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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力场并网是智能电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步�针对风力场接入电网后对系统电压稳定性构成的影响�提出在
并网点加装超导储能装置ＳＭＥＳ用以改善电压稳定性�最后通过使用 ＰＳＡＳＰ软件的 ＥＰＲＩ－36节点系统作为仿真算
例�验证了超导储能装置在控制风速波动对电网电压稳定影响方面的有效性�说明了超导储能技术对构建智能电网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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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目前�随着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电力行

业在安全运行、能源环保、市场竞争、企业管理等方面
面临的压力日益突出�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以及
材料、信息、电力电子等领域新技术带来的新驱动力�
“智能电网 ”的概念应运而生�已成为全球电力行业
共同的研究课题。中国也开始逐步加大对智能电网
的研究力度。与传统电网相比�智能电网将以可靠、
坚强、通畅的实体电网架构和信息互动平台为基础�
以服务生产全过程为目标�并整合系统各种实时生产
和运营信息�通过加强对电网动态的分析、诊断和优
化�为电网运行和调度人员提供更为全面、更为完整
和精细的电网运营状态图�并给出辅助决策支持�以
及控制实施方案和应对预案�最大可能实现更为精
细、及时、准确、绩优的电网运行和管理 ［1～3］。

以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分布式电源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就是实现智能电网概念很好的办
法。它是一种与传统集中供电模式完全不同的新型
供电系统 ［4］。以分散的方式布置在负荷所在的配电
网中�并具有可再生、占地少、清洁环保、供电可靠和
发电方式灵活等特点 ［5］。虽然风能因其储量巨大、

环保优势和规模效益等独特优势得到了长足发展�但
风电场并网引发诸如电压失稳等一系列电网运行安

全问题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6～9］。
超导储存装置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ＭＥＳ）能够有效提高风力场并网后电网电压
稳定性 ［10～12］。早在电力工业发展初期�储能技术就
有了应用。目前�超导储能装置因其容量大、效率高、
响应快、无污染、控制方便、使用灵活等诸多优点开始
在电力调峰、保障系统稳定和提高电能质量上发挥作
用。随着智能电网研究和建设力度的加大�超导储能
技术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机遇 ［13］。特别与如风能等
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发电领域结合�可以成为对提高
系统运行稳定性、调整频率、补偿负荷波动的一种强
有力的手段。

针对风力场并网后�因风速等随机变化因素对电
网电压暂态稳定的影响�提出在并网点利用超导储能
装置ＳＭＥＳ提高电压稳定性�通过ＥＰＲＩ－36节点系
统作为算例�并模拟风速的影响�对比验证了超导储
能装置对控制风力场并网口电压稳定的有效性�说明
了超导储能技术在构建智能电网的作用。

1　风力发电机模型
1．1　风力机空气动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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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情况下�风力机从风能中捕获的功率由风速
决定。

Ｐｍ＝12ρＳＣｐυ
3
ｍ （1）

其中�ρ是空气密度 （ｋｇ／ｍ3）；Ｓ＝πＲ2是风机叶片的
桨叶扫风面积 （ｍ2）；ＣＰ是与气动性能有关的风能利
用系数�即单位时间内风轮所吸收的风能与通过风轮
旋转面的全部风能之比。它是叶尖速比 λ的函数。
其定义为

λ＝ＲωＷＴυＷ （2）
其中�ωＷＴ为风力机转速 （ｒａｄ／ｓ）。

ＣＰ与λ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Ｃｐ与λ的关系
在实际工程中�λ和β与风能利用系数ＣＰ有关

系�可以用下式表示。
Ｃｐ＝ｃ1（ｃ2－ｃ3β－ｃ4βα－ｃ5）ｅ－ｃ6 （3）

其中�α＝2�ｃ1＝0．5�ｃ2＝λ�ｃ3＝0�ｃ4＝0．22�ｃ6＝
0．17λ�这是通过风机的实际测量数据拟合的函数。
1．2　异步风力发电机ＲＸ模型

传统电力系统潮流计算将风力发电机组等值成

为ＰＱ节点�并认为风力场的功率因素恒定不变。但
是风电场多采用异步风力发电机�发出有功的同时要
吸收一定的无功�必须在接入点加上无功补偿设备�
而吸收无功功率的大小和机端电压、发出的有功功率
以及滑差等有关�因此简单的将风力机处理成功率恒
定的ＰＱ节点会忽视风力场对电网特有的影响。

相对ＰＱ模型�ＲＸ模型把异步发电机的滑差表
示成机端电压和有功功率的函数�在给定初始滑差和
风速的情况下�将发电机看成阻抗型负荷加入潮流�
得到风力发电机的电磁功率�再由风速计算出风电机
的机械功率�从而由两个功率之差值修正滑差�反复
迭代�最终使得风电机机械功率与发电机电磁功率达
到平衡。
1．3　风力场模型

对一个安装有ｎ台风力发电机的风电场�为了简
化计算�忽略风电场内部线路损耗和变压器损耗�不
考虑风力发电机组分布的相对位置、风力场内部电网
结构对计算的影响�并假定所有机组具有相同的机端
电压�并且等于待求的风场母线电压。这样�再则可
以用一台发电机模型来表示风力场。

风力场总的有功功率就等于风力场内每台机组

的有功功率之和�总的无功功率等于风力场内每台机
组的无功功率之和。

Ｐｆ＝ Σｎ＝ｉ＝1Ｐｅｉ（υｉ） （4）
Ｑｆ＝Σｎ

ｉ＝1Ｑｅｉ（Ｐｅｉ�Ｕｆ） （5）
其中�Ｐｆ、Ｑｆ分别为风电场总的有功和无功功率；Ｐｅｉ、
Ｑｅｉ分别为第ｉ台风电机组注入电网的有功和无功功

率；υｉ为第ｉ台风力机处的风速。
1．4　风速模型

风速对风力场出力影响最大�目前一般采用简化
的四分量模型来模拟风速随时间变化的特征〔14〕。这
里只简单介绍后面算例将会考虑的阵风模型。

阵风用于描述风速突变的特性。在风电系统的
动态仿真中�通常可以用它来考察风电系统在突变性
风速扰动下的动态特性。

νｗｇ（ｔ）＝0�ｔ＜Ｔｓｇ （6）
νｗｇ（ｔ）＝Ａωｇ2（1－ｃｏｓ2π（

ｔ－Ｔｓｇ
Ｔｅｇ－Ｔｓｇ））�Ｔｓｇ≤ｔ≤Ｔｅｇ

（7）
νｗｇ（ｔ）＝0�ｔ＞Ｔｅｇ （8）

其中�νｗｇ（ｔ）�Ｔｓｇ�ＴｅｇＡωｇ�分别表示阵风风速、阵风启
动时间、结束时间、阵风幅值。
2　超导储能装置模型 （ＳＭＥＳ）

超导储能装置是将能量以电磁能的形式储存在

超导线圈中的一种储能装置。与其他储能装置相比�
ＳＭＥＳ具有容量大、效率高、响应快、无污染、控制方
便、使用灵活等诸多优点�在风力场并网处使用
ＳＭＥＳ能够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 ［15、16］。
2．1　超导储能装置的原理

ＳＭＥＳ的基本原理图如图2所示。当开关Ｋｌ闭
合、Ｋ2打开时�超导线圈处于充放电状态；当 Ｋ1打
开、Ｋ2闭合时�超导线圈处于短路状态。因为超导线
圈的电阻为Ｒ＝0�所以电流可以在线圈中无衰减地
永久流通。而超导储能装置一般可分为滤波器、超导
线圈、变流器、制冷装置、失超保护及监控系统等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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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图2　超导储能装置原理图
2．2　采用超导储能的风力场系统

具有超导储能装置的风力场系统如图3所示�
ＳＭＥＳ单元接在异步发电机母线后�再与大电网相连
接 ［17］。

图3　采用ＳＭＥＳ的风力场系统

3　算例仿真计算与分析
3．1　算例模型

结合电力系统综合程序 （ＰＳＡＳＰ）�以软件自带的
ＥＰＲＩ－36节点系统为算例�分析风力场接入对电网
电压影响情况�并对比拥有超导储能装置情况下电压
波动情况�以说明超导储能装置对提高电压稳定性的
作用。ＥＰＲＩ－36节点系统如图4所示。

图4　ＥＰＲＩ－36节点系统

3．2　模型的处理
对于风速突变对电压的影响�将异步风力发电机

按照ＲＸ模型处理�并模拟风力场在阵风扰动下的响
应�以0．05ｓ为抽样步长�得出风力场的输出功率随
风速的变化拟合曲线�用以模拟风速突变引起发电机
出力的变化 ［18］。

风力场的输出功率在阵风扰动时�功率变化的拟
合曲线如图5和图6所示。

图5　有功功率变化曲线

图6　无功功率变化曲线
对于装有超导储能装置 ＳＭＥＳ的风力场�采用

ＰＱ模型以简化计算�并选取适当的接入电网的容量。
3．3　仿真计算

ＥＰＲＩ－36节点系统基准容量为100ＭＶＡ�风力
场采用容量为1ＭＷ的异步电机�设定台数为50台�
全部投入使用时�总装机容量为50ＭＷ�占系统最大
负荷1％�并将风力场通过34节点接入系统 ［7］。

在ＰＳＡＳＰ软件上�将风力场在阵风扰动下有功
和无功短时的变化情况以节点扰动形式输入软件仿

真�并和装有超导储能装置情况经运行对比�最后仿
真结果和对比情况如图7所示。
3．4　结果分析

从上面仿真结果看出�风速的变化对系统电压影
响较大。随风速的增加�母线电压增加�随后逐渐才
稳定。而装备有超导储能装置的风力场能够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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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电压的波动。

图7　母线电压波动情况

4　结　论
风力场并网是建设智能电网非常重要的手段�模

拟了风力场在风速突变后有功和无功输出的变化�通
过算例仿真出其导致系统短期电压波动情况�并和采
用超到储能装置的风力场进行了对比�说明了超导储
能装置控制风力场并网电压暂态稳定性的作用。当
然�为了方便对比�将采用超导储能装置的风力场简
单地设定为ＰＱ节点�没有考虑超导储能装置的控制
策略和储能容量的选取�而这两个因素却对超导储能
装置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前景有很大的影响�笔者在
以后的研究中还将继续深入探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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