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主编寄语
电能的广泛应用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进入

新世纪以来,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随着社会进步和国

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电力的需求快速增长。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电力工业的

发展在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的各个环节都将会遇到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大规模可再

生能源接入系统后,电源的波动性和间歇性给电力系统的调度控制和安全运行带来的影响问

题;其次是如何更有效地解决传统电网中发电、输电、配电、用电必须实时平衡所带来的系统稳

定性问题;电力负荷峰谷差日益增大造成的电力设备有效利用率低的问题;提高终端能源利用

效率的问题;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问题;对不同电能质量需求的负荷进行合理异质供电的问

题;等等。
先进高效的大规模储能技术为传统电网的升级改造以至变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有效的

技术手段。在大容量、高性能、规模化储能技术应用之后,电力有望成为可以储存的商品。这

将不仅给传统的发电、输电、配电、用电必须同时完成的概念以及基于这一概念的电力运行管

理模式带来巨大的变化,还将催生和促进相关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储能技术的

研究得到国内外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极大关注。《电力系统自动化》针对这一热点研究问题邀请

我共同组织了本专辑。专辑共收录了31篇论文,其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储能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综述

国家电网公司“电网新技术前景研究暠项目咨询组分析了储能技术在电力系统发展和变革

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各种类型储能技术的基本原理、技术特点、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需

要突破的关键技术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综述,并预测了发展路线图;陈大宇等借鉴美国调频市场

的建设经验,提出了中国深化和改善含储能在内的调频市场建设的思路和建议;袁小明等阐述

了应用储能装置解决大规模风电并网问题的基本思路,并就目前储能技术大规模应用所面临

的问题及前景进行了展望;丁明等分析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中电池储能系统的配置方式与

系统集成方案,综述了储能系统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中的应用现状。
2)新型储能技术

米增强等介绍了一种基于机械弹性势能的储能新方法,探讨了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姚大伟等通过试验比较了两种类型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问题及改进方法;郭烈锦等介绍了太

阳能热化学制氢与生物质超临界水气化制氢技术的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发展趋势和研究内

容;蒋凯等介绍了钠离子电池和液态金属电池两类新型电化学储能技术的研究现状、技术优势

及关键技术;张彩萍等基于所建立的梯次利用锂离子电池电化学阻抗模型,研究了阻抗模型特

性参数随电池荷电状态和老化状况的变化特性。
3)储能技术的工程实际应用及储能电站控制与保护

高明杰等介绍了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的构成及运行模式,给出了4种风光储系统

联合运行控制策略及实际运行结果;陆志刚等结合一个示范工程,提出了集成大容量储能系统

关键设备的成套设计方法,介绍了利用储能电站实现削峰填谷、调频、调压、孤岛运行的工程验

证结果;李逢兵等研究了混合储能系统中不同储能元件之间的协调优化控制策略;黄文焘等研

究了兆瓦级电池储能电站直流系统故障的特点并提出直流系统极间短路、直流接地系统极地

短路保护配置以及直流非接地系统接地监测方法;胡国珍等研究了弱电网下储能电池能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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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系统的自适应并网控制策略问题。
4)储能技术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接入系统中的应用

2012年12月12日于武汉

这方面的文章重点关注如何应用储能技术平抑风电/光伏发电的功率波动问题,包括储能

容量的优化、能量型与功率型储能技术的混合应用及相应的协调控制策略等。冯江霞等研究

了考虑调度计划和运行经济性的风电场储能容量优化问题;谢俊文等从兼顾并网功率平滑度

和延长储能系统使用寿命出发,提出一种基于变平滑时间常数和功率限幅的优化控制方法;洪

海生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预测控制的实时平抑风电场功率波动的电池储能系统优化控制方

法;严干贵等通过评估电池充放电状态,构建了内蕴运行寿命测算的电池—超级电容器混合储

能系统的控制策略性能评价方法;鲍雪娜等研究了采用超级电容器和锂电池混合储能系统的

并网光伏电站有功分级控制策略;蒋平等研究了利用蓄电池和电容器混合储能系统平抑风力

发电输出功率波动的控制方法;张新松等从降低系统运行风险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风电场中电

池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控制策略。
5)储能技术在电力系统规划运行与控制中的应用

郑静等综合考虑输电投资成本和风储运行成本,建立了风储系统联合运行的输电系统两

层规划模型;刘恺等研究了在含高渗透率风电的电力系统中,将储能作为备用容量的定价方

法;徐飞等建立了抽水蓄能电站和风电联合运行的优化模型,并应用于实际抽水蓄能电站;王

晓茹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机电波传播理论的新型扰动控制方法,并设计了基于超导磁储能系统

的电力系统稳定控制器。
6)储能在微电网及电动汽车中的应用

赵波等研究了海岛风光柴储独立微电网中,储能系统的选型、优化设计和运行参数选择等

问题;田培根等研究了多元复合储能系统的容量配置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微电网群示范工程设

计;吴栋伟等研究了孤岛模式下,基于快速储能投退机制的微电网多源协调控制问题;陆晓楠

等研究了孤岛运行交流微电网中,基于剩余容量的改进下垂控制方法,实现分布式储能单元之

间合理分配负荷的问题;高辉等设计了一种电动汽车用五自由度主动悬浮控制的磁悬浮飞轮

电池储能系统,可以提高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能效和增加电动汽车的启动功率;孙晓明等利

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了电动汽车用户的充电行为,研究了基于分时电价的电动汽车有序充电

控制策略。
本专辑旨在集成相关专家学者在储能技术及其在电力系统中应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

果和经验,以期为关心和从事这方面研究和应用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参考。由于储能技术

是一种跨学科的技术,而储能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又是一个新的学科研究方向,这方面的

研究远不能说已经成熟,还存在很大的深入发展空间。因此,在组稿的过程中,我们比较注重

稿件所反映研究工作的创新性,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没有刻意追求研究成果的完整性。
而且,由于篇幅的限制,未能将征集到的所有具有高参考价值的论文都收入到本专辑中,希望

能够得到所有为本专辑撰稿的作者和广大读者的理解。
最后,本人衷心感谢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慷慨地将最新研究成果贡献给本专

辑;感谢《电力系统自动化》编辑部和翟晶晶编辑为本专辑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做

的大量工作;同时,还要感谢本专辑的各位特约评审专家,正是他

们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保证了本专辑的高质量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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