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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下抽水蓄能电站容量效益分析
黄　浩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300000）

摘　要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化石燃料作为人类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已经变得越发短缺。过去

数百万年积累下来的化石燃料，可能将在未来消耗殆尽，此外，化石燃料在带来高能源的同时也伴随着高污染。

为此，大力发展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与其他类型的机组相比，如热电机组，每种机组都有其优

点和缺点，问题在于根据各种能源的性能找到合理的比例，使曲线载荷上的各种能量源与工作位置相匹配，为实

现安全和经济运行目标，泵电机组的容量百分比应适当，这是电网供电规划的关键问题。本文对新型电力系统下

抽水蓄能电站容量效益进行分析，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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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加速了电力负荷的增长，发电厂的建设

已成为潮流，而抽水蓄能电站作为众多发电厂形式之

一，其发展空间要大于传统发电厂，抽水蓄能电站是

一种特殊的能源转换原理，它在电力网负荷较低的情

况下使用较多的电能，将低水位的水从水轮发电机组

输送到山顶，然后将这部分电力从水轮发电机组输送

到山顶。

1 抽水蓄能发展现状

20世纪 60~7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抽水蓄能电站
试点建设，先后建成河北岗南、北京密云等几座小型

抽水蓄能电站。随着国内研究学者对大型抽水蓄能电

站的研究，在 80~90年代，建成广蓄及北京十三陵等
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抽水蓄能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在 2009~2013年期间，国家能源局规划抽水蓄能电站
站点 59个，总装机容量达 7485万 kW。“十三五”期

间，新增加抽水蓄能电站规划站点 22个，规划新增总

装机容量 2970万 kW。到 2020年底，我国抽水蓄能电

站的总装机规模已达 3149万 kW，而在建的抽水蓄能电

站装机容量总计达 5243万 kW，同时又进一步规划电站

装机容量 16亿 kW。2021年我国抽水蓄能新增装机管

理规模达 490万 kW，新增校准的装机规模容量 1370万

kW。截至 2021年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建造及已

运行的总计 40座，总装机达 3639万 kW，在建抽水蓄

能项目 48座，在建总装机约达 6153万 kW，中长期规

划重点实施装机达 4.1亿 kW，中国抽水蓄能在建和已

建规模均位列世界之最。2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必要性

分析 2.1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必要性认识 20世纪末，我

国投产运行了十三陵、天荒坪、广州等一批早期的大

型抽水蓄能电站，用以增加电力系统的调峰能力。这

一时期，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必要性的分析主要

在利用其调峰能力解决电力系统中调峰填谷等问题。

另外，随着“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等一系列国家

战略的实行，国内大规模的核电、风电机组迅速发展，

事故风险率变得越来越大，电力系统内急需一定规模

的紧急事故备用容量来提升系统的经济性和安全性。

从功能上讲，目前抽水蓄能主要承担电网的调峰、填谷、

事故备用及其他辅助电网运行的功能。考虑到我们“两

碳”目标的未来发展方向和一系列清洁能源战略的实

施，清洁能源将迅速增长，并在需要稳定运行、风能

和太阳能可调节的新能源、核能和风能方面占有越来

越大的份额，这可能会给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更

大的困难，因此，关于未来加油站建设需要的论据应

远优于电力系统的经济和安全方面。[1]

2 整体思路

世界许多国家的电力发展表明，在与大型火力发

电厂、核电站等联合运行时，泵电池可以有效地利用

资源，并允许电气系统以最佳状态运行，以获得最佳

的电能质量和最大的经济效益。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

看，泵站通常占电网总装机容量的 10%至 12%。随着中

国泵电站的快速发展，泵电站的合理配比问题已成为

决定中国泵电站发展进程的关键问题。由于泵电站具

有独特的静态和动态功能，电网迫切需要其进入电网，

以确保其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因此在一些地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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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泵电站越多越好，盲目地建设一些当地的小型泵电

站。因此，一些泵站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保持不活跃，

导致一些资源浪费。因此，泵电站的合理配比问题已

成为泵电站建设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抽水蓄能电

站的容量效益是其自身的容量给电力系统安全、环保、

经济运行带来的一种静态效益。虽然抽水蓄能电站的

投入运行给电力系统带来的容量效益显著，但是容量

效益在电力系统的整个生产运行过程中难以直接体现。

在新型电力系统背景下，火电机组、风电机组、光伏

机组、水电机组和抽水蓄能电站与电力系统协调运行，

保障本地负荷和外送功率的稳定供应，维持区域电力

系统的电力电量平衡。[2]

3 风电并网下的抽水蓄能鲁棒最优调频控制

策略

电力系统中频率稳定由有功平衡决定，当负荷功

率发生波动时，采用一次和二次调频使系统频率趋于

稳定。随着大量新能源电源的不确定出力接入以及电

网中本身存在的随机性负荷波动，会给电力系统引入

大量持续的快速功率波动，使得系统的有功功率供需

不平衡，恶化系统的频率响应，对电力系统的频率控

制提出了更高要求，电网亟须一种更为灵活且有效的

调频手段。抽水蓄能电站作为庞大的有功电源之一，

其优秀的调频能力能更好地应对电力系统外部短时和

快速的扰动，而随着大规模风电并网，系统调频需求不

断增加，抽水蓄能机组将在电力系统频率调节中发挥

出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抽水蓄能机组实现调频主要采用

比例-积分-微分（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PID）反馈控制，但由于 PID控制本身未考虑扰动源的

特性，随着风电在电力系统中的比例上升，有功功率

不平衡的加剧，抽水蓄能机组的 PID控制频率调节性

能会受到限制，不能保证其具有满意的调节性能。鲁

棒控制常用于不确定系统的控制，已在电力系统调频

领域得到成功应用。鲁棒控制针对被控系统中存在的

有界参数不确定性或者有界扰动，有效维持系统稳定。

基于负荷频率鲁棒控制模型，运用果蝇算法对其比例

和积分参数优化，验证了该方法在风电并网系统中频

率控制的有效性；将鲁棒控制应用于微电网的负荷频

率控制上，运用智能算法优化范数权重来设计出最优

鲁棒控制器，减小了风电功率扰动对系统频率造成的

偏差；在含风电并网的电力系统框架下，对抽水蓄能

电站运用鲁棒控制方法，降低外部扰动对系统频率产

生的影响，仿真结果验证了该鲁棒控制方法对比传统

PID控制调节的优越性。但由于该研究仅考虑了在负荷

不变的情况下，风电出力波动对系统造成的频率偏差，

并在利用鲁棒控制在解决这类不确定性问题时，其控

制系统一般处在系统次优状态，此时整个系统的稳态

精度相对较低。因此，基于上述问题，对于该研究可

以从控制策略上进一步改进。[3-4]

4 基于抽水蓄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惯量优化控

制方法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风电、光伏

等可再生能源并网容量将逐步提高，但可再生能源并

网容量提高会导致电网惯性水平下降以及稳定性能恶

化。在电网负荷处于低谷时，同步机组退出运行会导

致电网惯量水平降低；而新能源机组出力增大时，由

于其不具备调频能力，亦会导致电网维持频率稳定的

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在电网的分层控制框架中，辅助

控制通常通过集中式方法或分布式方法确定校正项。

在集中控制框架中，所有分布式电源的信息都是在控

制中心中收集和计算的。由于中心和分布式电源之间

的通信网络复杂，难以保证控制效率。分布式控制是

从共识算法发展而来的，它提供了一种消除偏差的新

方法。分布式控制仅使用邻近信息而不是全局信息，

并且比集中控制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对通信故障的较

低敏感性。电压和频率的收敛速度是微电网分布式控

制的研究重点。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固定时间和有限

时间控制算法来实现电网中分布式能源的快速收敛。

不同于电压、频率等运行状态，惯量是系统的估计值，

算法难以直接控制。RoCoF和频率最低点是惯性的两个

关键指标。大多数分布式控制方法可以通过快速消除

偏差来降低频率的最低点。抑制 RoCoF是惯性增强需

要解决的剩余问题。变化率的控制在分布式控制中很

少受到关注，但频率偏差控制在电网系统中得到了广

泛的研究。例如，为了避免频率快速跌落，研究了具

有频率偏差约束的一致性控制问题。电网作为一个多

智能体系统，频率偏差约束方法为电网惯性增强提供

了可行的解决方案。[5]

5 面向电力抽水蓄能行业的智慧物联体系技术

5.1 感知层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企业不断提升精益化管理

水平的要求，目前感知层终端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终

端覆盖范围有限，智能化水平不高、功能受限，大多

数终端尚不具备边缘数据交互与处理能力；终端设备

应用场景范围广，所涉及的通信技术多样、协议复杂，

终端设备数据模型、接口协议不统一，数据跨专业协

同共享存在壁垒；终端本地处理能力差，终端之间业

务协同能力弱等。（1）测控类智能业务终端。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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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抽蓄电厂监控装置、自动发电控制 /自动电压控制

装置（AGC/AVC装置）、调速装置、励磁装置、测速装

置、振摆保护装置等，完成对抽蓄电厂机组、开关站、

公用和闸门等监控对象的运行工况信息的测量与控制，

将相应的工况信息发送给计算机监控系统，并接受监

控系统的控制调节指令，控制相应的执行元件调节水

轮机组的运行情况，保证电站按照调控安全稳定运行。

（2）监测类智能业务终端。包括智能数据采集装置、

一体化无线传感采集终端及低功耗无线采集终端。按

专业又可分为发电设备监测终端、水情测报终端、大

坝安全监测终端等，主要用于对抽蓄电站机组设备状

态、水情、雨情、气象及大坝安全监测类传感器的自

动化采集，将数据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发送给相应

的机组在线监测、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等软件业

务系统。[6]

5.2 平台层

通过将物联管理平台（具备模型管理、连接管理、

设备管理、消息处理、能力开放、应用管理）与一体

化管控平台融合，形成物联数据中心，使其具备标准

的物联接入和业务系统数据接入 2种能力，以支撑已

有业务系统数据接入和新建（改造）业务场景数据接入，

建成电站级数据中心满足数据统一采集、共享共用的

建设目标。根据国网公司智慧物联体系的要求，物联

管理平台实现对各型边缘物联代理、采集终端等设备

的统一在线管理和远程运维，应具备 6大功能：模型

管理、连接管理、设备管理、消息处理、能力开发和

应用管理。其中物联管理平台的“应用管理”，包括

应用包及配置文件上传、应用上架发布、应用状态查

询及管理、应用升级、容器和 APP下发安装、应用业

务配置等。具体而言，即对边缘物理代理中 APP的在

线更新和远程运维。[7]

6 算例分析

6.1 参数设置

算例中的各项数据基于某省电力系统的实际装机

容量、实际本地负荷和实际省间外送电等数据，所采

用数据的时间间隔为 1h。其中电厂的最小功率为装机

容量的一半，抽水蓄能电站的数据是根据省内抽水蓄

能电站的实际设计参数得出的。典型两天的初始功耗

值为 300兆瓦，此泵站的最大功耗为 2400兆瓦，最大

功耗为 2400兆瓦，最大功耗为 7h。[8]

6.2 容量效益

作为典型的一天，将为电气系统选择冬季和夏季

负荷谷中的最小日差，以计算消防系统容量在添加到

电气系统之前和之后的变化：（1）分析降低热电偶安

装容量的好处，以模拟生产和运行两种情况。当抽水

蓄能电站在典型的冬季日连接到电力系统时，与无抽

水蓄能电站相比，增加泵站可以减少 702MW的安装单

元数量，并且在大部分时间内可以显著降低燃烧单元

的性能，增加泵站可以减少约 3764mwh的总用电量，

从而大大减少电力系统在典型的夏季日模拟生产和运

行的碳排放量。当抽水蓄能电站连接到电力系统时，

与非抽水蓄能电站相比，新增抽水蓄能电站可以减少

1544MW的组合机组数量，而且大部分时间可以大大降

低燃耗，单位总能耗约为 7445mwh，与典型冬季相比，

新增抽水蓄能电站对降低煤炭和碳排放的影响要大得

多。（2）分析抽水蓄能电站在电力系统运行中的容量

和效率，不仅可以降低消防系统的安装和性能，还可

以显著降低由于本地负载、出站性能以及新能源的波

动而导致的能耗，这些事件更频繁地发生在山谷中。

7 结语

针对电网惯性水平下降的问题，本文基于抽水蓄

能机组提出一种新的分布式控制方法补偿低惯性电网

的惯性。（1）分析了抽水蓄能机组调频潜力，从水力

系统出发，通过变速运行可以调节抽水蓄能机组的流

量和扬程，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抽水蓄能的有功控制及

有功 -频率耦合特性。（2）采用频率变化和电压变化

来量化频率和电压惯性，通过具有约束变化率的分布

式算法来增强电网惯性，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布式控制

方法补偿低惯性电网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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