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电场并网稳定性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风电场并网稳定性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11317753

10位ISBN编号：7111317750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

作者：(孟加拉)幕延|译者:李艳//王立鹏

页数：1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电场并网稳定性技术>>

前言

　　随着《可再生能源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我国风电行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
6年来，我国风电装机容量每年都增加100％左右，已经提前3年并超额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风力发
电装机目标。
2008年我国新增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6153.7MW，2009年新增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13803.2MW。
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总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25805.3MW，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风能是不可控、间断、随机的，大规模风电并入电网后，必须解决电量消纳问题。
当风电场满发时，当地电网不能完全消纳，多余的电力如何处理。
当风电场出力很小、甚至为零时，当地电网是否有足够的备用机组能保证负荷用电需要。
这里带来的电力调度、电力调峰、电力储存等问题，是全新的问题。
　　风电场多处偏远地区，一般接于电网末端，使系统潮流发生了改变，影响了电网的稳定性。
现有电网在规划之初没有考虑风电的接入，接入风电后，风电场附近的电压和功率可能超出安全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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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了提高风电场并网稳定性的方法，它从机械和电气两方面人手，对风力发电机组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究：机械方面，重点体现在传动链的模型和桨距控制等方面的改进；电气方面，主要介绍了
适用于风电场的各种控制方法，本书对恒速风力发电机组、变速风力发电机组、桨距控制器和氢能发
生器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对超导储能、电容器储能、飞轮储能、静止同步补偿器／蓄电池等储
能装置在风电场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适用于在风力发电技术领域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在校学生，也适用于具有良好
的数学和物理基础的、任何想成为风电专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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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本书中的高能电容器系统（ECS）拓扑结构可以明显地减小并网型恒速风力发电机组的功率扰
动，同时ECS拓扑结构也适合于变速风力发电机组。
平滑风力发电机组输出功率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选定风电场的参考功率.一些国家由输电公司（TSO）
或者电网专家提供风电场并网协议，风电场并网协议根据电网电压等级或者低电压穿越能力是否易于
实现来制定。
由于风能具有随机性，因此参考功率不易设定。
　　此外，对单个风力发电机组设置参考功率会增加控制系统的复杂性。
因此，强调基于参考线性功率以平滑风电场的输出功率。
然而，恒定的参考线性功率不是最佳选择，假若如此，发电机控制系统会变得非常庞大。
　　本书采用指数移动平均模型产生参考线性功率。
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减小发电机控制单元的规模。
控制系统的目标是通过消耗或者产生有功功率来跟随参考线性功率的。
发电机控制系统的控制策略为，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采用正弦脉宽调制的电压源变流器
和DC-DC斩波变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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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电场并网稳定性技术》介绍了一种稳定风电场功率输出的通用方法，这其中包括了恒速和变
速两种风力发电机组构成的系统。
《风电场并网稳定性技术》提供了一个适用于风电场建模和控制策略分析的工具，具体提出了一种采
用储能装置减小风电场输出功率和输出端电压波动的新方法，同时讨论了该系统瞬态稳定性的提高方
法。
《风电场并网稳定性技术》还提供了进行系统建模和控制器设计的先进仿真工具，同时给出了仿真结
果。
　　全球变暖、环境污染以及化石能源的日益衰竭，都成为了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绿色能源技术为包含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在内的绿色科技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
近年来，绿色科技研究热点集中在能源和电源供应两方面，风能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方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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