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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u截至2019年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累计2065万千瓦，约占全省发电总装机的
27.9%；其中，光伏发电1254万千瓦，风电274万千瓦，生物质发电192万千瓦，水电
345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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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面临的问题

问题1
问题2

问题3

问题4

Ø2019年底，安徽
省可再生能源总装
机达到2065万，
在能源结构占比
27.9%，在光伏出
力最大的春秋季中
午全省最低负荷
2000万左右。

可再生能源装
机比重高

Ø2018年底，全省
风电总建设规模
246万，核准在建
或者未建的风电近
500万千瓦，其中
一半左右的风电集
中在皖北平原。

风电建设短时
过快 Ø皖北负荷小，

电网结构薄弱，
已建成煤电光伏
较多、电网输送
断面已经不足。

皖北电网薄弱

Ø春秋季中午时
段面临消纳问题，
而夏季和冬季局
部时段电力短时
供应不足。

电网消纳和电力
供应问题同在

5/26



6 /26

目录
Contents

设计方案

经济分析

前景分析及建议

02

03

04

01 项目背景



u 华润濉溪孙疃50MW风电场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由华润电力控股有限

公司投资新建，风电场装机容量为50MW，并配套建设10MW/10MWh电化

学储能，是安徽省首个风电+储能项目。

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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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总体方案

u 建设规模：设计容量为10MW/10

MWh，由5台2MW/2.0MWh 储能电

池单元和5台2.0MW 逆变升压一体装置

组成，还包括储能电站系统及相应的配

套设施，实现电站能量的存储和回馈并

网。

u 功能定位：储能电站具备调峰、

一次调频、调压、备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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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配置方案为：
Ø 电池选型：电池类型选用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充放电倍率为1C；

Ø 单元划分：5套2.0MW/2.0MWh储能电池系统，每套电池系统主要由2台汇流柜
、一台控制柜和12套电池簇组成，集成于集装箱内；

Ø 接线方式：每套电池系统由4套电池单元组成，每套电池单元经汇流柜汇流后，
通过电缆接入PCS；

Ø 系统组成：电池单元、控制系统、热管理系统、消防系统、供电系统、辅助安防
系统等。

设计方案—储能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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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系统功能：PCS系统的功能是将直流转换成交流，并升压至35kV，同时带有隔离
、监控、保护、通讯等功能。

u设备选型：单台储能变流器功率为500kW，选用干式变压器，变流器与变压器之
间采用铜排连接，进出线回路采用断路器。

设计方案—储能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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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总平面布置

PCS集装箱和电池集装箱
共10座，布置在风电场升
压站预留场地，采用2行5
列布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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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储能监控EMS系统

u储能站监控系统根据系统的要

求和储能电站的运行方式，对储

能电站的实时自动监控和调节。

主要功能有：

Ø能量管理功能

Ø功率控制功能

Ø监视功能

Ø数据库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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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基础型式：集装箱电池舱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基础上部预埋
钢构件，用于与集装箱底座连接。

u检修通道：集装箱底部设有检修坑，两侧安装电缆支架作为电缆通道。

设计方案—基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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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消防型式选择：采用管网式全自动七氟丙烷灭火系统、消防预警系统。

u消防系统组成：消防系统由火灾探测器、控制器、可燃气体检测、储存瓶组、
管网、喷头、泄压阀、声光报警、气体喷洒指示灯、紧急启停按钮、手动自动开
关等组成。

设计方案—储能电站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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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设计要点

01

03

储能电站容量的确定

与风电场的关系

一次调频的逻辑

02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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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储能电站容量的选择

p功率选择

Ø安徽电网调峰压力紧张时段出

现在春秋季中午，安徽院根据本

风电场已有测风数据、风机参数

及布置等，计算风电场全年不同

季节不同时段的出力，算出本风

电场春秋季节中午时段平均出力

为8.9MW。根据安徽省电网公司

提供的数据，安徽省风电场春秋

季中午时段的平均出力约20%。

p容量选择

Ø根据安徽省新能源消纳分析模

型显示春秋季节中午调峰压力紧

张持续时间约1小时，因此最终

确 定 风 电 场 配 套 储 能 容 量 为

10MW/10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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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功能定位：储能是风电场的一部分，是为了更好地确保风电场所发电量顺利消纳
，成为电网的友好电源，因此站在系统角度，风电场和储能是一个整体。

u调度关系：电网调度部门对风电+储能整个场站下发AGC总指令，风机与储能的
负荷指令由场内通过二次协调控制；

设计方案—与风电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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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一次调频逻辑

Ø一次调频系统与风电场升压
站AGC处于并行状态。当系
统频率没有越限，AGC正常
工作状态，一次调频系统不
动作。

正常状态 一次调频
动作时

一次调频
结束时

Ø当频率越限时，一次调

频系统自动起动，并闭锁

AGC装置调节储能部分

的功能。

Ø频率恢复正常时，一次调频

系统退出运行，由AGC控制

储能电站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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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本项目定位为风电场配套储能，储能的加入可以使得新能源成为电网

友好型的优质电源，同时帮助新能源实现多种价值，包括满足电网硬性

要求、平滑出力曲线、提供辅助服务等。

经济分析-收益方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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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收益一般

Ø平滑出力需要的储

能容量小，即使弃电

也是局部时段。

Ø电网辅助服务使用

频率低。

使用率较低 收益低 企业被动投资

Ø平滑出力弥补的电

网考核损失费用少。

Ø电网辅助服务带来

的收益少。

Ø被迫增加项目投资。

Ø部分企业选择配置

低的廉价产品。

Ø不利于行业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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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分析及建议-储能是新能源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Ø进入“十四五”，继续
发展风电光伏为代表的可
再生能源是能源结构转型
的必然选择。

风电和光伏
快速增长

网源不协调
矛盾加剧

储能是最好
的解决方案

Ø新能源渗透率持续提

升，网源更加难以协调，

急需电网灵活性资源。

Ø储能作为优质的灵活性

资源，大大提高新能源的

电网适应性。



前景分析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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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分析及建议

01
模式成熟

Ø新能源+储能在
还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大量项目积
累，形成一种成
熟并被社会广泛
认可的运行模式。

02
成本下降

03
政策支持

Ø随着产业规模的
扩大，将带动储
能行业技术升级，
具有一定的成本
下降空间。

Ø出台政策保护
和培育发正在展
中的储能行业，
保证行业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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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创新发展

Ø赋予储能更多的
功能和运营模式，
通过灵活的市场
化机制实现储能
的成本回收。



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