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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全世界的能源学

者们纷纷积极探索新能源取代不可再生资源以推

动社会进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动以新能源

开发和利用为核心的能源革命对于我国来说非常

重要，而能源互联网便是推动能源革命的关键。

寻找替代新能源、转变运营模式已经成了当下势

在必行的最优选择，而传统的电力系统在生产过

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石化资源，又对社会的生产

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巨大，因此想要促进能源

改革，电力系统就需要结合能源互联网进行新能源的运营和

改革。

1 新时期我国电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意义

新能源发电具有环保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能源

保障。我国的新能源发电技术主要为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

等，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但是由于风力发电受风速影响，

光伏电站受光照强度影响，二者存在许多动态影响因素，

从而也会导致新能源发电并网的输出功率出现明显的波动，

输出功率一旦受影响出现波动，则会对电网电能质量造成很

大的影响。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我们则需要充分利用好新能

源发电接入电网中电量的利用效率，防止所发出来电量做无

用功，这时也可以采用储能锂子电池将多余电量储存起来，

避免电量的流失。我国绝大多数新能源的发电系统都是采用

电力电子装置并网，该装置存在有严重的缺点就是容易产生

谐波，这种由于自身装置的物理性质产生的电压谐波现象是

无法避免的，从而也会衍生出电流谐波。还有一方面就是当

电网中的电容和调节能力比较大时，则电压会随着输出功率

的波动变化出现波动和闪变，这将对用户造成极大的危害。

因此就有必要关注新能源发电工程的建设问题。

2 能源互联网与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兼容性分析

2.1 能源互联网的基本架构

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信息的高度共享，带领人们进入了

大数据时代，而能源互联网则是以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做

为基础技术支撑，将互联网携带的信息流与能源供给和使用

过程中的能源流进行了组合，实现了资源供应方对用户需求

信息的实时掌握，方便了资源分配的优化。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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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电力系统一般是单向进行输送工作，在这个过

程中，不能对用户的实际需求信息进行较为详细的了解，导

致电力分配依赖电力网络，资源分配不合理。利用能源互联

网进行的新能源电力系统的新型运营模式下，对于用户的需

求信息更加的尊重，改变了以往单一方面的供应模式，以双

向信息传递的运营模式让电力网络的供求更加合理。在这样

的一个信息流和能量流结构中，可以实现信息的高度共享，

实现高效、节能、合理的供电工作效果。

2.2 能源互联网与新能源电力系统的互补协同

2.2.1 规划设计方面

新能源电力系统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不佳，其中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当前电力供应网络的设计规划不协

调，进行新能源的电力系统改革，为了减少成本，供电网络

一般会沿用传统的规划设计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导致

新能源电力系统呈现出可控性差、难以与其他类型的供电系

统配合的弊端。

利用能源互联网，能够实现新能源电力系统供电最佳

方案的计算和选择，帮助新能源电力系统更好融入到目前我

国的电力系统整体中来，相辅相成地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

会发展。

2.2.2 系统运行可控性方面

新能源电力系统本身具有很强的不确定因素，在大力

发展新能源发电的背景下，很多传统发电单元模块进行了并

网，越来越多的新能源发电模块的出现，虽然增加了新能源

发电系统的总供应量，但是也增加了整体的控制难度，不论

是新能源发电单元模块之间的协同性还是与其他能源类型

图能源互联网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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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力系统之间的补充问题，都暴露无遗。我们始终要明白，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能发电，都很难

具备独立供应电力的能力，这是因为一旦遇到连续的阴雨天

气，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存储量就会崩溃，因此还需要系统其

他能源系统无缝补充，而这些利用能源互联网都可以轻而易

举地做到。

3 能源互联网与新能源电力系统衔接关键技术

3.1 能源模块信息能量交互分析技术

随着我国进入以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

时代，信息资源的共享已经成为常态，对各行各业的工作模

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能源互联网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也正因此，能源互联网的信息流交互功能才能得以实现和发

展。在我国，相比于已经较为成熟的信息交互技术，能量流

的交互还处于较为滞后的研究状态，在未来，能源互联网和

新能源电力系统的衔接想要再上一个台阶，那么我们要做的

就是提升对于能量流的交互技术的研发，实现在能量流动的

过程中携带信息的目标，目前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开

始对“数字电网”这个能量与信息紧密交互的概念进行研究。

3.2 广域能源资源协调优化规划技术

由于电力供应和需求是社会能量流动的最大代表，因

此，就目前的情况来讲，能源互联网的核心依旧是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除了新能源电力系统之外，还有很多电力系统，包

括消耗天然气、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发电系统，还有核能

作为基础的电力系统以及水利、潮汐等作为基础的发电系

统，这些发电系统目前组成了我国的广域电能资源供应网

络，其整体的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可以对我国的能源互联网情

况进行一个客观的反应。

4 新能源电力系统协同优化运营模式

4.1 分散模块自平衡与交互协作模式

新能源电力系统的最大优势就是分散模块的自平衡。

传统的电力供应系统中，是由发电厂统一供应，用户进行电

力使用的单向输出模式，用户在生活中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使

用情况缴纳对应的费用。而新能源电力系统则是实现了用户

的自给自足，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本身就是生产者，并不需

要交费，相反还能从上网的余电中获得一些收入。一般来说，

不论是使用需求还是发电量，新能源发电系统都具有强烈

的随机性，为了满足供电的稳定性，一般使用柴油发电机作

为补充，一旦自平衡被打破，也能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补救，

依托能源互联网实现自平衡与交互模式的混合运营，避免了

一味追求自平衡而投入过多的经济和能源成本，让新能源电

力系统的运营效果更好。

4.2 能源供需协调优化规划模式

能源互联网能够解决新能源电力系统可控性差、与其

他系统协调合作能力差的问题。所以新能源电力系统的运营

模式，还应该引入能源供需协调优化规划模式，这样的运营

模式主要面向过去和未来两个层面。

从过去层面来讲，由于此前的传统电力系统的规划存

在一定的问题，降低了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可控性，利用能源

互联网实现了供需协调和供电单元模块之间的协调性，让新

能源供电系统整体的可控性得到了提升，消除了传统电力供

应网络规划设计给新能源电力系统带来的弊端。

面对未来层面来讲，在接下来以新能源电力系统作为

供应核心的电力供应网络的规划和设计工作中，要架设可控

性更强、更加经济、高效的电力供应网络，这就离不开对城

市环境的开发计划的熟悉、利用软件进行实际情况的模拟等

工作，利用模拟找到最优的设计方案，以此来进行设计和

规划工作，就能够极大地提升新能源的可控性和工作效率，

节约资源和成本，同时兼顾环保性和经济性。

5 能源互联网与新能源电力系统协同优化运营模式实

施控制流程

5.1 系统规划阶段

以能源供需协调优化规划模式为核心，进行新能源电

力供应系统的优化设计和规划工作，使得新能源电力供应系

统更加稳定、高效地进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引入计

算机模拟系统，对至少未来十年的新能源电力系统的运行场

景进行模拟，以便找到新能源电力系统的最优规划方案。

5.2 系统运行阶段

系统运行阶段是新能源电力系统的核心，主要遵循分

散模块自平衡与交互协作模式与广域能源供需协同优化运

行模式进行具体的工作，以此来实现减少双侧随机性带来的

不稳定性影响，提升系统整体的可控性，增强各个分散发电

单元模块间的协调，增强集中发电模块与分散模块之间的协

调，增强新能源发电系统与燃气供应系统和热力供应系统之

间的协调等目的，以此来提升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工作效率和

效果。

5.3 系统反馈阶段

系统反馈阶段主要是根据新能源电力系统在能源互联

网中的实际运营效果产生的反馈进行适当调整的阶段。在这

个过程中，引入评价体系和应对体系，当新能源电力系统出

现故障的时候，能够及时作出应对和调整，主要包括抢修工

作和经验总结，一方面保证新能源电力供应系统处于正常的

运转当中，另外也帮助新能源电力系统更好地完善和发展。

6 结语

总之，在能源互联网的大背景之下，新能源电力系统

的劣势得到了充分的弥补，能够充分发挥其节能、环保的特

性，相信在核心技术完善的情况下，能源互联网能够为我国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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