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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能源制氢系统是提升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消纳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内外关于电解槽能量管理的研究
以单电解槽为主。单电解槽能量管理未考虑电解槽非线性的工作特性，难以兼顾多个电解槽制氢效率，影响系统

经济性。文中针对含有多电解槽的新能源制氢系统的能量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新能源消纳率、经济收益、制氢

率为目标，考虑单个电解槽运行特性以及生产约束条件，建立包含风电、光伏、蓄电池、多电解槽的能量管理优化模

型，并采用强度Ｐａｒｅｔｏ进化算法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ａｒｅｔ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２，ＳＰＥＡ２）求解多目标优化问题。仿真研究
表明，文中所提能量管理策略能够实现新能源发电的１００％消纳，单位制氢收益可提升５．１５％。因此，对多电解槽
制氢系统进行有效的能量管理有助于提高制氢效率，可有效克服单电解槽运行及能量管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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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具有不确定性，是阻

碍消纳的主要原因。氢能作为一种绿色能源，是国

家未来重要的战略能源。新能源制氢系统是提升

新能源发电消纳、优化氢能战略部署的最优方法之

一［１４］。新能源制氢技术以电解水为核心，包括碱

性电解槽、质子交换膜电解槽和固体氧化物电解槽

制氢［５７］，其中碱性电解槽是当前唯一能满足大规

模制氢需求的电解水制氢设备［８］。

当前，国内外关于电解槽能量管理的研究可分

为单电解槽和多电解槽。针对单电解槽，文献［９
１１］从电解槽模型角度，通过电解槽和风力发电机
的耦合运行，以多个电解槽为整体对比分析，比较

了风能系统制氢的多种电解槽模型的明确优缺点。

文献［１２１３］从系统组成角度，将电解槽、燃料电池
组合使用以代替储能单元，实现不同应用场景的最

优运行，功率分配结果中电解槽制氢功率均为制氢

总量，未归算至每台设备。文献［１４１７］从能量管理
优化角度提出不同优化模型，包括分段优化模型、

小时能源监督模型、综合能源系统模型，其中电解

槽能量管理均是当作整体处理。文献［１８２０］从系
统优化目标切入，提出技术、经济等多个目标，但未

考虑制氢设备运行特性的影响。单电解槽能量管

理是在管理过程中将多组电解槽当作整体，未考虑

电解槽非线性的工作特性，采用总制氢功率分配至

单台电解槽的方式，难以兼顾不同电解槽制氢效

率，影响系统经济性。

多电解槽能量管理是将每组电解槽作为个体

管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能量管理优化模型，涉

及能量管理目标、设备寿命延长。文献［２１］提出一
种基于电解槽启停特性的日前出力优化模型，系统

包括风光电源、外接电网、蓄电池、蓄氢系统、电解

槽和氢负荷，以系统运行成本最低为目标，采用

ＣＰＬＥＸ求解计算，可提供日前出力计划，以多电解
槽为对象，实现协调运行，减少电解槽的启停次数。

文献［２２］提出碱性电解槽阵列轮值协调控制策略，
系统包括风电、超级电容、碱性电解槽，分３种工况
计算，从电解槽阵列各个单体出发，充分挖掘电解

槽装置的特性，有效提升电解槽阵列寿命和运行安

全性并降低投资。文献［２３］设计风氢一体化能源
系统，系统包括风电、超级电容器、电解槽、外接电

网，分多种工况计算，从风电频繁波动导致碱性电

解槽频繁启停角度切入，以多电解槽为管理对象，

通过减少电解槽切换次数，实现制氢产量提高和电

解槽安全性提升。

多电解槽能量管理策略以单台电解槽制氢曲

线为对象，以累加制氢产量最大为目标，能够有效

提高制氢效率。现有的多电解槽制氢系统能量管

理通过减少电解槽启停次数实现设备寿命和制氢

产量提高，但未深入研究电解槽非线性制氢特性。

与线性制氢相比，非线性制氢的制氢效率非定值，

不同制氢功率下制氢效率不同。同时现有多电解

槽能量管理目标均为单目标，须总结单电解槽现有

２



研究成果并补充完善。文中以小时为时间尺度，分

析电解槽运行特性和制氢函数，针对电解槽磨损管

理优化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多电解槽的新能源制氢

系统能量管理优化模型，并通过算例验证该模型的

有效性。

１　新能源制氢系统结构

１．１　系统组成
新能源制氢系统结构如图１所示，包括风电、光

伏、蓄电池、电解槽等，与电网连接具备双向输电

能力。

图１　新能源制氢系统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制氢系统优先消纳风电、光伏出力，提高系统

新能源发电消纳率，其次利用电网支撑系统功率平

衡。当出力超过电解槽额定功率总和时，通过电网

售卖多余电量，当出力小于电解槽额定功率总和

时，综合考虑制氢量、制氢成本后确定电网供电量。

为方便理解，售氢单价定价略高于实际售电单价，

实现系统优先制氢。

１．２　风电模型
风电模块由风轮、转体、机头、机尾和叶片组

成。风能驱动叶片转动，叶片驱动导体切割电机电

场中的磁感应线，从而产生电能。风电出力计算［２４］

如式（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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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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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ｗｉ为风电出力；ρ为空气密度；Ｒ为风叶半
径；ｖ为实际风速；Ｃｐ为系统的风能利用系数；λｉ为
中间变量；θ为桨矩角；λ为叶尖速比。
１．３　光伏模型

光伏发电主要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将太阳

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外接电路实现光电压转换为光

电流。光伏出力计算［２５］如式（４）所示。
Ｐｐｖ＝ＵＩ （４）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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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２Ｖｏｃ）－１］{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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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ｐｖ为光伏出力；Ｕ为光伏阵列输出电压；Ｉ为
光伏阵列输出电流；Ｉｓ为二极管饱和电流；Ｖｏｃ为端
电压；Ｃ１、Ｃ２为中间变量；Ｕｍ、Ｉｍ分别为取得最大
功率时对应的电压和电流。

１．４　蓄电池模型
蓄电池通过充放电实现电能和化学能的相互

转换，又称二次电池。荷电状态是表征电池运行状

态的重要参数，其与充放电功率的关系［２６］如下：

ＲＳＯＣ（ｔ＋１）＝ＲＳＯＣ（ｔ）＋
Ｐａｃ
ＣａｃＶａｃ

　ｔ＝１，２，…，Ｔ

（８）
式中：ＲＳＯＣ（ｔ）为蓄电池在时刻 ｔ的荷电状态；Ｔ为
时刻数；Ｐａｃ为充放电功率，Ｐａｃ≥０时充电，Ｐａｃ＜０
时放电；Ｃａｃ为储能电池容量；Ｖａｃ为充放电电压，
Ｖａｃ≥０时充电，Ｖａｃ＜０时放电。
１．５　电解槽模型

碱性电解槽的状态可以分为工作状态、冷备用

状态、热备用状态和停机状态［２１］。

（１）工作状态。电解槽运行存在功率下限，低
于下限则电解槽存在危险不制氢，目前技术允许的

最小负载通常为额定负荷的 １０％［２７］。依据实验数
据拟合，碱性电解槽制氢功率与制氢量关系［２８］

如下：

Ｖｅｌ＝２０５．３１Ｐｅｌ＋１７．８５ （９）
Ｖｅｌ＝－１１．２４Ｐ

２
ｅｌ＋２３２．７Ｐｅｌ＋８．８９ （１０）

式中：Ｖｅｌ为制氢量；Ｐｅｌ为制氢装置运行功率。
（２）冷备用状态。电解槽只维持控制单元、防

冻系统部件的供电，处于低功耗状态，该状态不制

氢，转换至工作状态时间大约需要２０ｍｉｎ［２９］。
（３）热备用状态。电解槽除维持控制单元、防

冻系统部件的供电以外，还须保持槽温和压力，处

于高功耗状态，该状态不制氢，转换至工作状态所

需时间很短，可忽略不计。

（４）停机状态。电解槽停机后不消耗功率，启
动需要３０～６０ｍｉｎ，能量管理优化模型以电解槽运
行状态、备用状态的功率分配为对象，不考虑电解

槽停机状态下制氢系统的功率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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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能量管理模型

２．１　目标函数
新能源制氢系统主要以新能源发电消纳率、经

济收益、制氢产量为目标。其中制氢产量与经济收

益存在矛盾，当电网电价处于尖峰或高峰时段，风

光出力不能满足电解槽额定功率时，满足最大制氢

产量则需要降低系统经济收益，满足经济收益最大

则需要降低制氢产量。

（１）新能源消纳率。系统以实现新能源１００％
消纳为主要目标，新能源消纳率计算如下：

Ｒｘｎｌ＝ (∑ｎｉ＝１Ｐｅｌ（ｉ）＋Ｐａｃ－Ｐｐｇ) （Ｐｍａｘｗｉ ＋Ｐ
ｍａｘ
ｐｖ）

（１１）
式中：Ｒｘｎｌ为新能源消纳率；Ｐｅｌ（ｉ）为第ｉ台电解槽
的制氢装置运行功率；ｎ为电解槽数量；Ｐｐｇ为电网
交换功率，Ｐｐｇ≥０时系统取电，Ｐｐｇ ＜０时系统售
电；Ｐｍａｘｗｉ为实际天气条件下可达到的最大风电出力；
Ｐｍａｘｐｖ 为实际天气条件下可达到的最大光伏出力。

（２）经济收益比。同等条件下系统收益越大则
制氢成本越低。经济收益比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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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式中：Ｇ为系统最大售电、售氢收益；Ｅ为经济收益
比；Ｖｍａｘｅｌ（ｉ）为第ｉ台电解槽最大制氢量；Ｃｈｙ为售氢
单价；Ｐｍａｘｅｌ 为制氢装置最大运行功率；Ｃ为电网实
时电价或售电电价；Ｃｓｅ为电网售电电价；Ｃｐｇ为电
网实时电价；Ｃｍａｘｐｇ 为电网最大实时电价。

（３）制氢率。制氢率越高则制氢量越高，同等
条件下制氢系统效率越高。制氢率计算如下：

Ｒｚｑｌ＝∑
ｎ

ｉ＝１
Ｖｅｌ（ｉ）∑

ｎ

ｉ＝１
Ｖｍａｘｅｌ（ｉ） （１３）

式中：Ｒｚｑｌ为制氢率。
２．２　约束条件

（１）功率平衡约束。系统功率依据实际运行，
电解槽功率总和不超过其他模块出力总和，即：

Ｐｗｉ＋Ｐｐｖ＋Ｐｐｇ－Ｐａｃ≥∑
ｎ

ｉ＝１
Ｐｅｌ（ｉ） （１４）

（２）风电出力约束。风电模块依据容量配置，
存在最大出力，即：

０≤Ｐｗｉ≤Ｐ
ｍａｘ
ｗｉ （１５）

（３）光伏出力约束。光伏模块依据容量配置，
存在最大出力，即：

０≤Ｐｐｖ≤Ｐ
ｍａｘ
ｐｖ （１６）

（４）电解槽功率约束。电解槽依据运行特性，
存在安全功率限制［３０３１］，即：

０．１Ｐｍａｘｅｌ ≤Ｐｅｌ≤Ｐ
ｍａｘ
ｅｌ （１７）

（５）蓄电池功率约束。蓄电池依据容量配置，
充放电均存在功率限制，即：

－Ｐｍａｘａｃ ≤Ｐａｃ≤Ｐ
ｍａｘ
ａｃ （１８）

式中：Ｐｍａｘａｃ 为蓄电池最大出力。
（６）电网交换功率约束。电网依据系统各模块

容量配置，取电、售电均存在功率限制，即：

Ｐｓｅｐｇ≤Ｐｐｇ≤Ｐ
ｔａ
ｐｇ （１９）

式中：Ｐｓｅｐｇ、Ｐ
ｔａ
ｐｇ分别为电网最大售电量和用电量。

２．３　强度Ｐａｒｅｔｏ进化算法２（ＳＰＥＡ２）
强度 Ｐａｒｅｔｏ进化算法 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ａｒｅｔｏ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２，ＳＰＥＡ２）为多目标优化算法，可同
时计算多个目标变量、决策变量。新能源制氢系统

中包含新能源消纳率、经济收益、制氢率３个目标，
以及 Ｐａｃ、Ｐｐｇ及 Ｐｅｌ（ｉ）等多个决策变量。粒子群算
法、遗传算法等仅适用于单目标求解，对比 ＳＰＥＡ２
可发现，新能源系统能量管理求解匹配 ＳＰＥＡ２特
点。ＳＰＥＡ２求解流程见图２，具体步骤［３２］如下。

步骤１：数据初始化。确定最大迭代次数 Ｍ，种
群个数 Ｎｐ，档案大小 ＮＡ。定义初始种群 Ｐ１＝［Ｐａｃ
Ｐｐｇ Ｐｅｌ］，外部空档案 Ａ１，组合形成矩阵 Ｑ＝［Ｐ１
Ａ１］用于计算。

步骤２：计算适应度。种群 Ｐｍ中各组解依据新
能源消纳率、经济收益、制氢量目标函数计算，形成

目标矩阵Ｃｍ。目标矩阵相互比较统计小于各组解
的目标个数，形成受支配解个数矩阵 Ｓｍ。依次累加
各组解受支配个数，计算解集适应度形成矩阵Ｂｍ。

Ｂｍ（ｋ）＝∑Ｓｍ（ｊ）　ｊ＜Ｎｐ＋ＮＡ；Ｃｍ（ｊ）＜Ｃｍ（ｋ）
（２０）

式中：Ｂｍ（ｋ）为第 ｋ组解的适应度；ｊ为小于 ｋ组解
目标矩阵的组号；Ｃｍ（ｊ）、Ｃｍ（ｋ）分别为 Ｃｍ中第 ｊ行
数据和第ｋ行数据。

步骤３：确定最优解集。在矩阵 Ｑ中选出适应
度为０的解形成解集即外部档案Ａｍ。若Ａｍ的解的
个数超过ＮＡ，则利用近邻估算密度删减相近的值。

步骤４：更新种群。对种群 Ｐｍ采用二元锦标赛
方法选择个体进入种群。对更新后的种群进行交

叉、变异。若迭代次数达到Ｍ，则进行下一步，否则，
返回步骤２。

４



图２　ＳＰＥＡ２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Ａ２

步骤５：寻找最优解。将新能源消纳率、经济收
益、制氢量目标转换为标幺值，依据制氢系统期望

选出最优解。

Ｒｐｕｘｎｌ＝
Ｒｍａｘｘｎｌ－Ｒｘｎｌ
Ｒｍａｘｘｎｌ－Ｒ

ｍｉｎ
ｘｎｌ

（２１）

Ｅｐｕ＝
Ｅｍａｘ－Ｅ
Ｅｍａｘ－Ｅｍｉｎ

（２２）

Ｖｐｕｅｌ＝
Ｖｍａｘｅｌ －Ｖｅｌ
Ｖｍａｘｅｌ －Ｖ

ｍｉｎ
ｅｌ

（２３）

式中：Ｒｐｕｘｎｌ、Ｒ
ｍａｘ
ｘｎｌ、Ｒ

ｍｉｎ
ｘｎｌ分别为新能源消纳率标幺值、

最大值、最小值；Ｅｐｕ、Ｅｍｉｎ分别为经济收益比标幺
值、最小值；Ｖｐｕｅｌ、Ｖ

ｍｉｎ
ｅｌ 分别为制氢量标幺值、最小值。

３　含多电解槽的能量管理策略

新能源制氢系统中风电、光伏模块功率单相流

动，仅出力；蓄电池、电网具备功率双向流动功能；

电解槽模块只取电。所有模块均服从能量调度。

在下一小时调度计划制定过程中，首先结合天

气预测（风速、光照、温度），依据式（１）—式（７）预
测风电、光伏出力，结合当前时刻蓄电池荷电状态

（式（８））确定蓄电池能否出力。其次明确目标函数
（式（１１）—式（１３））、约束条件（式（１４）—式（１９））
及单台制氢装置制氢函数（式（９）、式（１０）），其中
制氢函数可根据电解槽磨损情况及时更新、更换，

制氢函数可由供应商提供或采集设备运行数据获

得。最后采用ＳＰＥＡ２计算出 Ｐａｃ、Ｐｐｇ及 Ｐｅｌ（ｉ）。能
量管理框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新能源制氢系统能量管理框图
Ｆｉｇ．３　Ｅｎｅｒ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多电解槽策略的制氢函数为多种制氢函数叠

加计算，每个制氢函数匹配１台电解槽。随着设备
的运行磨损，制氢效率降低，依据设备实际运行制

氢功率、制氢产量数据，可根据期望值或固定时间

设定制氢函数更新周期。多个电解槽之间的功率

分配主要呈此消彼长模式，须按照经济收益、制氢

产量实现最优分配。与单电解槽策略制氢函数采

用线性函数计算后均分至每一台电解槽不同，多电

解槽策略的具体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新能源制氢系统能量管理流程
Ｆｉｇ．４　Ｅｎｅｒ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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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相比，多电解槽策略更具优势：（１）多电解
槽策略可依据电解槽实际磨损情况，灵活更换电解

槽或更新制氢函数，不受限制，而单电解槽策略无

法任意更换，制氢函数须保持一致。（２）实际运行
中各台电解槽磨损情况不一，电解槽可依据磨损情

况做降序排列，能量管理模型中电解槽功率采用升

序排列，两者反向匹配可有效延长设备寿命周期。

４　算例分析

新能源制氢系统风电模块配置容量２５ＭＷ，光
伏模块配置容量１０ＭＷ，配置４台单台功率２．５ＭＷ
的电解槽，安全工作功率下限为０．２５ＭＷ，蓄电池初
始荷电状态为 ２０％。１号、２号电解槽功率与制氢
量采用线性函数，３号、４号电解槽功率与制氢量采
用非线性函数。１号电解槽磨损程度比２号电解槽
严重，３号电解槽磨损程度比 ４号电解槽严重。
ＳＰＥＡ２种群数量设置为２００，档案数量设置为２００，
迭代次数设置为 ４００。天气数据选取白天光照充
足、夜间风力充足的２４ｈ实际气象信息，包括风力、
光照、温度数据。

依据天气数据，结合式（１）—式（７）计算新能源
制氢系统风光出力，如图５所示。由图可见，光伏出
力集中在 ０９：００—１７：００，且光伏出力在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和１６：００达到最大。风电出力
集中在 ２１：００—２４：００，且风电出力在 ２３：００最大，
风电出力波动较光伏出力更大。白天为光伏出力，

夜间为风电出力。

图５　光伏和风电出力
Ｆｉｇ．５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ａｎｄ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ｐｕｔ

电网电价依据某地电网销售电价表编制，尖峰

电价为１．１３０３元／（ｋＷ·ｈ），高峰电价为 ０．８３７３
元／（ｋＷ·ｈ），低谷电价为０．３３４３元／（ｋＷ·ｈ），售电
电价为０．４１３０元／（ｋＷ·ｈ）。峰谷平时段划分及电
价如图６所示。

结合实际气象数据及电网电价，利用 ＳＰＥＡ２求
解新能源制氢系统，最优解集如图 ７所示。在
００：００—０７：００，风光资源匮乏，系统无风光发电输
出，系统解唯一，以市电满功率制氢。在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光资源充沛，光伏最大功率输入系统使电解
槽满功率运行，最优解也唯一。在 ２１：００—２４：００，

图６　电网售电和购电电价
Ｆｉｇ．６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ｓａｌｅａｎｄ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

风力资源较为充沛，同时处于低谷电价，系统中电

解槽满功率运行为最优方案。若风光资源不够充

沛，系统具有多组解，以系统经济收益为主制氢量

为辅选取最优解，系统最优功率分配见图８—图１０。

图７　能量管理策略最优解集
Ｆｉｇ．７　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图８　单、多电解槽制氢功率与制氢量
Ｆｉｇ．８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ｒ

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ｒｓ

电解槽在风力充足时段、光照充足时段、电价

谷值时段均工作在额定功率，可实现最大制氢量，

符合能量管理策略，如图８所示。单电解槽策略、多
电解槽策略在电解槽满功率运行时段保持一致，在

６



图９　单、多电解槽电网功率与购电成本
Ｆｉｇ．９　Ｇｒｉｄ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ｃｏｓ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ｒｓ

图１０　单、多电解槽蓄电池充放电功率与荷电状态
Ｆｉｇ．１０　Ｃｈａｒｇ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ｃｈａｒｇｅｓｔａｔｅｏｆ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ｒｓ

其余时段功率分配不一致，是因为能量管理策略

不同。

电网在电价谷值时段给予新能源制氢系统充

分的功率支撑，如图９中０１：００—０７：００，风电、光伏
模块均无电能产出，由电网取电实现电解槽最大制

氢量。电网在电价谷值以外时段少量参与系统制

氢，主要以风电、光伏模块为主，实现经济效益最大

化。当风电、光伏出力超过系统需求时，向电网售

电，提升系统经济效益，实现新能源发电 １００％
消纳。

蓄电池在新能源制氢系统中始终处于充电状

态，几乎不参与系统功率平衡，蓄电池荷电状态始

终保持在初始值附近，如图１０所示。系统功率由电
网实现支撑、消纳，蓄电池可作为备用电源、负荷。

Ｐｅｌ（１）≤Ｐｅｌ（２），Ｐｅｌ（３）≤ Ｐｅｌ（４），均呈上升

排列，符合能量管理策略，如图１１、图１２所示，旨在
匹配电解槽磨损情况。１号、２号电解槽功率与制氢
量采用线性曲线，３号、４号采用非线性曲线，与均分
功率曲线Ｐｅｌ（ａ）均存在交叉，功率分配存在差异，
进而导致系统经济收益、制氢量不同。

图１１　１号和２号电解槽制氢功率
Ｆｉｇ．１１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ｏｆ

Ｎｏ．１ａｎｄＮｏ．２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ｒ

图１２　３号和４号电解槽制氢功率
Ｆｉｇ．１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ｏｆ

Ｎｏ．３ａｎｄＮｏ．４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ｒ

电解槽功率分配与磨损情况 Ｗｅｌ反向匹配，磨
损情况严重的设备采用小功率制氢，延长设备寿命

周期，如图１３所示。不同制氢曲线的电解槽功率不
采用升序排列，设备磨损情况也不采用降序排列，

仅排列相同制氢曲线设备，保证系统目标实现

最优。

图１３　电解槽１７：００制氢功率
Ｆｉｇ．１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ｒａｔ１７：００

新能源制氢系统采用单电解槽、多电解槽策略

均可实现新能源 １００％消纳，满足系统期望，如表 １
所示。多电解槽策略较单电解槽策略经济收益提

升２．１８％，经济收益曲线如图１４所示。其中单电解
槽策略单位制氢收益１．９４元／Ｎｍ３，多电解槽策略单
位制氢收益２．０４元／Ｎｍ３，虽然制氢量有所下降，但
单位制氢收益提升５．１５％。根据４台电解槽功率的
不同分配方案，从结果可以看出，多电解槽策略针

７ 陈磊磊 等：含多电解槽的新能源制氢能量管理优化



对新能源制氢系统功率分配更合理，相较于均分功

率误差更少。

表１　２４小时新能源消纳率、经济收益、制氢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２４ｈｏｕｒｓ

策略
新能源

消纳率／％
经济

收益／元
制氢量／
Ｎｍ３

单电解槽 １００ ７６０１５ ３９２６２

多电解槽 １００ ７７６７５ ３８０８９

图１４　新能源制氢系统经济收益
Ｆｉｇ．１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ｙｉｅｌｄｏｆ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５　结论

针对包含多组电解槽的新能源制氢系统运行

优化问题，提出多电解槽能量管理优化模型。多电

解槽策略采用线性和非线性函数作为制氢函数，新

能源消纳率、经济收益、制氢率计算结果较单电解

槽策略综合更优。在保证新能源发电完全消纳的

情况下，经济收益有较大提升，制氢函数越接近电

解槽实际运行，系统能量管理效果越优。多电解槽

策略具体有以下优势：

（１）以单台制氢函数为基础系统，可根据电解
槽磨损情况灵活更换设备或更新制氢函数，具有较

好的灵活性。

（２）可依据实际设备磨损情况反向匹配制氢功
率，延长设备运行周期，提升实际运行经济性。

（３）对制氢系统功率分配更为合理，相较于均
分功率误差更少，从单位制氢收益可以看出经济收

益更高。

文中优化方法同样适用于电解槽不规则制氢

函数，也将进一步展开多电解槽策略理论及复杂系

统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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