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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的能源消耗量逐渐增加，能源紧缺形势逐渐加剧。近年来，随着国家颁布新能源政策，风力发电这一清洁

能源逐渐得到电力企业的关注，风力发电技术得到了进步和发展。文中将针对风能发电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探究，分析风能

发电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总结风能发电技术水平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风力发电技术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风力发电；技术发展；现状；趋势 

DOI：10.33142/hst.v3i5.2637  中图分类号：TM614  文献标识码：A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LI Xiaoming 

Liaoning Longyuan New Energy Development Co., Ltd., Shenyang, Liaoni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situation of energy shortage is gradually 

aggravating.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new energy policy, wind power generation, a clean energ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ower enterprises, and wind power technology has been improved and developed.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and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level,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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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随着全球变暖形势的日益恶化，能源大国纷纷作出承诺并制定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的目标。我国对于能源问

题高度重视，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节能环保政策，其中针对新能源发电技术也有相应的指导和要求
[1]
。相对于其他发电

技术而言，风力发电具有成本较低、设备简单、影响因素较小的优势，但由于我国风力发电技术起步较晚，当前的技

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差距
[2]
。因此相关技术研究人员应当针对核心关键技术进行改良，提高发电设备的先进性

与科学性，进而推动我国风力发电技术不断向前发展。 

1 风力发电技术发展现状 

是把风能转变为电能的技术。通过风力发电机实现，利用风力带动风车叶片旋转，再透过增速机将旋转的速度提

升，来促使发电机发电。风力发电技术主要应用于多风地区，特别是偏僻的山区以及昼夜温差较大的高山湖泊地区。

在冷热气流的碰撞与震动过程中，转化成风力作用，这种风力作用所蕴含的能量十分巨大，能够为风力发电提供能量
[3]
。

就目前我国的风力发电水平而言，在部分地区风速达到 10 米/秒时，仅需利用 50 台风力发电机发电 24 小时，就能满

足我国的小县城一天的电能需求。当前，我国的风力发电设备能够实现良好的电能转化与储存，且电能运输损耗率较

低
[4]
。但就我国目前的风力技术和规模而言，暂时未实现风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特别是在部分风力资源丰富，且较为贫

困的地区，可能由于施工难度较大、技术存在局限性等问题，难以充分利用风力资源，导致资源白白浪费。2019 年，

我国新增风电并网容量达到 794 万千瓦，增长态势十分可观。当前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和累计装机容量已经长期位

居世界首位，风力发电占据全部发电量的 5%，风轮的直径也逐渐增大。由此可见，我国风力发电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

但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技术问题。 

2 当前我国风力发电技术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 

2.1 风力发电控制系统灵敏性较低 

在风力发电的控制过程中，需要技术人员关注许多数据，而传统的风力发电控制系统灵敏性相对较低，难以有效

控制风力发电技术的有效应用，使得整体发电工程的控制效果不佳
[5]
。近年来，由于风力发电控制系统的失误和技术水

平的不足，造成了许多电力事故，十分不利于风力发电工程的顺利实施。 

2.2 风电机组的安全性不高 

安全性是发电技术应用的关键问题，由于我国当前风电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风电技术的应用时间较短，因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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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电技术应用的安全性能并不高，尤其在并网、输送、装机等方面，还存在事故率较高的问题，导致风力发电安全

隐患较多，难以保证技术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 

2.3 风力发电机电容量不足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风力发电机的容量已经普遍达到一兆瓦以上，但这一水平尚不能满足我国城市的用电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需求还将逐渐增加。当前，美国已经开始研发电容量为十兆瓦的发电机，由此可见我

国的发电机电容量还存在一定落后的情况，因此在未来的风力发电技术研发过程中，相关研究人员将不断提升风力发

电的最大电容量。 

3 我国风力发电技术发展趋势 

3.1 提高风力发电机电容量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风力发电最大电容量很可能会在近几年达到五十兆瓦。提高风力发电机电容

量，能够确保风力能源得到良好的转化和存储，推动风力发电技术的发展，充分提高我国的风能利用率，使得风能发

电工程的经济效益大大提升
[6]
。 

3.2 变浆距将成为发展主流 

提高风力发电技术水平的关键还在于改善风力发电设备。在实际的风能发电过程中，当电网因风力不稳定而发生

故障，需要进行紧急停机操作时，风力发电设备应当能够通过改变风轮的浆距角使叶尖速比保持在最佳状态。进而提

高风力发电的安全性，优化停机策略，有效控制风力发电过程中的低电压穿越情况。 

3.3 风力资源的利用率提升 

由于海上的风力资源要远远大于陆地上的风力资源，当前，世界上风力发电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普遍由陆地风力

发电向海上风力发电转移，充分利用起海上的风力资源
[7]
。海上风力发电能够有效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消耗，提高风力资

源的利用率，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我国海域辽阔、沿海风力发电建设资源丰富，因此，我国的风力

发电也将逐渐向利用海上风力的方向发展。针对海上的风力发电技术研究，应当主要关注海上风力发电的安全性和稳

定性，确保海上风力发电设备能够长期稳定完成发电任务。 

3.4 结合实际地区风力状况进行精细化技术设计 

在未来的风电技术发展过程中，相关技术研究人员将针对不同地区的气候情况采取精细化技术设计。例如我国的

新疆、甘肃、内蒙古地区属于干燥高原地区，具有风速低、大风时间短、空气密度小的特点，如果盲目使用高风速、

高功率的进口电风机，就可能会出现发电效率严重偏低的现象。因此，当地风电技术与设备应当针对低风速、低空气

密度进行设计，提高风电机的发电率，避免风能资源的浪费，积极发展微风高效新型风电机，以提高相应地区的风电

技术发展水平。 

3.5 引入现代化信息化技术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提高风力发电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我国的风力发电控制技术逐

渐向着现代化信息化的趋势发展。其中，自适应控制技术就是现代化信息化技术的产物，在风力发电控制系统中应用

自适应控制技术，使得控制系统能够有效把控发电设备的变化，自动报警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这不仅能够有效保

证风力发电的稳定性，提高风力发电控制系统灵敏度，还能确保风力发电的安全性，弥补系统中相关控制技术的不足，

从整体上提升风力发电技术的科学性，提高风能的利用率，对风力发电工程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4 结语 

风能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风能的有效利用能够减少传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消耗，因此大力发展风

力发电技术，对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的风力发电技术应用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注意结

合实际地区的风力状况进行精细化设计，积极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提高风力发电的科学性，充分利用我国的风力资源，

推动我国风力发电技术登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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