进行合理的运用，对相关的电子设备进行合理的使用，那就

一定要在风电场地中构建合理的智能化电网，对于一些庞大

的复杂的电网设备一定要进行合理的控制，在风力发电自动

化系统引入智能化技术的实际工作过程中还一定要对整个风

力发电场地的电网设备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和监测，并且还

要定期的对设备信息的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的整合和提取。除

此之外还要合理的应用无线感应器以及智能感应器，对于这

些设备合理的运用可以有效的支撑住智能风力发电场地的运

行情况，应用多种设备以及智能化发电厂，在这一基础上可

以对变电器的实际信息进行整理[9]。

结束语：随着信息技术的的发展，许多行业都引入了信

息技术，无论是在生产经营阶段还是在管理系统上，都在对

信息技术进行应用。风力发电行业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的发

展，风力发电行业的工程建设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伴随

着全国环境污染严重以及能源匮乏现象的出现，新能源的出

现也就收获了巨大的关注，所以风力发电行业很好的引用了

智能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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