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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侧应参与到系统平衡中来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   薛禹胜

文 / 本刊记者  曾惠娟

《国家电网》

提到发展新能源，社会上有一种声

音认为一直以来新能源并网难与消

纳难并存。但也有人认为并网难的

实质是消纳难。对此，您如何看待？

 

薛禹胜：

   新能源并网主要牵扯到消纳问题，

当就地不能消纳需要外送时，就涉

及输电网能不能支撑的问题。另外，

还要考虑整个电力系统的备用电源

容量能不能弥补风电和光伏发电的

不稳定性。如果没有灵活的发电备

用，当风力突然大幅度减弱时，系

统中的功率平衡就被破坏了。在配

备备用容量时，我们需要考虑经济

性。如果使用大量的化石类能源做

备用电源，在经济性上就偏离了发

展新能源的初衷。所以，大规模发

展新能源，光靠增加灵活性的备用

容量，包括深度调峰的化石类能源

发电、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性

价比不是很高。

但风电、太阳能发电的波动性

又是客观存在的，电力系统如何能

够适应这种波动性呢？这就要求我

们不单要充分利用发电侧资源，还

要用到负荷侧资源，也就是运用市

场机制，使负荷侧的资源也能加入

电力系统的平衡中来。这个资源，

就相当于虚拟的发电备用容量。因

为不同的负荷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如果能够利用经济杠杆，使得加入

到这种平衡计划中来的用户能通过

损失不太重要的负荷来获得实惠，

这才能最终解决好系统平衡问题。

当然，这会牵扯到政策、市场等支

撑问题。同时，提高调度技术水平

也是必要的，要把新能源发电预测

好，不能仅仅是某个断面上的预测

量，而要做到整个动态过程中的预

测量，不仅要减少预测的均方误差，

还要减少其瞬时误差的累计量。

总的来说，解决大规模新能源

并网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要建立这

种备用的灵活的调度机制，而不是

说光光依靠一种技术手段就行了。

另外，技术问题不能离开经济问题

和博弈行为来讨论。

《国家电网》

您说的预测问题，让我想起业内某

位专家说的话，他说现在我国风电

功率预测技术已经普及，风力发电

在 80% 到 90% 的情况下是可以预

测的，这样看风电已经不算是随机

性电源了。

薛禹胜：

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

现在虽然能达到 10% 或者 5% 的平

均误差量，但我们更关心的是瞬时

误差，不能说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平稳的状态下容易预测，就把少

数测不准的问题掩盖住了。在备用

容量非常紧缺的情况下，预测的误

差不能用平均误差来表达，而应用

瞬时误差来表达，但是就瞬时误差

而言，现在国内外的预测技术还相

差得很远。

我认为，国内现在的预测指数

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就完全的

预测技术，我和我的团队提出了一

些新想法，也在陆续发表研究成果。

《国家电网》

主要有哪些新想法和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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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禹胜：

现在的预测方法都是建立在学

习历史样本的基础上，在预测过程

中，没有对历史数据进行样本分类，

而是把所有的历史数据样本作为一

个整体看待了，希望用同一个预测

公式来适应所有的情况。比如，无

论是面对风势平稳的过程，还是高

频变化的风速占主，或是低频变化

的风速占主的过程，现在都是套用

同一种方法来预测。此外，风速存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相关性，但现

在是孤立处理的。

我们认为，应找出动态过程中

的一些特征并进行分类，比如说过

去这段时间到底是平稳的风量为主，

还是高频的风量为主，作出区分后，

再细分成几个子集，对每个子集采

用不同的预测方式。如果能够先分

类，再去优化预测公式，比套用一

个公式去预测所有情况效果肯定会

更好。

我们希望把空间的相关性、时

间的相关性，还有就是比如天气预

报等信息，按照大数据的思维方式，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

这样能够得到一个综合的预测。预

报准了，决策才有根据，才有利于

协调优化不同特性的备用能力。

《国家电网》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就新能

源消纳问题多次讲到，要研究透彻

并网的核心技术。据您了解，主要

有哪些核心技术？

薛禹胜：

核心技术有很多，比如说面对

大量的分布式新能源的进入和退出，

如何保障电网的可靠性不会下降？

刚才讲的备用容量问题，也是可靠

性的一个方面。我们常说要保障经

济可靠供电，经济性大家比较容易

理解，可靠性包含了安全稳定性和

充裕度两个方面。比如在突发情况

下，风电大幅度减少，或是重要的

外送通道中断，系统还能不能保证

安全性？这个就叫安全稳定性问题。

故障发生后，是不是仍有足够的发

电量来供给负荷量？这个就是充裕

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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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以

后要加大力度支持中东部发展分布

式风电。分布式相对于大型风电场

对电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

面？ 

薛禹胜：

基 地 式 风 电 场 因 为 装 机 规 模

大，所以它并网与否、对电力系统

稳定性和充裕度的要求，比分布式

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大。就是说，同

样是切除一些容量，因为分布式主

要是在负荷中心，所以切除时对输

电网的影响较小；而基地式大多要

通过远距离输电线路传输过来，所

以影响会很大。但分布式主要是就

地消纳的小负荷，有一定的随意性，

受所有者的主观意愿影响较大；而

基地式因为是集中控制的，更加需

要考虑退出的后果。现在分析分布

式或基地式风电的时候，往往没有

把各种经济因素或是人的行为因素

考虑进去，而这些都会影响到它的

实际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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