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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智能技术之东风 分布式风电即将燎原

 从高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到屡创全球记录的低风速阶段，至2017年全国首个分布式风电项目在江苏江阴投运，已过
而立之年的我国风电产业迎来了第三次变革--分布式时代已拉开帷幕。

 日前，在江苏江阴举行的2018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分论坛--物联网与分布式能源高峰论坛上，远景能源现场首发第一
代分布式智能风机新产品与《分布式风电白皮书》印刷版，在分布式风电的智慧探索与物联网技术应用上，为行业提
供了值得借鉴的智能方案。

 政策利好 技术革新

 中东部分布式能源装机量将明显提升

 2018年4月，国家能源局下发《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建设暂行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分散式风电发展，完善其管理
流程和工作机制；5月，能源局又在《关于2018年度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中提出，分散式风电项目可不参
与竞争性配置，逐步纳入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范围。

 多年来一直踟蹰前行的分布式风电，终于迎来发展良机。在政策支持下，分布式风电将在2018年底到2019年实现装
机量提升。据业内专家预测，2018年中国分布式风电的新增装机容量将在1到2GW之间 。

 随着“三北”地区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风电开发布局向中东部和南方地区转移。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杜
祥琬认为，在中东南部地区大力发展分布式风电，可优化用电结构。“在东部将分布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的潜力充分
挖掘出来，利用物联网技术与其他能源进行互补，不足部分再由西电东送，对中国能源结构产生非凡影响。”

 而中东南部可开发风资源和可利用土地减少，以及中东南部人口密集区所带来的安全和噪音挑战，风机设备制造企
业靠成本和规模这两大优势形成的竞争力难以为继，技术创新是唯一选择。

 与集中式风电相比，分布式风电单项目规模小且布局分散，管理需更加智能化。2017年底，全国首个分布式风电项
目在江苏江阴投运，出口电压10千伏的中压风机直接接入配电网，所发电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打破了内陆城市人
口集中区域不可开发风电的传统认知。该项目采用远景能源140米钢塔筒EN-131/2.2MW智能风机，单台风机年发电量
可达500万度以上，每年可为企业节约电费至少20万元，大幅降低了企业用电成本。与此同时，每10万千瓦分布式风
电全生命周期可减少煤炭使用约1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00万吨。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从“分散式”到“分布式”

 智能风机联姻物联网可期收益最大化

 与“分散式”不同，远景此次发布的亮点在于“分布式”。“以往的‘分散式’开发方式与设计思路跟集中式基本
一致，只是规模较小，没有用电主体，可以全额上网。而‘分布式’要绑定用户主体，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直接面向不特定的区域内用户参与电力交易，符合远景对于分布式和碎片化能源的定义。”对于一字之差的“分散
式风电”与“分布式风电”，远景能源副总裁兼首席产品技术官王晓宇作出解释。

 除了绑定用户主体，分布式智能风机在各项性能皆表现优异。

 在江阴保税区分布式风机项目建设基地，一台台色彩明快的“高颜值”风机正在徐徐运转，为这座工业重镇输送着
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智能分布式风机不仅要考虑到与城市规划有机结合，还要考虑到附近建筑群空间的组织、色
彩、地形和自然环境，要与城市和美好生活紧密融合。” 王晓宇对记者说。

 不仅有外在，内在同样重要。相对于集中式风电选址偏僻远离人群，分布式风电一般地处人口密集区域，对最为核
心的“安全性”提出了最严格的要求。“智能风机必须用智能技术彻底杜绝倒塔、叶片甩落等恶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将安全技术标准提升至航空等级。基于先进传感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状态直接监控防护，确保分布式风电绝对安
全、环境友好、省心高效。”王晓宇说。

 在碎片化能源时代，分布式风机无法同集中式风机一样，用集中化的方式来管理，分布式风电倒逼电网进行调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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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的变革。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将广泛应用于智能电网，渗透到电力生产、输送、消费、管理的各个环节，实
现电网运行管理的互联互通。

 为了适应碎片化能源时代的需要，远景将能源物联网应用到能源领域，打造了业界首个能源物联操作系统，有效打
破了分布式风机与分布式光伏，楼宇、工厂、园区间的信息壁垒，协同管理各垂直能源系统，实现各类能源的综合管
理，并基于平台上的发电与负荷预测，需求侧响应等高级应用，可为分布式能源各参与方实现电费收益的最大化。

 “目前，远景已经拥有了全球最大的能源物联操作系统，整合包括气象数据、发电数据、用电数据、电网数据在内
的各类数据源，连接超过5000万个智能设备，协同管理着100GW的全球能源资产。”远景集团创始人兼CEO张雷说。
（记者 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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