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装 
┊

┊

┊

┊

┊

┊

┊

┊ 
订 
┊

┊

┊

┊

┊

┊

┊

┊ 
线 
┊

┊

┊

┊

┊

┊

┊

┊

┊

第 1 章  章的标题

1.1 本课题的背景和意义

海上风电场大规模可再生能源以极大的毅力，在支持节能减排和各个国家和政府

的强有力的金融政策减排下，它已经成为风电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世界各国海上

风电场的发展与规划来看,海上风电场发展展现出来的风电场内的容量不断增加和离

岸距离不断增大的特点。在当今世界，风能被用作百分比 30的年发展年增长率，与

陆上风电场相比，海上风速大而稳定，使用可达 3000多小时。

大规模长距离海上风电场可能意味着需要风力涡轮机和更长距离输电需求。大家

都知道,海上环境顽劣,电气设备需要特别的保护措施,而且价格比在陆地上要高得多。

在海上情况特殊,施工需要特殊的工具和设备。因此,施工和运行维护成本比在陆地上

要高得多。为了实现海上风电场的电力系统,一些特殊的要求被提出。

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煤炭能源结构，人口基数和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使碳排放量

保持在中国的高水平。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风电的发展一直处于前沿。特别是近

年来，风电在大规模发展的道路上保持了快速发展。以风电资源产生地与电力中间之

地布异大，大风电配电之隙日出。数年来因为风电之电网入者未得其解。今之风电网

入网不足大集。缺乏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出现了大规模风电并网基础管理矛盾。通常

大风能中断这也使得质量和效率的风力发电设施令人担忧。通过对海上风电场的国内

外研究和基础设施的应用研究，对各种基本形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分析，如果选择自

定义程序，风力发电建设的主要技术难点是根据实际结构分析。

海上风电场的输电技术既困难又昂贵，而且建设成本也取决于系统的容量，传输

方式和距离。本文介绍了东海桥梁海上风电场的网络接入方式，主要连接线的布局，

以及短路电流的计算，变压器元件的选择等。在许多电力系统的设计进行了分析和比

较，是在共同的普通链形连接，将台风 34，分为 4 组，每组 8 或 9 台风后的底盘在

一个单元，联合单元内风机之间以及联合单元首端风机,采用 35kV海底光电复合电缆

连接,海缆回路则通过非开挖顶管技术穿越芦潮港海堤接入陆上 110kV 升压变电站。

该方案经济性好,投资成本低。海上风电场的风电机组按一定规律排布形成若干独立

的组,通过优化风电场的主接线路分组布局,可在确保风电场安全运行的前提下,使得

设备投资和运行成本最小。海上风电场需要铺设长距离的海底电缆输送系统,电能输

送的经济性和可靠性以及电缆维护运行的方便性,也是海上风电场内部电气系统设计

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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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研究现状

中国资源丰富，得益于海上风能在夏季和秋季，冬季和春季热带气旋和北方冷空气。

在国家的角度来看,随着垂直于海岸的方向上的近海距离的增加,风速显着增加。通常,

靠近岸边的区域的风速增加更明显。当距离超过某个值时,风速不再增加。随着海上

风电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大风电机组厂家积极投资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的研发,并

在沿海地区安装调试。从海上风力发电设备的角度来看,风力发电机单机容量往往较

大,新型大功率风力发电机正在逐步取代已从陆上单元转型的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

 1.3 本文的主要内容

本文研究了海上风电场电气部分的设计，在分析了海上风电场的原理后，本文结构如

下：

第一章 首先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其次简要说明海上风电场的国内外

介绍。

第二章 本章介绍了变电所的总体分析及主变器的选择，升压变电站主变压器的

具体分析等。

第三章 本章介绍了电气主接线设计，电气主接线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电网接入方式的选择。

第四章 本章介绍了短路电流计算，短路电流计算的概念，风电场升压变电站短

流电流计算等。

第五章 本章介绍了电气设备的选择，电气设备选择的条件和因素，开关设备的

选择和开关设备的校验。

第六章 本章介绍了配电装置的设计和要求，配电装置的分类，和本升压变电站

配电装置的设计。

第七章 本章介绍了升压变电站的防雷与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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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变电所的总体分析

 2.1 变电所的总体情况分析

本题目设计要求需要建立 100MW的海上风电场。如果变压器容量过大或大量的单

位，可能会导致投资损失，以及土地利用和经营损失将增加。如果容量太小，所产生

的电力将不会被发送到电力系统或以满足风电场的内部负载要求。因此，变压器的容

量和数量应合理选择。考虑到实际情况,该风电场的负载率是低的,并且风力涡轮机的

功率因数大约为 1,等于所述风力发电场的发电能力的主变压器可以被选择。

2.2 主变台数的考虑原则:

 (1)变电站低压侧内形成网络的情况下，建议安装两个变电站的基本单元；封装在工

业区或大型变电站安装设计应考虑的三个主变压器的可行性规划两种主要形式；根据

主变压器容量水平，开发项目 1到 2级，更换主变压器的负载。

(2)对于变电站,只有电力供应到 2类和第 3类的负载,仅一个变压器被安装的原则。

(3)对于大的电源负载或对应于一种类型的负载，相同容量的两个主要变电所的选择

重于城市变电站。每个变压器的容量应被关闭，以满足一个变压器和所述要求的其它

变压器可以提供的所有要求。

2.3 升压变电站主变压器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1)主变压器的待机一般不选择考虑,所以它是根据一个主变压器配置。

 (2)由于风场是提高的 35 千伏至 110 千伏的电压,有两个电压,所以选择双绕组变压

器能够达到预设的要求。

（3）变压器的电压在 110kV及以上，Y形连接电压到 35kV变电站主变压器连接上。

如果配线组是高和低电压侧,三次谐波没有路径，所以它可能会导致正弦电压失

真和干扰与通信装置。与此同时，继电保护设置的精确度和灵敏度会受到影响。

 (4)由于风电场比本地电网产生更多的电力,当本地功率不足时，电网电压产生波动，

所以主变压器可配备有载调压器。

 (5) 可用于三相变压器，首先考虑三相变压器,并且功率应的 330kV以下。

 (6)对于三相双绕组变压器的高电压侧,110千伏电压电平与上述中性是直接地系统。

 (7)由于风电场升压变电站大多在风力发电场的中心,每年，在风力资源一般有良好

的散热条件下，冷却方法能够满足通过自然空气冷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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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35104012131012002

https://d.book118.com/43510401213101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