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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阳能光伏组件和逆变器是光伏电站中至关重要的设备。容配比是指光伏组零件输入的交流侧额固定功率与逆变

器输出的直流侧额定功率之比。设计的配比一般为光伏电站建设初期的 1 ∶ 1。确定最优容配比方案，提高光伏电站经济效益。

而选择的配比也会随着光热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光伏组件的实际输出功率在光热条件较好的地区相对较高，容配比可适

当提高；光伏组件的实际输出功率相对较低，在光热条件较差的地区应选择容量配比较低的。通过合理选择容配比，可以最

大限度地提高光伏电站的发电效率和经济效益。这对于推动光伏电站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Solar photovoltaic modules and inverters are crucial equipment in photovoltaic power plants. Capacity ratio refers to 
the ratio of the fixed AC power input of photovoltaic components to the rated DC power output of the inverter. The design ratio is 

generally 1 : 1 in the early stage of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 Determine the optimal capacity ratio scheme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s. The selected ratio will also vary with different photothermal conditions. The 

actual output power of photovoltaic modules is relatively high in areas with good photothermal conditions, and the capacity to ratio 

can be appropriately increased; the actual output power of photovoltaic modules is relatively low, and in areas with poor photothermal 

conditions, lower capacity allocation should be selected. By selecting a reasonable capacity ratio, the power generation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s can be maximized.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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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20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发布了 2020

年 5 号公告，批准了 502 项新的行业标准，其中包括了关于

光伏行业的 NB/T 10394—2020《光伏发电系统效能规范》。

该标准是一项推荐标准，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批准，并从

同日开始实施。

根据行业内的标准，中国太阳能资源按照日照辐射强度

可以分为五个类别 [1]。这些类别根据全年的日照时数和年辐

射量进行划分。具体如下：

一类地区：全年日照时数为 3200~3300h，年辐射量在

7500~9250MJ/m2。

二类地区：全年日照时数为 3000~3200h，年辐射量在

5850~7500MJ/m2。

三类地区：全年日照时数为 2200~3000h，年辐射量在

5000~5850 MJ/m2。

四类地区：全年日照时数为 1400~2200h，年辐射量在

4150~5000 MJ/m2。

五类地区：全年日照时数约 1000~1400h，年辐射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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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4190MJ/m2。

这些分类可以帮助评估不同地区的太阳能资源丰富程

度，从而指导太阳能发电项目的规划和设计。一般来说，日

照时数和年辐射量越高，太阳能发电的潜力就越大 [2]。

2 案例分析
本项目位于连云港某地，装机容量为 14.1MW，地理

坐标约为北纬 34° 25′，东经 119° 42′，每年辐射量为

4941MJ/m2·a，属于三类地区。本系统选择了1000V系统设计，

并使用某组件厂的 290Wp、295Wp 单晶光伏组件和某逆变器

厂的 50kW 组串式逆变器设备。屋面光伏组件采用平铺形式

敷设，即 4°倾斜角敷设，之前的设计中，容配比为 1 ∶ 1。

现在，我们以其中 #1 箱变 1.079MW 方阵为例进行分析计算，

使用 PVSYST 光伏仿真软件进行组件布置和计算，我们将按

照 1.2、1.37、1.46 和 1.54 进行最佳容配比计算。

2.1 容配比 1.2 计算分析
14块 535Wp光伏组件串联，8串输入 1台 50KW逆变器，

共 21 台逆变器接入一台箱变。

其中，图 1 为系统第一年主要结论（容配比 1.2）的示

意图，图 2 为系统能量流图（容配比 1.2）的示意图。

2.2 容配比 1.37 计算分析
计算分析 16 块 535WP 光伏组件串联，8 串输入 1 个

50KW 逆变器，共 21 个逆变器连接 1 个箱变 [3]。

其中，图 3 为第 1 年系统主要结论（容配比 1.37）的示

意图，图 4 为系统能流图（容配比 1.37）的示意图。

2.3 容配比 1.46 计算分析
17个 535WP光伏组件串联，8串输入 1个 50KW逆变器，

1 个箱变接 21 个逆变器。

其中，图 5 为第 1 年系统主要结论（容配比 1.46）的示

意图，图 6 为系统能量流图（容配比 1.46）的示意图。

2.4 容配比 1.54 计算分析
计算分析 18 个 535WP 光伏组件串联，8 串输入 1 个

50KW 逆变器，一个箱变接 21 个逆变器。

其中，图 7 为第一年系统主要结论（容配比 1.54）的示

意图。

图 1 系统第一年主要结论（容配比 1.2)



104

电力工程技术创新·第 06 卷·第 01 期·2024 年 03 月

图 2 系统能量流图（容配比 1.2)

图 3 第 1 年系统主要结论（容配比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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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系统能流图（容配比 1.37)

图 5 第 1 年系统主要结论（容配比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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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为 0.2%，说明此时组件超配，逆变器过载的情况

已经发生在光伏组件与逆变器的容配比上；系统发电量和系

统效率在 1.46 的容量配比下都是最优的，基本不会出现逆

变器超负荷的情况。

3 结论
论文提出一种光伏组件容量优化配比设计方法，采用

PVSYST 软件模拟分析，并以江苏连云港地区光伏电站为例

进行研究，根据研究分析的结果，综合考虑不同配比下电站

发电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①容配比在 1.46 左右，连云港地区分布式光伏系统综

合经济性更优，综合利用 PVSYST 软件进行分析，容配比

的最优设计受到组件、逆变器等因素的影响。②考虑电站类

型、区域气象条件、元器件的低辐照及高温性能等因素，不

同区域的容配比差异较大。③对光伏逆变器的效率和超额损

耗进行了综合考虑，避免了系统可靠性低或因单独考虑因素

而导致的综合费用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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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系统能量流图（容配比 1.46)

图 7 第一年系统主要结论（容配比 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