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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有效提高风电入网的经济性和可行性，文中提出一种考虑风电典型场景概率的电热混合储能优化配置
方案。首先通过场景分析，利用Ｋｍｅａｎｓ聚类法将大量风机历史出力数据简化为６个典型出力场景，确定各场景发
生的概率，其中聚类数目由肘部曲线法和Ｄｕｎｎ指数法综合确定；其次提出电热混合储能系统控制策略，建立适用
于多场景的风储联合系统模型；最后，以经济性成本最低与弃风量最小为目标，建立包含电、热负荷综合响应的容

量配置优化模型，并将场景概率以权值的形式加入到目标函数中，采用粒子群算法求解模型。通过仿真分析和与

其他储能配置场景对比，发现所提配置策略能够提高风电利用率约１６．１２％，同时减少系统综合成本约４３．７６％，验
证了所提策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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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风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资源丰

富、可利用小时数高等优点［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风电
装机容量达到 ３．７亿千瓦，同比增长 １１．２％［４］。然
而，风能受气压、温度、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

较强的随机性，预测难度高，不利于电网调度，导致

弃风现象严重，制约了风电规模化应用的发展［５］。

为促进风电大规模消纳，许多风电机组配备了

储能设备，以提高风力发电厂的经济效益［６１１］。电

化学储能（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ＥＥＳ）技术
发展较早，投资成本较低，具有灵活的充／放电特
性，在风电功率响应和时移上有明显优势［１２］。近年

来，随着我国 “煤改气”“煤改电”政策的推进，可再

生能源进行电制热正成为主要发展趋势。利用热

力与电力系统间的耦合性，建立电热综合能源系

统，可以大幅提高系统的调度灵活性。在 ＥＥＳ的基
础上，为电热综合系统配备热储能（ｈｅａｔｓｔｏｒａｇｅ，
ＨＳ）装置，可以增强整个系统的可调可控性［１３］。文

献［１４］为综合能源系统配置电热混合储能，能够有
效提高园区经济效益，降低输电成本。

配置合理的储能容量是保证风储联合系统经

济性和稳定性的前提，此过程须充分考虑风电机组

的发电能力［１５］。传统容量配置算法往往采用某一

典型日的风电出力作为全体风电参考功率，忽略了

其随机变化的特性，导致储能容量过于保守或不

足［１６］。文献［１７］基于３种固定场景，计算电热混合
储能容量最优配置，但未考虑风电不确定性对配置

结果的影响。为了提高储能和风力发电收益，需要

充分考虑各种风况下的风电出力变化情况，研究其

不确定性量化分析方法。文献［１８］对新能源出力
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生成典型场景集，应用于

含大规模新能源并网的电力系统规划。

综上，目前针对新能源并网带来的随机性问题

已有大量研究分析，但针对电热混合储能领域中风

电不确定性的考虑依然不足，因此文中提出一种基

于风电场景概率的电热混合储能容量配置优化模

型。首先，提出容量配置策略的整体逻辑框架；其

次，提出风电不确定性量化的具体方式；再次，进行

电热混合储能建模和控制策略研究，提出容量优化

配置模型；最后，进行算例分析，验证所提策略的合

理性和有效性。

１　容量配置策略的整体逻辑框架

文中所提容量配置策略的整体逻辑框架如图１
所示。首先，利用 Ｋｍｅａｎｓ法对历史风电数据进行
聚类，并创新性地结合了肘部曲线法［１９］和 Ｄｕｎｎ指
数法［２０］进行最优聚类数的确定，得到风机出力典型

场景；其次，基于风机、电热负荷和电热储能特性建

立风储系统微网模型，并提出混合储能的削峰填谷

控制策略，以年均经济成本期望值最小为目标建立

２７１



包含风电场景概率、储能建设／运维成本、系统运行
成本以及弃风惩罚成本的随机规划模型；最后，利

用粒子群算法对配置模型进行求解，分析配置结果

和风机出力场景的关系。

图１　容量配置策略的逻辑框架
Ｆｉｇ．１　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２　风电不确定性量化

场景聚类法能把难以构建物理或数学模型的

不确定量解析为多个固定典型场景，不仅能简化随

机性问题处理过程，而且能直观反映不确定量的概

率特点。因此，文中采用场景聚类法描述风电的不

确定性［２１］。

风电出力的场景聚类通过分析风机历史出力

曲线，利用少量的典型场景代表风机出力的概率模

型，实现不确定问题向确定性问题的转化，降低计

算复杂度。文献［２２］提出对全年风电出力数据进
行聚类分析，分析各随机场景下的储能配置需求。

文献［２３］利用一种改进的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法得到初
步场景集，再利用同步回代消除算法对场景集进行

缩减，提高计算效率。

通常，场景聚类须先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

再确定其聚类方法，得到聚类中心的数目，最后进

行聚类并进行结果分析，确定各聚类中心所对应的

样本数量。

２．１　数据预处理
文中采用的风电数据来源于法国能源公司

ＥＮＧＩＥ，该公司公开了其位于默兹省的 ＬａＨａｕｔｅ
Ｂｏｒｎｅ风电场中 ４台风电机组的历史数据，机组的
额定容量为２０５０ｋＷ，数据时间间隔为１０ｍｉｎ［２４］。

文中选取其中１台风机为研究对象，收集了该风机
自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共１４６１ｄ的历史出力数据，
图２为其中３ｄ的风电功率实测值。

图２　风电机组历史出力数据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ｄａｔａ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

该数据库存在数据缺失，因此文中先对风机数

据进行预处理，删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日期，并

对数据缺失问题较小的日期进行数据填补，共得到

１０９９ｄ的风机出力数据。
２．２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法

Ｋｍｅａｎｓ法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聚类算法之
一，其原理简单、容易实现且高效［２５］。文中利用 Ｋ
ｍｅａｎｓ法进行风电出力的场景聚类，步骤如下：

（１）确定聚类数Ｋ０，并随机选取Ｋ０个样本作为
初始聚类中心，每个聚类中心代表一个簇；

（２）计算并比较每个样本与各聚类中心的欧式
距离，其中距离最近的聚类中心即为该样本所属

的簇；

（３）对所有在同一簇里的样本坐标取均值，作
为该簇新的聚类中心坐标；

（４）重复步骤（２）和步骤（３），直到所有的簇内
样本不再变化。

２．３　确定聚类数目
理论上，场景数量越多，聚类得到的典型场景

越能代表风电变化特性，后续研究的准确性越高，

但场景数量过多会大大增加计算时间和迭代次数，

因此须确定一个合适的场景聚类数 Ｋ０。肘部曲线
法是最常见的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数目确立方式之一，利
用簇内误差平方和曲线中的拐点确定 Ｋ０

［１９］。但随

着样本数量的增加和随机性的增大，肘部法的曲线

会趋于平滑，拐点难以确认。Ｄｕｎｎ指数法［２０］通过

计算不同聚类数目下的 Ｄｕｎｎ指数进行聚类数评
估，指数越大则聚类效果越好。因此文中结合肘部

聚类法和 Ｄｕｎｎ指数法，综合评估不同 Ｋ值下的聚
类有效性。

取不同的 Ｋ值，对风电出力数据进行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划分，利用肘部曲线法和 Ｄｕｎｎ指数法绘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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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Ｋ值下的聚类偏差，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不同Ｋ值下的聚类偏差
Ｆｉｇ．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ｖａｌｕｅｓ

风机出力随机性较大，故图３（ａ）中拐点较难确
认，但Ｋ处于３～６时，曲线呈现下降趋势，Ｋ＞７后曲
线近似为水平线，因此初步认为最佳分类数为３～６。
图３（ｂ）中，Ｋ＝２时Ｄｕｎｎ值最大，Ｋ＝６时次之。综合
２种方法的评估结果，文中选取最佳聚类数Ｋ０为６。
２．４　聚类结果及分析

风机历史日出力曲线的聚类结果见图 ４，括号
中为各场景的样本天数，表１总结了各场景的特征。

图４　场景划分结果
Ｆｉｇ．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表１　典型场景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场景 样本天数／ｄ 场景特征

场景一 ４５７ 全天风机出力小于３００ｋＷ

场景二 １７６ 风机出力先高后低，整体高于６００ｋＷ

场景三 ６９ 全天风机出力大于１２００ｋＷ

场景四 １１１ 风机出力先低后高，整体低于场景五出力

场景五 ６７ 风机出力先低后高，且变化范围较大

场景六 ２１９ 风机出力先高后低，整体低于场景二出力

　　场景一的样本天数为４５７ｄ，是所有场景中样本
最多的类别，占样本总数（１０９９ｄ）的近一半，此类
型下风机出力小于３００ｋＷ，代表全天风速较小的情
况。场景三的样本天数仅６９ｄ，风机出力大于１２００
ｋＷ，代表全天风速较大的情况。场景六、场景四、场
景二和场景五的全天风机总发电量依次增大，而样

本天数依次递减，其中场景六和场景二代表前半日

风机出力较大而后半日出力较小的情况，场景四和

场景五代表前半日风机出力较小而后半日出力较

大的情况。

３　电热混合储能建模和控制策略

图５为风储联合系统的整体架构和能量流动示
意。其中电能来源包括电网和风机，储能装置包括

蓄电池和储热罐，负荷包括电负荷和热负荷，电锅

炉负责电能到热能的转化过程。热储能的成本相

较于蓄电池低很多，因此采用电热混合储能可以增

大系统灵活性，降低成本，但热储能的加入改变了

系统能流渠道，使得调度和容量配置方式更加

复杂。

图５　风储联合系统架构
Ｆｉｇ．５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ｉ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３．１　设备模型
３．１．１　电储能模型

对电储能模型进行线性处理，同时考虑电池的

充放电效率［２６］。充电时：

ＳＯＣ＿ｂａｔ（ｔ）＝ＳＯＣ＿ｂａｔ（ｔ－１）＋ηｂａｔＰＢＡＴ（ｔ－１）
Δｔ
Ｗｂａｔ
（１）

放电时：

ＳＯＣ＿ｂａｔ（ｔ）＝ＳＯＣ＿ｂａｔ（ｔ－１）＋
ＰＢＡＴ（ｔ－１）
ηｂａｔ

×Δｔ
Ｗｂａｔ
（２）

式中：ＳＯＣ＿ｂａｔ（ｔ）为ｔ时刻的电池荷电状态；ＰＢＡＴ（ｔ－１）
为ｔ－１时刻电池的输出功率；ηｂａｔ为电池的充／放电
效率；Ｗｂａｔ为电池容量；Δｔ为采样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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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热储能模型
热储能模型采用储热罐，进热时：

ＳＯＣ＿ＨＳ（ｔ）＝（１－τ）ＳＯＣ＿ＨＳ（ｔ－１）＋

ηＨＳＱＨＳＩ（ｔ－１）
Δｔ
ＷＨＳ

（３）

放热时：

ＳＯＣ＿ＨＳ（ｔ）＝（１－τ）ＳＯＣ＿ＨＳ（ｔ－１）－
ＱＨＳＯ（ｔ－１）
ηＨＳ

×Δｔ
ＷＨＳ

（４）

式中：ＳＯＣ＿ＨＳ（ｔ）为 ｔ时刻的储热状态；τ为储热罐的
损耗率［２７］；ＱＨＳＩ（ｔ－１）为 ｔ－１时刻储热罐的输入功
率；ＱＨＳＯ（ｔ－１）为ｔ－１时刻储热罐的输出功率；ηＨＳ为
储热罐的储热效率；ＷＨＳ为储热罐容量。
３．１．３　电热转换设备模型

电热转换设备采用电锅炉，利用电流通过电阻

时的热效应或电磁感应加热，结构简单，能量转换

效率高，其数学模型为：

ＱＥＢ＝ηＥＢＰＥＢ （５）
式中：ＱＥＢ为电锅炉输出的热功率；ＰＥＢ为电锅炉消耗
的电功率；ηＥＢ为电锅炉的电热转换效率，通常在０．９
以上，文中取０．９８［２８］。
３．２　混合储能控制策略

基于电、热储能装置的运行特性，提出风电时

移的电热混合储能系统控制策略。

（１）当风电出力能够供给电负荷和热负荷时，
　　　

由于蓄电池能够实现双向电能转换且效率更高，采

用储电优先策略。盈余功率首先由蓄电池消纳，若

仍有盈余，则通过电锅炉转换成热能存储在储热罐

中，若仍有盈余，则风电在合适情况下并入电网。

（２）当风电出力不能供给电负荷和热负荷时，
考虑到蓄电池能够实现电能的双向转换，而储热罐

只能实现电热的单向转换或直接向热负荷供热，采

用优先放热策略。风电出力优先满足电负荷需求，

并计算此时的电、热负荷缺额，优先由储热罐向热

负荷供能，若仍有功率缺额，由蓄电池供电或转化

成热供给负荷，其余功率缺额则向电网购电转换成

所需能源。

图 ６为上述控制策略的逻辑框图。图中，
ＳＯＣ＿ｂａｔ＿ｍｉｎ、ＳＯＣ＿ｂａｔ＿ｍａｘ分别为电池荷电状态的最小、最
大值；ＳＯＣ＿ＨＳ＿ｍｉｎ为储热罐储能状态的最小值。

图６　电热混合储能控制策略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４　容量优化配置模型

４．１　电池等效循环寿命
电池在运行过程中，温度、湿度、运行工况等因

素均会影响其循环寿命和运行年限。为简化运算，

主要考虑电池放电深度（ｄｅｐｔｈｏｆ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ｏＤ）对
电池寿命的影响，采取雨流计数法计算其等效循环

寿命。采用文献［２９］中锂电池放电深度值 Ｄｏｄ与循
环寿命间的对应关系，如表２所示，进行四阶函数拟
合，得到响应曲线，如式（６）和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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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锂电池循环寿命与Ｄｏｄ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ｙｃｌ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Ｄｏｄ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Ｄｏｄ／％ 循环寿命／次 Ｄｏｄ／％ 循环寿命／次

１０ ２５０００ ６０ ４１６７

２０ １２５００ ７０ ３５７１

３０ ８３３３ ８０ ３１２５

４０ ６２５０ ９０ ２７７８

５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００

Ｎｃ＝－２３１０１３Ｄ
４
ｏｄ－６１１８７３Ｄ

３
ｏｄ＋

５８７６３０Ｄ２ｏｄ－２４８４８６Ｄｏｄ＋４４１５６ （６）
式中：Ｎｃ为电池等效循环寿命。

图７　循环寿命与Ｄｏｄ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ｙｃｌ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Ｄｏｄ

定义电池等效循环系数：

β（Ｄｏｄ，ｉ）＝
Ｎｃ（Ｄｏｄ，１）
Ｎｃ（Ｄｏｄ，ｉ）

（７）

式中：Ｎｃ（Ｄｏｄ，１）为放电深度为 Ｄｏｄ，１时对应的循环寿
命；Ｎｃ（Ｄｏｄ，ｉ）为放电深度为Ｄｏｄ，ｉ时对应的循环寿命，
Ｄｏｄ，ｉ为放电次数为ｉ时电池的放电深度值。

假设电池每天放电 ｎ次，则每日电池等效循环
总系数为：

βｄ＝∑
ｎ

ｉ＝１
β（Ｄｏｄ，ｉ） （８）

电池的实际等效循环寿命为：

Ｑ＝
Ｎｃ（Ｄｏｄ，１）
βｄ

（９）

当Ｑ＝１时，本批次电池组寿命耗尽。
４．２　目标函数

以风储联合系统年均经济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建立优化模型。将聚类结果的各场景出现概率以

权值的形式加入目标函数，保证系统在各场景下均

能正常运行，同时期望运行成本最低。目标函数为：

ｆ＝ｍｉｎ∑
Ｋ０

ｋ＝１
ＰｋＣｋ （１０）

Ｃｋ＝ＣＣＰ，ｋ＋ＣＯＭ，ｋ＋Ｃｇｒｉｄ，ｋ＋Ｃｗａｓｔｅｄ，ｋ＋Ｃｅｘｐａｎｄ，ｋ
（１１）

Ｐｋ＝
ｎｋ
Ｎ
　ｋ＝１，２，…，Ｋ０ （１２）

式中：Ｐｋ为风电出力场景ｋ的出现概率；Ｃｋ为场景 ｋ
下的系统总成本；ＣＣＰ，ｋ为场景 ｋ下储能设备购置成
本；ＣＯＭ，ｋ为场景 ｋ下储能设备运行和维护成本；
Ｃｇｒｉｄ，ｋ为场景ｋ下电网交互成本；Ｃｗａｓｔｅｄ，ｋ为场景 ｋ下
弃风惩罚成本；Ｃｅｘｐａｎｄ，ｋ为场景 ｋ下风电和储能功率
不足以支撑负荷，而系统与大电网间的传输容量不

足时，为了提高可传输功率而增设的变压器成本及

其附带的电缆成本、安装成本等；ｎｋ为场景ｋ的样本
数目；Ｎ为样本总数。

储能设备年均购置成本由电储能和热储能购

置成本组成，计算如下：

ＣＣＰ，ｋ＝３６５
βｄ，ｋ

Ｎｃ（Ｄｏｄ，１）
（Ｃｂａｔ＿ＰＰｂａｔ，ｋ＋Ｃｂａｔ＿ＣＥｂａｔ，ｋ）＋

１
Ｍ
（ＣＥＢ＿ＰＰＥＢ，ｋ＋ＣＨＳ＿ＣＷＨＳ，ｋ） （１３）

式中：βｄ，ｋ为场景 ｋ下的单日电池等效循环系数；
Ｃｂａｔ＿Ｐ、Ｃｂａｔ＿Ｃ分别为电储能单位功率、容量成本，
Ｐｂａｔ，ｋ、Ｅｂａｔ，ｋ分别为场景 ｋ下电储能的配置功率和容
量；Ｍ为热储能设备的运行年限；ＣＥＢ＿Ｐ、ＣＨＳ＿Ｃ分别为
电锅炉的单位功率成本、储热罐的单位容量成本；

ＰＥＢ，ｋ、ＷＨＳ，ｋ分别为场景 ｋ下电锅炉的配置功率、储
热罐的配置容量。

运行和维护成本计算如下：

ＣＯＭ，ｋ＝∑
Ｍ

ｍ＝１

ｆＯＭ，ｋ（ｍ）
（１＋０．０４）ｍ

（１４）

式中：ｆＯＭ，ｋ（ｍ）为场景 ｋ下储能设备第 ｍ年的运维
成本。

弃风惩罚成本计算如下：

Ｃｗａｓｔｅｄ，ｋ＝ｃｗａｓｔｅｄ，ｋＷｗａｓｔｅｄ，ｋ （１５）
式中：ｃｗａｓｔｅｄ，ｋ为场景 ｋ下单位弃风成本；Ｗｗａｓｔｅｄ，ｋ为场
景ｋ下弃风量。
４．３　约束条件
４．３．１　功率平衡约束

（１）电功率约束。
ＰＷＴ＝Ｐｇｒｉｄ＋ＰＢＡＴ＋ＰＥＢ＋ＰＥＬＯＡＤ＋Ｐｗａｓｔｅｄ

（１６）
式中：ＰＷＴ为风电输出功率；Ｐｇｒｉｄ为与电网的交换功
率；ＰＢＡＴ为蓄电池充放电功率（充电时 ＰＢＡＴ＞０，放电
时ＰＢＡＴ＜０）；ＰＥＬＯＡＤ为电负荷；Ｐｗａｓｔｅｄ为弃风功率。

（２）热功率约束。

ＱＱＬＯＡＤ＝
ＱＥＢ－ＱＨＳＩ　储热罐进热

ＱＥＢ＋ＱＨＳＯ　储热罐放热{ （１７）

式中：ＱＱＬＯＡＤ为热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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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设备运行约束
（１）荷电状态约束。

ＳＯＣ＿ｂａｔ＿ｍｉｎ≤ＳＯＣ＿ｂａｔ≤ＳＯＣ＿ｂａｔ＿ｍａｘ （１８）
ＳＯＣ＿ＨＳ＿ｍｉｎ≤ＳＯＣ＿ＨＳ≤ＳＯＣ＿ＨＳ＿ｍａｘ （１９）

式中：ＳＯＣ＿ＨＳ＿ｍａｘ为储热罐储能状态的最大值。
（２）电池充放电功率约束。

ＰＢＡＴ≤αＥＢＡＴ／Δｔ （２０）
式中：ＥＢＡＴ为蓄电池容量；α为电池充放电倍率，通
常为０．５～１Ｃ。

（３）热电转换设备功率约束。
０≤ＰＥＢ≤ＰＥＢ＿ｍａｘ （２１）

式中：ＰＥＢ＿ｍａｘ为电锅炉消耗电功率最大值。
（４）电网交互功率约束。

－ＰｇｔｏＰ＿ｍａｘ≤Ｐｇｒｉｄ≤ＰＰｔｏｇ＿ｍａｘ （２２）
式中：ＰｇｔｏＰ＿ｍａｘ、ＰＰｔｏｇ＿ｍａｘ分别为风储联合系统从电网购
电、售电功率的最大值。当风机出力较低，风储系

统所需电网输入功率高于 ＰｇｔｏＰ＿ｍａｘ时，须进行变电站
扩建；当风机出力较高，风储系统盈余功率高于

ＰＰｔｏｇ＿ｍａｘ时，多余的功率无法并网，成为弃风。
（５）电网交互爬坡约束。

Ｐｇｒｉｄ（ｔ）－Ｐｇｒｉｄ（ｔ－１）≤Δｐｕ （２３）
式中：Δｐｕ为风储联合系统与电网交互功率的最大
爬坡值。

５　算例分析

文中采用ＥＮＧＩＥ公司提供的风机出力数据，假
设系统内装设有１０台额定功率为２０５０ｋＷ的风电
机组，且每台风电机组的运行条件一致，即输出功

率相同。负荷功率采用某工业园区的典型综合用

电和供热需求曲线，分时电价采用北京市工商业销

售电价［３０］，负荷曲线和２４ｈ分时电价如图８所示，
该负荷曲线不包括电锅炉功率。

图８　２４ｈ分时电价和负荷功率曲线
Ｆｉｇ．８　２４ｈｔｉｍｅｏｆｕｓｅｔａｒｉｆｆａｎｄｌｏａｄｐｏｗｅｒｃｕｒｖｅｓ

蓄电池选用锂电池，充放电倍率为０．５Ｃ，储热
设备为储热罐，其余参数见表 ３。电网入口处初始
设有１台Ｓ９６３０／１０变压器，假设系统功率因数为

０．９，此时购电功率上限为５６７ｋＷ，当传输容量不足
时，增设型号相同的变压器和相关设备，系统其他

各项参数见表４。

表３　储能设备的成本及基本参数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ｓｔ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ｄｅｖｉｃｅｓ

参数 储电 储热

单位容量成本／［元·（ｋＷ·ｈ）－１］ １０００ ３００

单位功率成本／（元·ｋＷ－１） ５００

单位容量年运维成本／［元·（ｋＷ·ｈ）－１］ １４ １０

单位功率年运维成本／（元·ｋＷ－１） ７

ＳＯＣ下限 ０．１ ０．１

ＳＯＣ上限 ０．９ １

充放效率 ０．９ ０．９

表４　风机、电锅炉以及电网交互参数
Ｔａｂｌｅ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ｂｏｉｌｅｒｓａｎｄｇｒｉ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参数 数值

电锅炉单位装机成本／（元·ｋＷ－１） ４００

电锅炉单位年运维成本／（元·ｋＷ－１） １０

电锅炉转换系数 ０．９８

储热罐损耗率 ０．０２

单台变压器及附加设备费用／元 １５００００

购电（售电）爬坡功率上限／ｋＷ １００

弃风惩罚成本／［元·（ｋＷ·ｈ）－１］ ０．２

　　以蓄电池容量、储热罐容量和电锅炉功率为决
策变量，采用粒子群算法进行优化求解。

５．１　容量配置结果及经济性分析
为验证文中提出的电热混合储能配置方案的

优势，提出４种对比方案。方案一：不配置储能，仅
通过电网购电和风电满足负荷需求；方案二：仅配

置热储能；方案三：仅配置电储能；方案四：配置电

热混合储能。

利用粒子群算法求解各方案下的系统年均建

设、运行成本。粒子群算法的参数选取见表５［３１３２］，
４种方案下的配置结果和成本构成见表６。

表５　粒子群算法参数
Ｔａｂｌｅ５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粒子群规模 １００ 惯性权重 ０．８

最大迭代次数 ５００ 加速常数 ２

粒子维度 ３

　　可以看出，方案四成本最小，与方案一相比成
本降低４３．７６％，与方案二相比成本降低３７．４２％，与
方案三相比成本降低９．２０％。电热混合储能也使得
系统弃风率大大降低，弃风率由方案一的２２．１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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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容量优化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蓄电池容量／（ｋＷ·ｈ） ０ ６９４８６．６ ０ ２１６８１．２

蓄电池功率／ｋＷ ０ ３４７４３．３ ０ １０８４０．６

储热罐容量／（ｋＷ·ｈ） ０ ０ ６７６９４．０ ７２２９１．２

电锅炉功率／ｋＷ １１８３．３ １１８３．２ ５１９０．６ ７４８９．６

弃风率／％ ２２．１４ １２．２４ ７．４９ ６．０２

增设变压器成本／万元 ４５ １５ ３０ ０

年均购电成本／万元 ４５９．８５ ４．８５ １５７．６９ ０．５１

年均售电收益／万元 １９２．７６ １１６．５５ １０１．２５ ７４．０２

年均储能建设成本／万元 ０ ３６３．３５ １０１．５４ ２０９．９９

年均总经济成本／万元 ６５９．１２ ５９２．３４ ４０８．２２ ３７０．６６
　　注：年均总经济成本包括储能的购置、运维成本，电网购电成本
与弃风惩罚成本，减去风电上网售电收益。

至６．０２％。
方案二、三、四比方案一的成本低，说明储能的

配置有效实现了风电的跨时间尺度应用，减少了电

网购电、售电成本，减轻系统对电网的依赖性，使总

成本明显下降。方案三比方案二成本降低幅度大，

说明热储能的低成本优势明显，在储能方面有很大

的应用前景。方案四是总成本和弃风率最低的方

案，说明电热混合储能的配合使用优于单一储能的

使用，能够合理应用于电热负荷存在的场景。

５．２　不同风电场景下的功率分配结果
为验证电热混合储能容量配置策略和运行控

制策略的可行性，针对方案四的电热储能配置结

果，结合６种风电出力场景，分别进行仿真分析。因
篇幅有限，场景二、四、五、六仅列出电功率分配曲线。

图９为场景一下系统 ２４ｈ电、热功率分配曲
线。图９（ａ）中的电负荷为图８中电负荷和电锅炉
进行电转热所消耗的电功率之和，由风力发电和电

储能承担。蓄电池功率为负表示储能系统充能，为

正表示储能系统释放能量。场景一的风机出力整

体偏小，０时—４时，系统电负荷需求较低，而风能充
沛，盈余的风能储存入蓄电池；８时—１７时，系统进
入用电高峰期，蓄电池放电补偿风机出力不足的功

率，维持系统的功率平衡；１８时，储能荷电状态
（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ｈａｒｇｅ，ＳＯＣ）到达下限，系统购电补偿负荷
缺额；２３时—２４时，系统再次进入用电低谷，蓄电池
充电。图９（ｂ）中热负荷由电锅炉出力和热储能承
担。储热罐功率为负表示储能系统充能，为正表示

储能系统释放能量。０时—５时，系统电负荷需求较
小，风能较为充裕，因此多余风机出力通过电锅炉

转为热量，承担系统热负荷；６时—２２时，系统电负
荷增加，而风能下降，无法分配盈余功率转化为热

能，因此储热罐放热以补偿不足的热功率；２３时—

２４时，系统电负荷下降而风能增加，热负荷再次完
全由电锅炉出力承担。

图９　场景一的系统２４ｈ功率分配情况
Ｆｉｇ．９　Ｔｈｅ２４ｈ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ｅｎａｒｉｏⅠ

图１０为场景一下的系统 ２４ｈ电、热储能 ＳＯＣ
变化曲线。可以看出，电储能和热储能的 ＳＯＣ变化
整体比较平稳，有利于延长设备寿命。

图１０　场景一储能系统ＳＯＣ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ＳＯ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ｓｃｅｎａｒｉｏⅠ

场景三代表风能严重过剩的情况，由表１可知，
场景三样本天数只有 ６９ｄ，属于极端场景。图 １１、
图１２分别为场景三下风储系统的功率分配和储能
ＳＯＣ变化曲线。０时—１时，蓄电池和储热罐充能，
基于优先储电的原则，蓄电池以最大功率充电，ＳＯＣ
达到电池上限，电锅炉将剩余功率转化为热能储存

在储热罐中；１时—２４时，储热罐蓄热，由于受到电
锅炉功率上限的限制，储热速度较慢，多余功率一

部分销售至电网，剩余大量风能无法消耗，算作

８７１



弃风。

图１１　场景三的系统２４ｈ功率分配情况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２４ｈ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ｅｎａｒｉｏⅢ

图１２场景三储能系统ＳＯＣ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ＳＯ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ｓｃｅｎａｒｉｏⅢ

场景二、四、五、六的 ２４ｈ系统运行情况见图
１３—图１６。

图１３　场景二的系统２４ｈ电功率分配曲线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２４ｈ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ｃｅｎａｒｉｏⅡ

图１４　场景四的系统２４ｈ电功率分配曲线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２４ｈ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ｃｅｎａｒｉｏⅣ

图１５　场景五的系统２４ｈ电功率分配曲线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２４ｈ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ｃｅｎａｒｉｏⅤ

图１６　场景六的系统２４ｈ电功率分配曲线
Ｆｉｇ．１６　Ｔｈｅ２４ｈ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ｃｅｎａｒｉｏⅥ

综上，文中用少量的场景数代表了风电出力可

能出现的各类典型情况，保证了系统在所有情况下

能够按照所提调度策略进行功率分配，保障系统内

功率平衡和稳定，同时使加权综合成本最小。

６　结论

文中在风电功率不确定性制约其规模化建设

的背景下，基于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对风电出力进行场景

９７１ 李家珏 等：基于风电场景概率的电热混合储能优化配置



划分，并提出基于储电、储热特性的调度策略，根据

场景概率和所提策略进行容量配置计算。通过对６
种场景进行仿真分析，发现文中方案能够合理分配

各风电场景下的电网和储能功率值，可以得到以下

结论：

（１）综合肘部曲线法和 Ｄｕｎｎ指数法，确定了
该风电机组出力的最优聚类数为６，并利用Ｋｍｅａｎｓ
法对风机出力进行场景划分，得到各场景的出现

概率；

（２）建立了风储联合系统模型，基于蓄电池、储
热罐以及电热转换设备的运行特性，提出电热混合

储能控制策略，从而实现多场景下风电功率的合理

分配；

（３）提出基于场景概率的储能配置模型，以经
济成本以及弃风量最低为目标，通过粒子群算法进

行求解，对４种储能配置方案进行经济性对比分析，
计算得到电热混合储能方案下的总现值购置成本

和弃风率最低，其中总现值购置成本比不配置储能

方案低４３．７６％，比仅配置电储能和仅配置热储能方
案成本分别低 ３７．４２％、９．２０％，弃风率由不配置储
能方案时的２２．１４％降至６．０２％。
参考文献：

［１］李相俊，马会萌，姜倩．新能源侧储能配置技术研究综述
［Ｊ］．中国电力，２０２２，５５（１）：１３２５．
ＬＩＸｉａｎｇｊｕｎ，ＭＡＨｕｉｍ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
ａｇ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ｄｅ［Ｊ］．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２，５５（１）：１３２５．

［２］范鹏，刘飞，王建，等．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系统暂态过电压研
究综述［Ｊ］．电瓷避雷器，２０２３（６）：９４１０２．
ＦＡＮＰｅｎｇ，ＬＩＵＦｅｉ，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ｏｖｅｒｖｏｌ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Ｊ］．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ｕｒｇｅＡｒｒｅｓｔｅｒｓ，２０２３（６）：９４１０２．

［３］黄涛，郑智慧，雷志城，等．海上风电３５ｋＶ集电系统中性点
不同接地方式下过电压分析［Ｊ］．电瓷避雷器，２０２３（１）：
２１３０．
ＨＵＡＮＧ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Ｚｈｉｈｕｉ，ＬＥＩＺｈｉ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ｖｏｌｔ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ｎｅｕｔｒａｌｐｏｉｎｔｏｆ３５
ｋＶ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Ｊ］．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ｓａｎｄ
ＳｕｒｇｅＡｒｒｅｓｔｅｒｓ，２０２３（１）：２１３０．

［４］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发布２０２２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
据［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１２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ａ．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３
０１／１８／ｃ＿１３１０６９１５０９．ｈｔ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２０２２［ＥＢ／
ＯＬ］．［２０２３１２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ａ．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３０１／１８／ｃ＿
１３１０６９１５０９．ｈｔｍ．

［５］李军徽，侯涛，穆钢，等．电力市场环境下考虑风电调度和调
频极限的储能优化控制［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２１，３６（９）：
１７９１１８０４．

ＬＩＪｕｎｈｕｉ，ＨＯＵＴａｏ，ＭＵ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ｗｉｎｄｆａｒｍ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ｐｌａｎａｎｄ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２１，３６（９）：１７９１１８０４．

［６］陆秋瑜，马千里，魏餠，等．基于置信容量的风场配套储能容
量优化配置［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２２，３７（２３）：５９０１５９１０．
ＬＵＱｉｕｙｕ，ＭＡＱｉａｎｌｉ，ＷＥＩＷｅｉ，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２，
３７（２３）：５９０１５９１０．

［７］孙玉树，张国伟，唐西胜，等．风电功率波动平抑下的 ＭＰＣ
双储能控制策略研究［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３）：
５７１５７８．
ＳＵＮＹｕｓｈ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ＴＡＮＧＸｉ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ＭＰＣａｎｄｄａｕ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ｉｔｈ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９，３４（３）：５７１５７８．

［８］ＳＨＩＷＨ，ＱＵＪＸ，ＷＡＮＧＷＳ．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５（１）：１８．

［９］ＺＨＯＵＸＦ，ＣＡＩＣＹ，ＬＩＹＪ，ｅｔａｌ．Ａｒｏｂｕｓ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ｄｅｍ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ｉｄｌｏａｄ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ｅ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Ｊ］．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６（６）：７３８７５０．

［１０］黄福荣，许方园，刘国中，等．计及负荷需求响应的风光储
氢系统容量优化配置［Ｊ］．供用电，２０２３，４０（２）：４５５１．
ＨＵＡＮＧＦｕｒｏｎｇ，ＸＵＦａ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ＵＧｕｏ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ｓｏｌａ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ｌｏａｄｄｅｍ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４０（２）：４５５１．

［１１］李笑蓉，朱瑾，石少伟，等．协调大规模风电汇聚外送的储
能配置优化规划［Ｊ］．智慧电力，２０２２，５０（５）：６９７６．
ＬＩ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ＺＨＵＪｉｎ，ＳＨＩＳｈａ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ｐｔｉ
ｍ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ａｇｇｒｅ
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Ｓｍａｒｔ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２，５０（５）：６９７６．

［１２］李建林，武亦文，王楠，等．吉瓦级电化学储能电站研究综
述及展望［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２１，４５（１９）：２１４．
ＬＩＪｉａｎｌｉｎ，ＷＵＹｉｗｅｎ，ＷＡＮＧＮａｎ，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ｇｉｇａｗａｔｔｌｅｖ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１，４５（１９）：
２１４．

［１３］何雅玲．热储能技术在能源革命中的重要作用［Ｊ］．科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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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Ｙ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２，４０（４）：１２．

［１４］张超，冯忠楠，邓少平，等．考虑电热混合储能的多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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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ＧＪｕｎｃｈｕａｎｇ，ＺＨＡＯＣｈａｏ．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ＫＭｅａ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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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李家珏 等：基于风电场景概率的电热混合储能优化配置



ＸＩＷＡＮＧ·Ａｂｕｄｕｗａｙｉｔｉ，ＬＹＵＨａｉｐｅｎｇ，ＣＨＡＯＱｉｎ．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４１（２）：１１０１１８．

［３２］冯茜，李擎，全威，等．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研究综述
［Ｊ］．工程科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３（６）：７４５７５３．
ＦＥＮＧＱｉａｎ，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Ｗｅｉ，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ｍｕｌｔｉ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４３（６）：７４５７５３．

作者简介：

李家珏

　　李家珏（１９８７），男，博士，高级工程师，从
事新能源与多能储能优化配置及耦合控制相

关工作（Ｅｍａｉｌ：ｅｎｓｅａ＠１６３．ｃｏｍ）；
刘子（１９９７），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大规

模风电上网技术与应用；

白伊琳（１９９８），女，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
混合储能系统调度控制及容量优化配置策略。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ＩＪｉａｊｕｅ１，ＬＩＵＺｉｙｉ２，ＢＡＩＹｉｌｉｎ３，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１，ＬＩＰｉｎｇ１，Ｓ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３

（１．ＳｔａｔｅＧｒｉｄ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Ｃｏ．，Ｌｔ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ｔａｔｅＧｒｉ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１，Ｃｈｉｎａ；３．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ｏｆ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ｕｓｉｎｇ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Ｋｍｅａ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ｌａｒ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ｉｓ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ｓｉｘ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ａｃｈ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ｌｂｏｗｃｕｒ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ｎｎｉｎｄｅｘ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ｏａ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ｗｉｎｄ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ａｄ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
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ｉｔｉ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ｂｏｕｔ
１６．１２％ｗｈｉｌ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ｓｔｂｙａｂｏｕｔ４３．７６％．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ｂｒ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Ｋｍｅａ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ｔ

（编辑　方晶）

２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