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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我国的风力发电事业发展十分迅速，装机容量连续几年翻番，2009年我国风电总装机容
量达到了2500万kw，超越德国，排名世界第二。
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大批风电机组整机设备及主要零部件生产商，目前我国风力机整机及零部件
生产厂家已达七八十家，部分风电机组生产厂家已跻身世界十大设备供应商之列。
但是，毋庸讳言，国产的兆瓦级风电机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许可证转让、委托设计或购买设计图
样的方式进行生产的，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内厂家可谓凤毛麟角。
这种情况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国风电发展的潜在隐患难以消除，难以真正做强做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风电设备制造商、风电开发商、设计单位、科研机构院校都有必要回过头来，
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学习钻研，以使我国的风电技术水平上一个台阶，发生一个质的飞跃。
出于这个目的，作为多年从事风电工作的专业人员，译者在各自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了本书的翻译
工作。
　　现代科学意义上风力发电机组的应用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风力发电技术的大规模科学研究也
始于这个时候，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
虽然其中不乏经典性的成果、论文、专著，但总体上技术文献资料还是十分有限，多数属于科研论文
、高校专业教科书类专著，直接针对工程实际应用、能够指导工程师相关设计工作的手册类著作较少
，据译者所知，目前由丹麦Riso国家实验室和挪威船级社合著的这本《风力发电机组设计导则》还是
惟一的一本。
众所周知，丹麦Ris0国家实验室和挪威船级社是国际风电行业最为权威的科研技术服务机构，由他们
组织编撰的这本《风力发电机组设计导则》可以说是权威之作。
从原书的前言可以看到，本书的编写目的是总结过去的风力发电机组设计、制造知识，以期对风力发
电机组设计和应用中经常遇到的设计问题提供建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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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风电相关研究项目的成果、实际设计经验和生产制造知识。
对风力发电机组及其主要零部件，叶片、轮毂、主轴、主轴承、齿轮箱、机架、机舱、发电机、控制
保护系统、运行监控系统、偏航系统、塔架、基础等的设计方法、理论、设计规范、设计参数进行了
全面、系统、详细的介绍和阐述，给出了若干计算实例，目的是为风力发电机组的设计提供一个导则
，对风力发电机组设计和应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提出建议和指导，方便实际应用。
书中给出的准则、数据、曲线等设计资料都来源于真实的设计实践，可以直接参考引用，对风力发电
机组的设计和应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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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力机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设计制造，即如果在预计的服务寿命期内得到正确的使用和维护
，它就能够在预计的安全水平下承受假定的载荷并表现出足够的持久性和坚固性。
计算或者计算与试验相结合可以用于证明风力机的结构元件，满足预计的安全水平。
　　结构元件预计的安全水平可以用失效概率要求来表示，以所谓的风险接受准则作为基础来确定，
它取决于失效的形式和后果。
失效的形式可以根据延展性、备件数量或结构的冗余程度来描述，而失效后果可以根据所包含的自然
后果和社会后果来描述。
后果越严重，备件能力的限制越多，可接受的失效概率就越小。
预计的安全水平以2.3 节详细描述的安全等级进行标准分级，以低、中及高安全等级进行区别。
安全等级越高，安全水平要求越严格，可接受的失效概率就越小。
　　风力机配备了控制和保护系统，它规定了风力机将要经历的所有可能的设计状态。
为了保证风力机在这个限定的状态之内，作为安全理念的一部分，保护系统应该提供足够高水平的可
靠性，涵盖在极端事件可能发生的失效与保护系统可能不能执行其任务之间可能忽视的组合概率。
因此，保护系统的非冗余结构部件都设计成了具有很高的安全等级。
　　预计的安全水平或安全等级的选择对不同的风力机部件有所不同。
风轮通常设计成至少应具有中等安全等级。
而其他的结构部件，如塔架、基础通常设计成根据其失效的可能后果确定其安全等级。
基础失效的后果可能导致塔架和风轮的失效，风轮或塔架的失效不一定导致基础的失效。
对各种结构部件选择其安全等级，有效的方法是采用所谓的功能失效顺序，如在失效顺序中，基础失
效是最后一个失效的结构部件。
这个顺序是基于风力机结构及其基础失效后果可行性研究得出的。
但是，风轮通常被设计成中等或高的安全等级，而不必遵守上述功能失效原则。
要求风轮设计成中等或高安全等级，主要是缘于如果风轮飞出来或风轮失效，对周围环境将造成危险
的事故。
在这样的事故中，风轮的零部件可能会散落在风力机以外1km甚至更远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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