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能减排 

智能电网技术：电力节能的“法宝” 

 

 

   

    中国是全球用电量需求最大的国家之一，智能电网技术将是未来向社会供应优质、清

洁、可靠和持续电力的关键，它融合了传统和前沿的电力工程、先进的传感和监测技术、信

息技术和通信手段，从而提供更好的电网性能，为用户提供各种增值服务。 

 

  

 

    目前，智能电网包括四大技术范畴（即：智能决策，先进通信，传感器及执行***构，

电力转换、运输、存储及消耗）中。现在行业内领先企业的研究重点包括通过全球领先的电

力电子技术将“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并人电网，开发满足电网要求的新型电池储能装置和

用于电动汽车的快速充电技术等。 

 

  

 

    很多先进的技术组合可以显著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及智能化，比如：广域监测系统可

不间断监测大型关键系统参数，避免发生危险的不稳定情况；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实时

分析电网状况，提供数据以便快速调整电网中的能量流；柔性交流输电系统则包括了 3 个技

术分支，即串联补偿、动态并联补偿和动态储能，能够稳定能量流，使波动保持在可控水平；

高压直流技术不仅可以有效稳定大型电网，而且可以连接不同频率的电网；自动化变电站能

够对故障做出瞬时反应且快速恢复稳定状态。 

 

  

 

    智能化电池储能体系可以帮助平衡电网中的电力，其中包括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池系

统，它能提供 26 兆瓦电力，供电时间长达 15 分钟。特别地，作为智能电网建设的组成部分，

交/直流电动汽车充电技术能够在确保电网稳定运行的同时支持电动汽车的广泛应用，其中，

“直流快速充电设备”可为功率高至 100 千瓦的电动车快速充电，仅需不到 10 分钟的充电

时间，即可保证车辆续航 100 公里以上。此外，智能计量技术的推出也是一大创新，在未来

家庭中，智能电表将会与一个显示屏相结合，使得电能消费变得可视化，帮助消费者优化能

源使用方式，同时看到节能措施的效果。 

 

  

 

    有关专家认为，未来电网中，发电和用电之间不再是单向关系，而是在能源监控及存

储等先进技术帮助下实现稳健的双向互动，确保电网设施更符合生态要求，更具经济效益。 

 

  

 

    同时，基于中国一次能源主要是煤炭的现实，发展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技术也是中

国火力发电的趋势。大容量、高参数的火电***组有助于提高火力发电的效率和减少排放，

而全系列的先进发电控制技术能够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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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考核管理系统”全面地涵盖了最先进优化技术工具，帮助用户建立了一个管理

节能参数的环境。无论是具备火电、水电、还是能源再生型，各种复杂发电***组的发电企

业，都可通过该节能考核系统提供的运行环境得到帮助，最终使发电厂运行在最经济的水平

上。同时，通过系统提供的工具，用户可以随时了解工艺过程运行的轨迹，了解绩效改进的

过程，发现优化的空间，制订出更先进的节能运行方案。 

 

  

 

    目前，行业内的个别龙头企业针对发电企业还提供了一整套的“实时信息管理系统”

（PGIM），这是基于“实时数据库管理”的最新技术，通过与 DCS、PLC、仪器仪表等监控

体系的无缝衔接，可进行各种规模数据的灵活采集与提取，并形成可实时获取的数据仓库。

包括“性能计算、过程监视、耗差分析、负荷分配、燃烧优化、吹灰优化、设备故障诊断、

设备寿命管理”等全面应用，能够协助电厂实现“成本和利润为导向”的决策管理。 

http://www.cecol.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