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普威蓄电池6-GFM-24 直流屏技术说明

产品名称 圣普威蓄电池6-GFM-24 直流屏技术说明

公司名称 山东贺鸣盛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圣普威蓄电池
型号:6-GFM-24
产地:广东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17号523-18

联系电话  18366190202

产品详情

圣普威蓄电池6-GFM-24 直流屏技术说明储能应用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发电移峰、分布式能源及微电网
、电力辅助服务、电力质量调频、电动汽车充换电等，是解决新能源电力储存的关键，也因此备受企业
青睐。 但在技术路线众多的前提下，谁能在经济性、工艺上突围，才是抢占市场的关键。 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真正影响未来能源大格局的就是储能技术，一旦储能
技术能够突破了，其他的都好解决。”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项目库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2013
年底，中国共有76个规划、在建和已投运的储能项目(不含抽蓄、储热及压缩空气)。其中，已投运的项
目在电力系统的累计装机量为53.7MW，占全球装机规模的7%。2011年，由于国家风光储输示范项目的
开展，装机规模增速大幅提升，同比2010年增长了百倍。 中央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中国电力科学院
配电网规划与资产管理首席专家马钊表示，储能技术是电力系统、能源结构优化以及电能生产消费变革
的重要支撑性技术。它可以对未来智能电网提供各种不可或缺的实际应用。储能技术将是未来智能电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其建设的各个主要环节。同时，储能技术在接纳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间歇性新能
源入网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发展储能技术的重要意义还包括削峰填谷、调节节约能源、
提高电力电网系统效率延迟建设投资、保证电力电网系统安全等方面。能源变革的迫切需求 储能技术已
被视为电网运行过程中―采、发、输、配、用、储六大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中引入储能环节后
，可以有效地实现需求侧管理，消除昼夜间峰谷差，平滑负荷，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电力设备，降低
供电成本，还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也可作为提高系统运行稳定性、调整频率、补偿负荷波动的
一种手段。储能技术的应用必将在传统的电力系统设计、规划、调度、控制等方面带来重大变革。 近几
十年来，储能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一直受到各国能源、交通、电力、电讯等部门的重视。电能可以转换为
化学能、势能、动能、电磁能等形态存储，按照其具体方式可分为物理、电磁、电化学和相变储能四大
类型。其中物理储能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和飞轮储能;电磁储能包括超导、超级电容和高能密度
电容储能;电化学储能包括铅酸、镍氢、镍镉、锂离子、钠硫和液流等电池储能;
相变储能包括冰蓄冷储能等。 化石能源呈逐年下降趋势，化石能源在整个 20
世纪所占的份额均在93%以上，其中煤炭能源占为主要部分，2050 年化石能源份额将减至 70%以下。 对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寻求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先进方法，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中国这样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来说，既有节能减排的需求，也有能源增长以支撑经济发展的需
要，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储能产业。 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对环
境和全球气候所带来的影响使得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面临严峻威胁。据预测，如按现有开采不可再生



能源的技术和连续不断地日夜消耗这些化石燃料的速率来推算，煤、天然气和石油的可使用有效年限分
别为100年～120年、30年～50年和18年～30年。显然，21世纪所面临的
大难题及困境可能不是战争及食品，而是能源。 储能本身不是新兴的技术，但从产业角度来说却是刚刚
出现，正处在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达到类似美国、日本将储能当作一个独立产业加以看待
并出台专门扶持政策的程度，尤其在缺乏为储能付费机制的前提下，储能产业的商业化模式尚未成形。 
我国现有系统中储能主要分布在新疆、青海和四川。仍能源分布可见能，容量仅占总装机容量1.7%左右
，远没有达到东部地区京、津、冀、鲁、苏、沪、浙、闽、粤的合理水平，且尚未建立用于瞬态电能质
量管理。近20年来，我国由于系统失稳造成的大停电。事故已达140余起，每次损失数千万元乃至数亿。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起以多点储能装置支撑东西部资源发展不均，有效地支持电网的系统电压和频率，
稳定我国特有的电力系统结构。 当前我国储能技术的现实需求有如下几方面：圣普威蓄电池6-GFM-24
直流屏技术说明1.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自身所固有的随机性、间歇性特征，决定了其规模化发展必然会对
电网安全运行带来显著影响，另外风力发电往往在后半夜进入发电高峰，而此时正是用电低谷，所以弃
风现象严重。因此必须要有先进的大容量储能技术做支撑，以稳定风机输出，且能错时发电，提高风力
发电机组的利用率，降低损耗。 研究表明，如果风电装机占装机总量的比例在10%以内，依靠传统电网
技术以及增加水电、燃气机组等手段基本可以保证电网安全;但如果所占比例达到20%甚至更高，电网的
调峰能力和安全运行将面临巨大挑战。目前为了减少对电网的冲击，每一台风机需要配备其功率4%的后
备蓄电池。另外还需要大约相当于其功率1%的蓄电池用于紧急情况时收风叶以保护风机。电网对风电输
出平稳性的要求已成为风电发展的瓶颈。随着风电的快速发展，风电与电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果需
要平滑风电90%以上的电力输出，需要为风电场配置20%左右额定功率的储能电池;如果希望风电场还能
具有削峰填谷的功能，将需要配备相当于40-50%功率的动态储能电池;如果风机离网发电，则需要更大比
例的动态储能电池。
中国风能协会预计2020年中国风电装机会突破150GW，将占到全国发电量的10%左右。
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我国的多圣普威蓄电池6-GFM-24 直流屏技术说明数风电场属于“大规模集
中开发、远距离输送”，对电网的运行和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大容量储能产品成为解决电网与风电之
间矛盾的关键因素。即使按照风电调控最低要求计算，5%的风电储能比例，2009年储能电池的需求就将
达到1GW，2020年储能电池的需求将达到5GW;如果需要平滑90%以上的风电输出，储能电池的需求还要
增加3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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