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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从整个抽水蓄能的发展情况来看，电力系统需要得到完善与发展，就必须引入先进的现

代化技术，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论文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出发，针对抽水蓄能技术在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应用发展进行分析，

并结合中国当前抽水蓄能工作的开展进行分析，做好全方位的抽水蓄能建设工作，保证整体的新能源电力得到高效的发展。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technology, from the whole pumped storage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 power system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developed, we must introduce advanced modern technology, improve the overall work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f pumped storage energy in new 
energy electric power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pumped storage energy work, and does a good job in all aspects 
of pumped storage energy construc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whole new energy electric power to be developed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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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能源的系统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能利用各种

全新的技术与工艺，减少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是实现低

碳环保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在实际的新能源电力系统建设

中，一些企业电力发展系统尚未完善，存在管理层混乱、技

术更新不及时等明显的问题，制约了中国电力系统整体的发

展。因此，企业要做好各项统筹工作，细致地做好电力系统

的研究与设计工作，运用各项全新的技术，不断对电力系统

进行规划，进一步优化抽水蓄能的配置，保证抽水蓄能实现

协调发展。

2 智能抽水蓄能电站概述
中国的水电行业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并在实践中完善

了抽水蓄能发展，并经过行业内的各位专家的讨论与思考，

运用先进、集成性强和开放的智能设备，并结合智能系统与

网络信息技术的建设，以电站数字化发展作为基础标准，逐

步实现自主化、可勘测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功能发展。按

照国家对于智能电网的发展要求，电力系统中的各项环节要

借助云端、移动、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对各环节的万物互联、

人机交互具有状态全面感知，提高信息处理速度，减少各类

信息中的误差，便捷灵活运用智能化服务系统，对感知层、

网络层、应用层等三方面进行探究 [1]。智能技术中的生产运

行管理要实现全面的更新，依靠先进的数据中心搭建管理系

统，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挖掘、虚伪仿真等现行的各项技术，

逐步搭建起运行管理业务系统，从而实现智能化的发展。

3 抽水蓄能电站的特征
在国家经济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

的投入，根据数据调查中国的电力抽水蓄能发展已经突破

30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17%，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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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跟上电力系统快速发展的步伐，国家要结合可再生能源实

现储能系统的发展，运用各项最先进的技术，共同拉动电力

系统的储能增长，保证电力系统实现稳定有序运转。可再生

能源是实现电能增长的外向动力，也是电力系统储能增长的

内在驱动力，对抽水蓄能电站的发展起着引导作用。抽水蓄

能主要是将电能转化为水能，当电网在运行中供大于求的时

候，抽水蓄能可以实现水泵的转化使用，保证在消耗电能的

情况下，实现抽水池的高电网负荷；当求大于供的情况下，

抽水蓄能机组可以利用水库之间的能量差为电网提供足够

的电能，保证电网运行达到削峰填谷的效果 [2]。黄河上游可

以充分利用阶梯电站和光伏、风电的优势等新能源的优势，

在电能低谷时消纳富裕的新能源，在电能高峰时利用水电机

组的快速转换优势，及时为电网提供稳定可靠的电能，并且

有较长的使用寿命为方向，保证电站的高速稳定运行，提升

综合的储能效率。

电化学储能是经常使用的储能方式，能将各种电能转化

为化学介质进行储存，并将各类化学元素当作储能介质。化

学储能介质各有不同，每种化学元素都存在优劣势，大致可

以将各种储能介质分为锂离子电池、铅酸电池、钠基电池等，

并实现规模化的储能。电学化储能的明确优势在于配置灵

活、设计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劣势在于技术发展不成熟，

电池寿命短、容易爆发安全隐患等都是明显的问题，制约了

该项技术的发展。因此，专业的工作人员需要对老化的电池

进行及时回收，并对回收的电池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总结经

验与教训，从而实现投入回报。

4 抽水蓄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功能作用
4.1 保障作用

新能源建设工作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抽水蓄能实

现各项工作的同步发展，保障发电、抽水运行同步展开。工

作人员作为建设工作的先行者，要了解新型电力系统的各项

发展情况，从安全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电力系统的实际运

行情况，进一步完善与构建安全防御体系，尤其是在面对防

线建设中的问题，要加大对抽水蓄能组织的有效处理，保证

有效解决电网大规模功率问题。工作人员在进行电网管理建

设中，必须做好全方位的检测工作，了解冲水蓄能的各项实

际情况，用前期稳定有秩序的检查工作，保证电力系统建设

的安全运行。多数抽水蓄能机组要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持

续，充分发挥抽水性能的作用，安装抽水蓄能转化部分提高

电力系统的外在抗干扰压力 [3]。设计工作人员要对抽水蓄能

站的储水量进行了解，做好电网的监管工作，了解各项电网

系统的基本运行情况，保证系统运行的科学运转，并能提供

公共服务作用。

4.2 调节作用
随着可持续理念的深入发展，各行各业都十分注重新能

源的开发，力求通过各项全新的技术，能实现环境保护。发

电行业在电力系统的设置中，要充分发挥抽水蓄能系统的作

用，做好电源系统的各项调节工作，为电力行业的持续发展

提供助力。从具体的工作情况来看，抽水蓄能是实现环保储

能的重要手段，不仅能够满足新能源发展的需求，还能有效

缓解发电工作不稳定的问题。在进行电力系统调频的过程

中，工作人员要把握整体的调节速度，了解完各项工作之间

的联系，强化系统的整体调节问题，更好地应对新能源发展

过程中的供求不平衡问题。工作人员还要借助特定的自动升

压控制功能，对系统运行模式进行多方面的调节，保障抽水

蓄能系统的安全性，对电能的供应质量进行改善处理。

4.3 安全作用
抽水蓄能电站的主要功能是为电网提供“战略性”的安

全服务。目前，中国电力系统已经进入大电双运行的时代，

系统的电力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给电双方的安全运行带来

了新的挑战。抽水蓄能利用双向调节技术的优点，抑制峰谷

波动。提高电网运行的稳定性，降低风险。同时，抽水蓄能

机组在启动和停机时灵活，响应迅速。它能够适应系统负载、

电压和频率调节的快速变化，提供应急储备、黑启动等动态

服务功能，提高系统承受事故冲击的能力。与此同时，随着

供电结构的逐步优化，系统的供需总体平衡已足够，燃煤机

组运行负荷普遍降低，待机时间较长，对燃煤机组金属部

件和设备的损坏较大。合理安排抽水蓄能机组的剃峰填谷，

可以减少剃峰幅度和燃煤机组的启停次数，提高燃煤机组的

负荷率，减少燃油消耗和污染排放，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核

电机组剃峰幅度受到技术和安全的限制，并且由于单机容量

大，结合抽水蓄能机组的运行，可以有效地防止机组本身的

冲击和电网安全。

4.4 发展作用
科技是一个持续性的发展过程，中国的新能源、风力发

电、光伏发电在国家长期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实现了快速的

发展，成为了新能源安装的重要来源。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

较为依赖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间接性的特点，

稳定性较差打破了电网规模的平衡，也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隐

患。而新能源与常用的电力需求大不相同，电源一般都远离

负荷中心，必须实现远距离的大规模输送，集中开发井网，

将系统调峰调频进行惯量弱化。抽水蓄能电站符合新能源的

发展需求，能与抽水储蓄站实现能源互补，既可以触发新能

源发电，又能起到平衡发电量、减少电网冲击等特性，还能

发挥电力系统的储能作用，促进电力系统实现全新的创新

融合。

5 抽水蓄能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展望
5.1 提高电能质量，满足发展需求

中国的新能源在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储能行业在不断提

高电能质量，融入有效的管理措施，保障电网运行能实现稳

定发展，并发挥持续推动作用。蓄水池依赖于科技的发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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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换代较快，每种新型蓄水池都要对日常运行、后期维护管

理工作进行总结，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目前

抽水蓄能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抽水蓄能是最可靠的储能方

式，能在电能储存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能实现能

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在中国电网的发展过程中，储能技术与

新能源技术的关系联系密切，要实现协同规划发展。抽水蓄

能对于新能源的发展能起到绝对的助力作用，在中国的储能

总装机容量中占取较大的份额，需要考虑多重因素。然而，

在建设抽水蓄能电站的过程中，各部门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投入较高的经济成本，这些条件都是影响抽水蓄能发展

的问题。因此，相关专家需要考虑新能源的发展与抽水蓄能

项目的发展是否符合要求，保障科学技术在进步的过程中，

抽水蓄能行业与电化学储能行业联系越来越紧密，实现造价

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储能技术发展，满足

社会对电能技术的需求。

5.2 重视电力系统建，加强成本核算
抽水蓄能工作中的技术与电力系统低碳环保理念进行结

合，能保证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联合效果发挥到最

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发展抽水蓄能是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的必经之路，是保障各项电力系统稳定发展的保障，

能推动中国抽水蓄能发展，进入新的时代，满足国家经济发

展的电力供求。根据现实的发展，中国的抽水蓄能项目符合

“十四五”期间的发展需求，充分考虑了国民的生活实际状

况，保证各项资金的投入，并利用各项高新技术实施项目发

展建设。电力系统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进行探讨的工程，抽

水蓄能行业的发展维护了电力系统的安全，是朝着经济发展

和安全稳定的方向，持续发展的。为了推动抽水蓄能行业的

发展，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与升级，相关行业的专家要加强

绿色清洁能源的探讨和实践应用。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专

家要考虑成本要素，保证价格成本与政策制度相适应，实现

抽水蓄能的价格政策与供电价格改革、输电发展实现有效衔

接，构建独特的抽水蓄能发展机制结构，进一步吸引社会资

本关注抽水蓄能行业，能调集多方的力量，对抽水蓄能技术

展开深入的研究，提高电源总装机容量的比例。与此同时，

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要跟进抽水蓄能工作的研究，深入探

究抽水蓄能定价成本的核算方法，研究现行的制度是否符合

行业的定价标，并根据现场的发展情况，对各项成本的变化

趋势进行管理更新，保障充足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抽水蓄能工

作的发展。

5.3 从现实发展角度，扩大场地建设
国家在实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各地区的综合条

件进行考量，运用各项全新的技术，实现抽水蓄能的推动发

展。在传统的应用场景建设上，风光蓄一体化建设场景应用

广泛，能实现跨地区的场景整合。因此，企业必须进行综合

调查考量，对不同地区的场地建设要展开探索，考虑到多重

元素，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例如，中国拥有辽阔的疆域，

各种地形因素也应有尽有，所以导致各项应用场景逐步出

现，抽水蓄能不仅能在西南水电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能

在西北沙漠、戈壁等新能源发展的中心区发挥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中小抽水蓄能电站的发展，更是能搭配多种类型的场

景，保障抽水蓄能的应用格局得到有效的凸显。

5.4 完善产业链，运用新技术
完善的产业链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是将抽水持续能

与建设发展进行融合，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过程。抽水蓄能

工作的发展需要进行严格的管理，保障从上至下工作都能得

到严格的落实，促使产业体系更加完善。创设技术的更新要

面临各种复杂的挑战，抽水蓄能与智能化建造水平的同步发

展，能实现施工一体化建设，对不同的技术与管理模式进行

探究。旅游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产业，对用水量有

着一定的要求，智能化发展标准促使抽水蓄能特色旅游项目

成为了当下的热门产业，各个地区要因地制宜，建立与之匹

配的微型蓄能设备，融入各项全新的技术，保证装备制造朝

着容量大、可靠性强、可变速机组等方向实现快速发展。

6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部门越来越

重视各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积极在采取各项有效的措施，

减少能源消耗的问题。尤其是在过去的抽水蓄能建设发展

中，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无形中加

重了环境的负担，会影响可持续发展建设。因此，为了减少

能源消耗，各部门的技术工作人员要认识到抽水蓄能行业的

广阔前景，融入全新的发展技术，进一步加大新能源的开发

力度，从而促使抽水蓄能行业的发展变得广阔而宽大，实现

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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