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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任务 

任务一、工程规划与工程部署任务要求 

（一）工程电气图绘制 

电气图绘制总体要求： 

（1）电气图绘制应符合国家标准《电气技术用文件编制第 2 部分：接线图和接

线表》（GB/T6988.3-1997）及国家标准《电气技术用文件编制第 2 部分：功能

性简图》（GB/T6988.2-1997）要求； 

（2）标注项目代号、注释和说明时，应符合《电气技术中的项目代号》

GB/T5094-1985）中的有关规定； 

（3）使用 Auto CAD2010 绘图软件进行绘制； 

（4）在提供的图框里，用 AutoCAD 块文件（“桌面:\竞赛参考资料”，文件名 《智

慧新能源实训系统图框及 CAD 块文件》）进行绘制； 

（5）绘制的原理图及接线图应与系统的接线要求及功能要求保持一致； 

（6）文件命名符合赛题要求，并存入 U 盘； 

（7）需要绘制的电气工程图包含以下两种类型，选手根据裁判长抽取的赛题绘

制相应的电气工程图。 

1. 微电网系统图 

系统图应呈现分布式能源、测量电表、继电器、控制器（风光互补控制器、

逆变器）、蓄电池、负载等部件的互连关系。 

2. 包含全部或者部分部件的接线图 

（1）所有能源及能源经过的电表、继电器与风光互补控制器的接线图； 

（2）风光互补控制器、离网逆变器、继电器、测量仪表及所有负载的接线图； 

（3）PLC 与所有继电器、光伏逐日系统、风光互补控制器及 PLC 扩展模块与 4

个电表的接线图； 

（4）蓄电池、风光互补控制器、继电器、离网逆变器与所有负载的接线图等。 

具体包含的部件及连接关系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为准。 

任务要求： 

（1）接线图中分为三个图层：端子号标注、线径标注、主图层；端子号（接线



第 3 页 /共 18 页 

 

端子）标注文字全部在“端子号标注”图层中，线径标注文字全部在“线径标注”

图层中，其他则在“主图层”中； 

（2）接线图中应清晰标注设备及器件的名称； 

（3）接线图要清晰标注设备、器件的端子号及端口名称（继电器端口除外）； 

（4）接线图要清晰标注号码管标号； 

（5）接线图中端子标注文字颜色为红色；线径标注文字颜色为蓝色；线路连接

中：正极及火线为红色；负极及零线为黑色；地线为绿色； 

（6）接线图要与实际接线相符； 

（7）图中涉及到的器件符号符合相关规范； 

（8）图纸布局正确、合理，同步调整图框比例，使绘图内容尽量均匀分布在图

框中。 

（二）工程部署与安装 

1. 分布式能源系统设计 

智慧新能源实训系统的分布式清洁能源由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组成，其组成

如下所述： 

（1）光伏发电由地面光伏电站和屋顶光伏电站组成： 

① 地面光伏电站和屋顶光伏电站均由 2 块太阳能电池板串联组成，总计为

4 组，分别为地面光伏电站 1、地面光伏电站 2、屋顶光伏电站 1 及屋顶光伏电

站 2； 

② 地面光伏电站和屋顶光伏电站均由 4 块太阳能电池板串联组成，总计为

2 组，分别为地面光伏电站及屋顶光伏电站。 

具体组成方式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为准。 

（2）风力发电由风力发电机 1 和风力发电机 2 组成； 

（3）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控制方式为独立控制或者联动控制。 

具体控制方式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为准。 

2. 工程环境平台通讯设计 

环境平台主控板与 PLC 建立通讯连接，要求 PLC 能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环

境平台主控板。 

3. PLC 与开关按钮盘接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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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与开关按钮盘接线如表 2.1 所示。 

表 2.1  PLC 与开关按钮盘的接线要求 

开关按钮盘按钮 PLC 输入端口号 连接方式 

急停、复位旋转、K1~K10 X0~X7，X10~X13 
由选手根据由裁判长抽取的赛题和

布局要求确定连接对应关系 

4. PLC 与继电器接线要求 

PLC 与继电器的连接：PLC 输出端最多可控制 14 个继电器，PLC 输出端口、

继电器线圈及继电器的功能的对应关系如表 2.2 所示。 

表 2.2  PLC 输出端口、继电器线圈及继电器功能对应表 

PLC 输出端口 继电器线圈编号 PLC 对应的控制功能 备注 

Y0~Y7、

Y10~Y15 
KA1~KA14 

能够实现： 

（1）风力发电机 1 通断 

（2）风力发电机 2 通断 

（3）屋顶光伏电站 1 通断 

（4）屋顶光伏电站 2 通断 

（5）地面光伏电站 1 通断 

（6）地面光伏电站 2 通断 

（7）蓄电池通断 

（8）导轨电源（市电）通断 

（9）离网逆变器通断 

（10）4 个直流负载通断 

（11）4 个交流负载通断 

（1）PLC 输出端口

的接线方式由裁判

长抽取的任务和布

局要求定义。 

（2）继电器与 PLC

的控制功能由裁判

长现场抽取确定。 

（备注：继电器的编号自 PLC 扩展模块右侧起依次为 KA1~KA14） 

5. 数值显示及数据采集要求 

（1）直流电压表测量并显示平台中可采集并能够显示的直流电压； 

（2）直流电流表测量并显示平台中可采集并能够显示的直流电流； 

（3）交流电压表测量并显示平台中可采集并能够显示的交流电压； 

（4）交流电流表测量并显示平台中可采集并能够显示的交流电流； 

（5）三相组合表测量并显示平台中可采集并能够显示的电压及电流； 

（6）单相组合表测量并显示平台中可采集并能够显示的电压及电流； 

（7）实现 PLC 及 PLC 扩展模块对相关仪表测量数据的采集。 

6. 风光互补控制器设备接线要求 

（1）风光互补控制器输入端口连接：地面光伏、屋顶光伏电站接入风光互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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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的太阳能输入端；风力发电机 1 和风力发电机 2 的电能接入风光互补控制器

的风机端口；完成蓄电池及导轨电源线路连接； 

（2）风光互补控制器与逆变器的连接； 

（3）交流负载及直流负载线路连接；交流负载电力线路需通过空气开关进行保

护； 

（4）风光互补控制器与 PLC 或者逐日系统建立通讯连接，实现相关功能，具体

要求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为准。 

注：1. 通信协议由选手自行确定，既可以参照竞赛参考资料的范例程序，也可自行编写。

裁判评判时以功能实现与否作为评判依据，不评价选手代码编写质量，若未实现功能，则

相应功能得分为 0 分。RS485 通信线路连接对应关系以现场实际接线为准，请选手自行确

定； 

2.由选手自行合理建立 PLC、风光互补控制器及光伏逐日系统之间的物理连接，实现相关功

能，连接方式由选手自行确定。 

7. 系统接线工艺要求 

（1）设备接线须符合工程接线工艺标准，设备接线牢固、走线合理； 

（2）设备接线须按照设备上的接口标识进行正确的连接； 

（3）冷压端子的使用：每根导线的两端都必须使用冷压端子；使用冷压端子时

不得出现露铜； 

（4）某个接线端子需要接入多根导线时，不允许使用 U 型冷压端子，仅能够使

用管型冷压端子且每根导线均必须使用一个管型冷压端子。具体某个部件使用的

冷压端子类型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为准，选手必须按照现场下发的赛题完成接线，

凡某个部件不按照赛题规定使用冷压端子类型，数量超过 5 个，扣除冷压端子使

用以 0 分计算； 

（5）U 型冷压端子压痕要求：U 型冷压端子裸端头压痕在正面端头管部的焊接

缝上，保证压接牢固且正面朝外，如图 2.1 所示： 

 

 图 2.1 U 型冷压端子压线钳压痕示意图（以现场提供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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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导线的使用：L、24V、12V 使用红色导线；N、0V 使用黑色导线，控制线

路到继电器线圈使用红色导线；线圈到 0V 使用黑色导线；开关按钮盘与 PLC 输

入端采用黑色导线连接，其余导线颜色由各参赛选手自行确定； 

（7）号码管的使用：号码管标识号按照提供的标识数码有序连接，号码管标识

读序合理、正面朝外易于查看。接线示意图如图 2.2 所示；要求号码管能遮住 U

型冷压端子的压线钳咬痕或遮住管型冷压端子的塑料套管；如图 2.3 所示： 

 

图 2.2 号码管标识号读序示意图（以现场提供为准） 

 

 
图 2.3 号码管套用示意图（以现场提供为准） 

（8）布线原则上都应在线槽内，特殊线路需在线槽外布线的导线必须使用缠绕

管或扎带整理；接线完成后应盖好线槽盖板； 

（9）接线须确认标识的输入、输出，正负极，零火等标识，正确连接，以免损

害设备，严禁带电接线操作。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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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印制电路板装配与检测 

（一）电路板焊接 

1. 根据竞赛现场下发的光伏逐日控制器的原理图、丝印图和元器件清单

（“光伏逐日系统原理图及 PCB 丝印 V2.1.PDF”和“光伏逐日系统

BOM2.1.PDF”文件），将选取的电子元器件及功能部件正确地装配在现场下发

的印制电路板上，完成光伏逐日系统控制器电路板的焊接； 

2. 硬件焊接装配工艺应符合赛题中给出的工艺要求。 

（二）电路检测 

1. 故障检测 

提供的焊接电路板（PCB）存在至少一处故障，要求对完成装配的电路板进

行检测，根据出现的故障现象，找出故障点，并修复（注：故障仅存在于电路板

线路上）。可能存在的故障现象： 

（1）电路板完全不能工作； 

（2）电路部分功能不正常； 

（3）不正常逐日； 

（4）舵机不能正常控制； 

（5）按键失灵； 

（6）LED 不亮； 

（7）不能正常通讯。 

2. 参数及波形测量 

电路板故障排除后，正确接入 24V 直流电压，在未连接其他外设的测试条

件下，若电路板装配正确则其电源供电电流不应超过 0.6A（利用导轨电源供电，

串接数字万用表进行检测）。采用示波器测量舵机的控制端波形，该端口为脉宽

调制（PWM）信号，测量并记录信号的频率范围及占空比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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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系统开发与系统调试 

（一） 本地控制与 PLC 设计 

通过开关按钮盘上的手动按钮及 PLC 编程实现本地控制模块功能设计。光

伏电子中心控制平台的手动按钮布局示意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手动按钮布局示意图 

手动按钮及PLC编程要求如表3.1所示，表3.1仅给出可能实现的功能说明，

具体要求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为准。 

表 3.1 手动按钮功能要求 

按钮 功能说明 

急停 
按下急停按钮，断开 PLC 所有输出； 

向左旋转急停按钮，按钮弹起，系统不会恢复到急停前的状态。 

复位 复位旋钮处于不同的位置，可以实现工作模式切换或者其他状态切换功能。 

K1~K10 

K1~K10 可以在不同模式下，单独或者组合方式操作实现下列功能，具体以

裁判长先抽取的赛题为准，可能实现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 

（1）风力发电机 1~2 的独立或者组合开启、关闭； 

（2）屋顶或者地面光伏电站 1~2 的独立或者组合开启或者关闭； 

（3）蓄电池的接入及切断； 

（4）导轨电源（市电）接入及切断； 

（5）离网逆变器的开启及关闭； 

（6）直流负载 1~4 的开启/接入及关闭； 

（7）交流负载 1~4 的开启/接入及关闭； 

（8）模拟光源按照不同光源强度初始值的开启及关闭； 

（9）鼓风机按照不同出风量初始值的打开及关闭； 

（10）模拟灯杆“启动”（自东向西运动到西限位开关处），“复位”（自西向

东运动到东限位开关处），模拟灯杆处于不同行进位置及不同行进方式的控

制； 

（11）风光互补控制器工作模式的切换及能源接入控制； 

急停 复位

K1 K2 K3 K4 K5

K6 K7 K8 K9 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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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指定模式下的逐日系统向东或者向西运行；逐日系统运行模式的切换； 

（13）微电网系统运行的打开与关闭，相关部件的联动控制； 

（14）上述对象之间的联动控制； 

（15）组合控制上述被控对象的工作状态。 

注：“接入”负载，指仅打开负载的控制开关；“开启”负载，则需要接入能源，负载能够

运行。 

（二）单片机控制模块功能设计 

单片机控制模块功能设计主要包括风光互补控制器程序设计和光伏逐日系

统中功能电路板的装配与功能开发调试。 

1. 风光互补控制器程序设计 

风光互补控制器实现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储能、市电单元的控制与能源转

换，操作界面示意图如图 3.2 所示。 

 

图 3.2 风光互补控制模块示意图 

风光互补控制器可能实现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功能要求： 

（1）风光互补运行模式 

① 模式 1（默认运行模式）：风光互补控制器上述自动运行互补逻辑运行： 

当有风能、光能任何一种能源输入时，导轨电源作为市电补偿供电，能源转

D9D10 D11D12D13

D19 D36 D2

4位数码管

太阳能 风机1 风机2 24V输入 12V输出 蓄电池

RS485 RS232 检测口 下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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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后给负载供电，若有余量则给蓄电池充电。当无风能、光能输入时，导轨电源

不供电，蓄电池单独供电。当负载过大，风光能源和导轨电源（市电）能量不足

时，蓄电池充电停止，且蓄电池放电； 

② 模式 2：风光互补控制器使用蓄电池供电，其余能源无效； 

③ 模式 3：风光互补控制器使用市电供电，其余能源无效； 

④ 模式 4：风光互补控制器使用太阳能及风能供电（市电补偿供电），其余

能源无效。 

（2）数码管显示 

① 显示竞赛平台可以检测的信息包含但不限于：风光互补控制器运行模式；

蓄电池电压（单位：伏特）；光伏输入电压（单位：伏特）；风能、光能接入种数；

环境平台风速（单位：米/秒）及环境平台温度（单位：℃）等。实际竞赛显示

的信息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为准。 

② 信息显示格式包含单不限于： 

风光互补控制器运行模式：X（1，2，3，4）；电压值：四位有效数字，VV.VV

为电压值，单位伏特（当低于 10.00V 时，最高位数字 0 自动消隐）；风能、光能

接入种数：X（0，1，2）；环境平台风速：四位有效数字，XX.XX 为风速值，

单位米/秒（当低于 10.00 米/秒时，最高位数字 0 自动消隐）；环境平台温度为四

位有效数字，XX.XX 为温度值，单位℃，时长为 3 秒。（当低于 10.00℃时，最

高位数字 0 自动消隐）。显示方式（自动循环或者按键控制切换等）、显示的帧数、

显示的时间长度、对齐方式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为准。 

③ 要求蓄电池输入电压与端子排 J5 对应采样点的实际测量值（用示波器或

万用表测量）一致（允许偏差±0.5V）。 

表 3.2 数码管显示显示示例 

画面顺序号 示例显示内容 

第一帧画面（运行模式） 1 

第二帧画面（蓄电池输入电压） 12.00 

第三帧画面（风能、光能接入种数） 0 

第四帧画面（环境平台温度）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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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的显示内容为示例格式说明，实际显示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要求为准。 

（3）二极管指示灯显示要求 

D9，D10，D11（对应于风光互补控制器上排 LED 中，从左往右数的第 5、

第 3 和第 4 三个 LED 指示灯）能够工作在熄灭、点亮或闪烁三种方式，要求示

例如表 3.3 所示。二极管指示灯处于点亮、熄灭、闪烁状态表示的含义包含但不

限于：市电的接入状态、蓄电池的充电、放点、接入平台的能源状态等平台可以

检测并显示的信息。具体信息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为准。 

表 3.3  LED 控制要求示例 

指示灯 点亮 熄灭 闪烁 

D9 风能/光能都接入 无风能/光能接入 
风能/光能任意一种

能源接入 

D10 蓄电池放电 --------- 蓄电池充电 

D11 市电接入 --------- 无市电接入 

2. 光伏逐日系统的程序设计 

（1）光伏逐日系统运行模式 

① 模式 1（引导逐日）：光伏逐日系统主动跟踪光源，此时光伏逐日系统用

光敏模块输出信号或太阳能电池板电压实现光伏逐日系统在东、南、西、北等方

向跟踪光源运行，跟踪角度分辨率 1°，跟踪精度±2°，东、西、南、北最大跟踪

角度满足赛题的要求； 

② 模式 2（手动逐日）：手动方式控制光伏逐日系统实现向东、向西、向南、

向北运行，最大跟踪角度满足赛题的要求； 

③ 模式 3（主动逐日）：光伏逐日系统主动逐日运行（无需开启光源），满

足规定的运动方向、运行角度、运行时间等要求。 

注意： 

① 光伏逐日系统运行各种模式跟踪光源运行的方向（东、南、西、北），运

行角度（0~60°）及时间参数由裁判长抽取的赛题确定； 

② 相关角度、时间及方向以直接给定或者由力控界面操作或者通过开关按

钮盘的操作传递给逐日系统，某方向包含：东、西、南、北，上述参数由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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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的赛题确定； 

③ 模式 2（手动逐日）的控制方式：通过通信方式，由 PLC，开关按钮盘

或者力控界面按钮实现远程控制，由裁判长抽取的赛题确定。 

（2）指示灯技术要求 

 光伏逐日系统指示灯功能包含单不限于： 

① 作为方向指示灯：常亮/闪烁代表光伏逐日系统运行的东、南、西、北方

向； 

② 作为模式指示灯：常亮/闪烁代表光伏逐日系统运行的模式。 

（3）按键 S1 技术要求 

① 作为复位按键； 

② 作为多模式切换按键（S1 被设置为功能键，不作为系统复位按键使用！）。 

技术参数如下： 

按照某种方式按下按键 S1，指定方向的指示灯处于某种状态，此时光伏逐

日系统运行在上述指定模式； 

按照某种方式按下按键 S1，指定方向的指示灯处于某种状态，此时光伏逐

日系统按照指定功能运行。 

注意： 

① 某种方式包含：长按、短按、以按下按键的时间进行区分； 

② 某方向包含：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中的一个； 

③ 指定方向的指示灯处于某种状态包含：常亮或闪烁； 

④以上参数由裁判长抽取的赛题确定。 

（4）串口通讯 

编写串口通讯程序，通信协议自定义，将当前光伏逐日系统的方位及角度等

信息发送到力控监视界面中显示，使用 ASCII 码明文实时显示光伏逐日系统方

位及角度（十进制），刷新周期 1~60 秒。以上参数由裁判长抽取的赛题确定。 

例如： E：30°，表示光伏逐日系统处于东方向 30°。 

注意事项说明：电脑和电路板用 USB 转 TTL 的下载器进行连接，为了避免

两个电源同时上电产生的冲突，必须严格遵守以下上电顺序：下载器程序时，

首先断开 24V 电源，程序下载成功后，再断开下载器，接上 24V 电源，最后再

接上下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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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远程控制与系统运行 

通过计算机、力控系统实现工程项目的远程控制，能实现远程工程项目数据

采集、显示、过程控制与实时动画监控等功能。所有界面的设计，要求美观、大

方。 

1. 远程监控系统设计体系 

要求实现对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交流电压表及交流电流表采集显示的

参数同步显示；环境平台温度、湿度、光强度及风速数据的实时显示；风光互补

控制器采集到的蓄电池电压数据实时显示；相关报表的实时显示；PLC 的远程控

制，光伏逐日系统，风光互补控制器的远程控制等。 

（1）完成 PLC 的 I/O 配置； 

（2）完成 PLC 数据库组态配置； 

（3）完成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交流电压表、交流电流表、单相组合表和

三相组合表的数据库组态配置； 

（4）完成环境平台温度、湿度、光强度和风速的数据库组态配置； 

（5）完成风光互补控制器采集到的蓄电池电压的数据库组态配置。 

2. 组态界面设计 

（1）登录界面 

制作登录窗口，可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具体要求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

确定： 

① 包含不同用户等级账户及密码的创建； 

② 不同用户登录后进入的界面及窗口； 

③ 用户登录时的弹窗提示； 

④ 用户输入密码错误后的处理。 

（2）菜单栏窗口 

制作菜单栏，可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具体要求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确

定： 

① 制作顶部窗口，实现通过顶部窗口切换各个界面； 

② 制作树形菜单，实现通过树形菜单切换到各个界面； 

③ 按照某种方式退出组态软件功能； 

④ 信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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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切换到其他任意界面时，顶部窗口都能在顶部显示或者不显示。 

（3）监控界面 

制作监控界面，可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具体要求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

确定： 

① 能够实时显示环境因素数据，如温度、湿度、光照度、风速等环境平台

可以检测的数据； 

② 能够实时显示微电网系统数据，如微电网系统的各监控对象的运行状态、

监控对象电压、电流、功率等平台可以检测的数据； 

③ 能够实时显示光伏逐日系统数据，如运行模式、运行方向、角度等信息； 

④ 能够实时显示微电网系统的动画监视，如工程环境模拟平台动画监视、

发电系统及负载端的动画监视等； 

⑤ 能够实时显示各种数据参数曲线，如监控对象的电压、电流及功率等曲

线。 

（4）操作界面 

制作监控界面及控件，实现相关功能，可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具体要

求以裁判长抽取的赛题确定： 

① 制作开关控件，实现“本地控制与 PLC设计”中的对应按钮功能； 

② 制作开关控件，实现独立控制所有继电器； 

③ 制作开关控件，实现风光互补控制器、光伏逐日系统对应参数的调节； 

④ 制作开关控件，实现模拟光源启停、运行、光强度等参数的调节； 

⑤ 制作开关控件，实现鼓风机启停、运行、出风强度等参数的调节； 

⑥ 制作“微电网系统运行”控件，操作“微电网系统运行”控件，实现智

慧新能源控制系统开始微电网系统运行； 

⑦ 制作“能源调控负载”控件，操作“能源调控负载”控件，实现智慧新

能源控制系统开始智能调控负载； 

⑧ 制作“负载调控能源”控件，操作“负载调控能源”控件，实现智慧新

能源控制系统开始智能调控能源； 

⑨ 制作功能组合控件，实现微电网系统中的组合功能的开启及关闭。 

（5）数据报表界面 

制作数据报表界面，可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具体参数及要求以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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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的赛题确定： 

① 通过报表控件能够对直流负载电压、直流负载电流、直流负载功率、交

流负载电压、交流负载电流、交流负载功率、风速、光照度、蓄电池电压等平台

可以检测的参数采集并显示，报表布局合理美观。 

② 制作四个按钮控件，分别为：“报表查询”、“报表预览”、“报表打印”、

“报表导出”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按钮控件能够对报表进行查询、预览、打印及

导出等功能。 

③报表以 Excel 文件格式导出并保存至“电脑桌面\竞赛答题”文件夹，文件命

名为“数据报表+工位号”，例如：01 号工位，保存的数据报表为“数据报表 01”。

（6）微电网系统运行 

微电网中相关部件的控制功能实现，包含模拟光源、直流负载、交流负载、

鼓风机、所有能源导入及光伏逐日系统等。具体以裁判长现场抽取的赛题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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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四、区域能源分析与规划 

（一）任务要求 

拟在某岛屿建设由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浅层地热，生物质发电、蓄能为一

体的智能微电网系统。通过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的工程技术参数，分析能源单位

面积装机功率；通过耗能需求分析，合理设计能源种类和容量；调试系统使其在

供电不足天数、太阳能偏差、太阳能电站选址、太阳倾角偏差、风能偏差、风能

电站选址、储能容量及波动、弃电天数、生物质偏差、地热利用率、占地格数等

相关参数上综合设计方案最优。系统设计方案在能源互联网仿真规划平台指定的

模型中实现。 

 

 岛屿模型 1                   岛屿模型 2                  岛屿模型 3 

图 4.1 岛屿模型 

（二）能源需求分析 

1. 地热能相关参数 

                       表 4.1地热能相关参数 

序号 用能变化幅度

（%） 

制冷制热能耗占比

（%） 

单位方格每日地热

等效发电量（kwh） 

每方格占地面积

（m
2） 

1 10 25 1296 1500 

2 10 25 2150 1500 

3 10 25 3153 3650 

4 10 25 10900 12615 

5 15 25 1295 1500 

6 15 18 3160 3650 

7 15 20 10230 12615 

8 20 25 1150 1500 

9 20 25 3205 3650 

10 20 22 10560 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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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能相关参数 

表 4.2 光能相关参数 

序号 光伏电站组件占地面积比（%） 组件转换效率（%） 整机转换效率（%） 

1 34 17 80 

2 30 18 76 

3 28 19 78 

4 34 16 81 

5 32 17 78 

6 31 17 78 

7 35 16 78 

8 31 17 77 

9 32 18 75 

10 30 16 76 

 

3. 风能相关参数 

表 4.3 风能相关参数 

   型号 

指标 

NEFD-5 

KW 

NEFD-10 

KW 

FD10-20 

KW 

FD5-50  

KW 

FD10-100 

KW 

FD20-200 

KW 

额定功率 5KW 10KW 20KW 50KW 100KW 200KW 

启动风速(m/s) 3 3 3 3 3 3 

额定风速(m/s) 10 10 12 12 13 13 

安全风速(m/s) 40 40 40 50 50 50 

风轮直径（m） 6 7.8 10 12.9 15.6 29 

 

4. 生物质能相关参数 

表 4.4 生物质能相关参数 

序号 生物质年供应量（吨） 单位方格每日消耗生物

质（吨） 

单位方格每日生物质

发电量（kwh） 

1 10036 1.37 1643 

2 16755 2.55 3060 

3 24140 4.41 5260 

4 77650 11.81 14246.5 

5 10036 1.53 2186 

6 24100 3.67 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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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7650 10.64 12821 

8 10020 1.83 2190 

9 24140 3.89 4641 

10 77650 12.51 15084 

 

5. 能源站址选择表 

4.5 能源站址选择 

序号 土地类型 用途 

1 工业用地 生物质、地热、储能站 

2 公共事业用地 事业用地 

3 荒地 光伏发电、风能发电、生物质、地热、储能站 

4 农业用地 光伏电站、风能发电 

5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6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7 其他 光伏发电、风能发电、生物质、地热、储能站 

 

（三） 区域能源综合规划与优化 

（1）在能源规划平台中，储能可采用多种储能方式（如飞轮储能，蓄水储

能，电池储能等）相结合，用户设计储能时只需根据项目设置储能的容量大小即

可，无需考虑效率转换问题和存储方式。 

（2）储能系统容量设置合适，满足负荷变化要求，储能总容量小于 10 倍的

平均每天耗电量；储能设置后，初始值为 50%的能量存储。 

（3）区域能源规划时，光伏发电容量与风力容量（功率）比例范围为 0.2～

5 范围之间； 

（4）能源互联网仿真规划平台中土地类型有工业用地、公共事业用地、荒

地、农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其他等。根据区域土地使用要求，选择各

能源站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