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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工作旨在风电场已初选
,

并有一至几个月的短期测风资料为前提的情况下
,

研究出一

种有较先进的方法
、

较高的精度
、

较快的速度推算场址风能参数的模式
。

由于风能是风速立方

的函数
,

因此
,

习惯上用寻求两地风能参数相关的订正方法误差较大
。

这次工作立足于先订正

原始风速及标准差
,

再用这两参数推算各风能参数
。

经计算比较
,

选择全概率公式订正风向风

速
,

再用差值法订正标准差
,

最后用韦伯尔公式计算风能参数
。

风电场选址时风向风速都应该

考虑
,

因此
,

选择各风向均出现的时段作考察月为好
.

比较结果发现
,

9
、

10
、

n 月作为考察期

准确性较高
。

关键词
:
风电场选址

,

模式化
.

1 引 言

风电场选址一般受托于政府部门或使用风机单位
,

根据规划
,

要求在一定范围内选择

适宜于按装某种型号的一定数量的风力机的场址
。

至今
,

国内尚无一个可供借鉴的风 电场

选址模式
,

有的省引进了欧州的 W A S P 模式
,

普遍反映不好使用
。

显而易见
,

这是气侯不

同造成的
。

因此应当有适用于季风气侯特征的选址模式
。

这方面我们曾做过多次探索
:

1 9 8 5 年
,

为山东第一个风电场选址
,

要求按装四台 55 / 1 1 kw 丹麦 V es tas 公司的风力发电

机
; 1 9 8 8 年

,

为威海
、

掖县后备风电场选址
,

要求按装 5 0k w 和 8 0k w 风机
; 1 9 9 0 年为山

东第二个风电场选址
,

要求按装 2 台国产 5 0k w 风机
。

经各种方法 比较发现
,

直接求算两

地风能参数之间相关的方法¹ 其误差大于先用两地原始风速的相关订正风速后再求风能

参数 º » 的方法
,

而后者又以不考虑风向的误差为大
。

为中型发 电机选址
,

一般考虑在年

平均风速达 6 m s 一‘以上的地点
,

加之装机容量
、

并网
、

送变电距离等的限制
,

适宜的地址不

会太多
。

因此可以根据风能资源区划
,

初选几个估计其风速可达到要求的考察站
,

分别作

短期测风
,

利用相邻的有较长时期风资料的测站 (气象站
、

海洋站或专业站 ) 作基本站
,

订正延长资料
,

推算这些场址的风能参数
,

经 比较选择
,

提交其 中 1一 2 个适宜场址给委

托单位作为定址的重要依据
。

这是在前几次实践基础上改进完善选址模式
,

制成一个季

. 19 9 3 年 12 月 15 日收到原稿
, 19 9 4 年 5 月 12 日收到修改稿

。

中国气象局气候基金项 目资助
。

¹ 山东省气象局
,

成 山头示范性风力田风能调查分析报告
, 19 8 5

。

º 钱喜镇等
,

威海风力田选址报告
, 19 8 8

。

» 钱喜镇等
,

掖县风力 田选址报告
, 19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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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侯区域适用的
、

可以直接利用台站信息化资料进行计算的方法 既先进又有理论基础的

实用模式
。

2 风向的超短序列订正方法

从统计学上的观点
,

风向是一个有几种可能状态的现象
,

它的特征可用各种方位出现

概率来表征
。

如果用 B ,

(j 一 1
,

2
,

⋯⋯ n) 表示考察站某月的各风向
,

用 A
,

(i 一 1
,

2
,

⋯⋯
,

n) 表示与考察站相邻近的基本站该月的各种风向
。

由于两站相邻
,

显然考察站出现 B ,

的

概率 尸(B
,

) 与基本站出现 A
,

的概率 尸(A
,

) 之间是有联系的
,

根据全概率公式应有

p (B ,
) 一 乙 p (A

,

)
·

p (B ,

/ A
:

) (l )

式中 尸(B ,

/ A
。

) 为该月基本站在出现 A
、

风向的条件下
,

考察站出现 尽风向的条件概率
。

风

向种类
n
包括静稳在 内

,

如以 8 个方位记录风向时
, n 一 9

,

同样
,

当用 16 个方位记录风向

时
, n 一 1 7

。

由式 (1) 可见
,

只要知道基本站各月各个风向出现概率和基本站各月各个风向条件下

考察站各种风向的条件概率
,

则考察站各风向概率不难求得
。

而基本站风向频率累年值
,

由于序列比较长
,

可以作为风向概率的估计值
,

即有

P (A
,

) = r (式 )
·

p (B ,

/ A
‘
) (2 )

式中
“ 一 ”

号表示 尸(A
,

) 的是估计值符号
; r( 入 ) 为基本站 A 、

风 向频率的累年值
。

另一方

面
,

相邻两站风向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年际变化要比风向本身的年际变化小得多
。

因此
,

只

要有较小容量的样本就能够准确地作出前者的数字期望估计
。

于是可用考察期间基本站

各种风向条件下的考察站风 向条件频率
,

作为考察期间基本站各个风向条件下考察站风

向条件概率的估计值
,

即

P (B ,

/ A
,

) = r 。
(B ,

/ A
,

) (j = 1
,

2
,

⋯⋯
, n ) (3 )

式中 r 。
(B ,

/ A
,

) 表示考察期间基本站 A 、

风向条件下的考察站出现 B ,

风向条件的频率
。

由式 (1) 一 (3) 得到考察站各风向概率的估计式
:

户(B ,

) 一 艺p (A
,

)
·

户(B ,

/ A
,

)

一 习
r

(A ‘
)

· r 。
(B ,

/ A
,

) (4 )

忿 = 1

其中 户(B ,

) 是考察站风向频率的累年订正值
。

按式 (4) 就能得到各月考察站风向频率的

累年订正值
仁‘习。

3 平均风速及标准差的超短序列订正方法
3

.

1 两个相邻站平均风速之间的相互联系

地形起伏情况下
,

地形对各风向平均风速的影响是不同的
。

在某一风向下
,

地形可促

使风速增大
; 反之

,

在另外风向下
,

又可使风速减弱
。

而风速本身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地形作用的性质
。

尽管地形对风速的影响是复杂的
,

但是地形作为固定的因素
,

它对

风的作用相对具有保守性
,

这表现在相邻两站风速 x
、

y 之间大体上具有如下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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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x 一 a 一 bx (5)

式中
a ,

b 为经验系数
。

式 (5) 表示两站风速比
。

考虑到平均风速的变幅一般比较小
,

而 b 值比较大
,

所以
,

可近似地把基本站各风向

下考察站与基本站的平均风速比 K
、

当作常数看待
,

即

K
,

= 夕‘/ x 、

七 e o n s t (6 )

式中下标 i表示基本站的某一风向
,

上式表达成条件数学期望的比
,

应有

K
、

= M 〔少/入〕/ M 〔x /浅〕 (7 )

式中M (Y / A
‘
) 和 M (X /入) 分别表示基本站式 风向下考察站与基本站的条件平均风速

。

这里考虑不同风向的风速比K
‘

是很必要的
。

因为它反映了测站地形条件和周围遮蔽

条件的影响是随风向而异的 (表 1 )
。

由表 1 可见
,

局部影响确实是 比较明显的
,

各对测站

风速比的变幅可达 0
.

3一 0
.

5
。

表 1 各对站点各风向下风速比 K ‘

值大小 ( 1 9 88 年 1
,

7 月 )

考察站一基本站 N 一N N E N E 一 E N E E 一 E S E SE 一SS E S 一 SSW S W 一W SW W 一W N W N W 一 N N W

东 ilJ 一金线顶 0
.

7 7 1
.

1 4 1
.

0 1 0
.

6 5 0
.

6 5 0
.

78 0
.

8 7 0
.

6 2

嵘泅一蛛 山 0
.

8 7 1
.

1 4 1
.

10 0
.

8 9 0
.

7 7 0
.

8 4 0
.

9 5 1
.

0 0

3
.

2 利用全概率公式对考察站风速订正的方法

任一考察站的平均风速应用数学期望和全概率公式可以写成

、一 M回 一

价扮份
‘ , 尸

、“

一
‘

塾
式 ,

扮咧‘ ,勿 一
‘

郭
‘ , “口‘〕

一习 p (入)M [ , /式〕+ p (式)M [ , /入〕 (8 )

式中 p (A
,

)
、

M〔y / A
。

〕分别为基本站静稳概率和基本站静稳条件下的考察站平均风速
。

根据式 (7) 的关系以及式 (8 )中基本站各风向概率可用它的风向频率累年值关 代替
,

于是有

歹二 习风又关 + M「刃人〕人 (9 )

在短期考察中可以得到基本站各风向下的风速比川 和基本站静风下的考察站平均风速

又 一 M
’

〔刃人〕
,

并考虑它们的相对稳定性
,

近似地有

买 、 K
‘

又 、 又

以此代入式 (9) 式得到

乎一 艺K ;又关 + 又人 (1 0 )

上式就是订正考察站风速的基本式子[lj
。

它表明
,

考察站的平均风速就等于基本站各风向

(包括静稳 )条件下考察站风速的加权平均 〔参见式 (8 )〕
。

以上是指考察月的订正
。

至于在

非考察月
,

可以假定 尺 和 又 没有年变化
,

于是应用基本站相应月份各风向 (包括静稳 )

频率累年值
,

仍按式 (10) 进行平均风速的推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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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标准差的超短序列订正方法

估算风能参数除了用到平均风速外
,

还要用标准差 S

: 一 {二二交(x
‘
一 刀

,V n 一 1 ‘佗少1

(1 1 )

式 中 X
,

为每次测风的风速
,

叉 为测风时段 内各次风速的平均值
, n
为观测次数

。

表 2 嫌泅等 4 站 1 9 8 8 年风速标准差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2 年

八UO

:
6j,翻4n

:
几JO自金线顶 0 2

.

8

: ; ;
‘

:

一一
: :

叮牙118

⋯
,里八j自口:{; : : ; ; : ; ::; :{:

3
.

3 3
.

2
.

9 2
. : :

3
.

8 4
.

3
.

2 3
- :{: : :

山山泅东嵘嵘

从表 2 看到标准差的年变化比风速的年变化要小得多
,

因此在选址允许 的精度下可

以假定相邻两站标准差之差无年变化
,

以考察期间考察站标准差 5
1

与基本站的标准差 又

之差 S
‘

一 5
1
一 S

:

代替未考察月份的标准差之差
。

即

亏
:

= S
:

(1 2 )

则

亏
,
一 5

2

+ 亏
:

一 5
2

+ s
。

(13 )

式中亏
1

为未考察月份标准差的估计值
,

5
2

为未考察月份基本站的标准差
。

式 (1 3 ) 即为标

准差的差值订正法
。

4 用 w ei b u n 模式计算风能方法

目前
,

普遍认为用 W ei bul l模式[sj 来拟合风速的频率分布
、

计算风能的效果很 好
。

w ei bul l模式的概率密度形式为
:

K
,

v
、 二 _

,
尸

, 、 ‘
,

J 又v 少 = 下 L下 )
“ ‘

e x P L一 Lv / c )
‘

」
L

尹

‘

(1 4 )

C
,

K 为 W ei bu U分布的两个参数
,

其中 C 称为尺度参数
,

K 称为形状参数
。

w ei bul l模式的分布函数为
:

: (V ) 一

丁:
f (V )d V 一

卜 一p「一 (V / ·,
‘

〕
(1 5 )

利用观测所得到的风速资料
,

可以对 C
、

K 两个参数进行估计
。

在 C
、

K 已知的情况

下
,

可以用下式计算风能密度
。

D = 1 / 2川
3 r (l + 3 / k ) (1 6 )

在估计 C
、

K 时
,

我们用平均风速及标准差图
。

经 比较这种方法估计误差较小
。

利用 W ei b ul l模式计算有效风能密度可用下列公式
:

丁:;吾
(

答
,
‘一 ‘

二p「一 (V / ·’, V ’
d V

e x p [一 (V 。

/ c )
‘

] 一
e x p [一 (V

,

/ 。)
‘

〕
(1 7 )

式 中 V 。

为风力机起动风速
,

按风力机大小一般为 3一 6m s 一 ’ ,

本文 中 V 。
一 3

,

4
,

5 (m s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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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为风力机停机风速
,

我国一般使用 20 m s 一 ’。

利用辛 卜生数值计算法可以求解式 (1 7)

辛 卜生公式为

: 一

{:
了(工 , d二 、 b 一 a

6 n

N 一 l

{f (a ) + 4艺f (x Z
卜 ;) + 2艺f (x Z*

) + f (b ) } (1 8 )

将区间 [a
,

b〕Zn
等分

,

用辛 卜生公式计算积分值
。

若不满足精度要求
,

则将区间再细

分
,

继续求积分值
,

直到满足精度要求为止
。

式 (1 7) 的分母即为有效时数出现的频率
,

而相应的有效时数则为
:

T = T
。

{e x P[ 一 (V
。

/ C )
是

〕一
e x p [一 (2 0 / C )

‘

〕} (1 9 )

式中 T
。

为统计时段的总小时数
。

有效风能

W = D
·

T (2 0 )

表 (3) 给出了计算结果与直接计算法的对 比
。

由表 (3) 可见
,

用 W ei bul l模式拟合风速

频率分布时
,

风速大的地区比风速小的地区效果要好
。

表 3 用 w E IB U L L 分布模式估计风能的误差

有效风能密度 D (w / m Z ) 有效小时数 T (h) 有效风能 W (K W
o

h)

站 名
计算值 实测值 误差( % ) 计算值 实侧值 误差 (% ) 计算值 实测值 误差 (% )

51642金线顶 2 5 1

1 2 6

3 0 7

4 1 9

2 3 2

1 0 8

2 9 4

4 0 9

58 7 4

48 9 4

7 28 7

74 5 6

6 3 6 6

5 8 5 7

7 7 4 5

7 8 9 5

一 8

一 1 6

一 6

一 6

14 7 5

6 14

2 2 4 0

3 12 5

1 4 7 7

6 3 4

2 2 80

3 2 3 3

一 O

一 3

一 2

一 3

洒山山嵘东峰

月 份

表 4

1 2

威海东山风向频率订正吻合系数 (基本站
:

威海金线顶 )

10 1 ] l 2

OQ�O八Q勺了O“内no�庄
工

00O�O口�从�乃了7
才月了SQ
�O�O�O口

.

.

...

⋯⋯
0on六11�0n00九日On

Q�n,n�0C
l门Q�Q心Q�nJ只

..

⋯
nOC八U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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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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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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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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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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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9
,

1 0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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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0

0
.

9 9

0
.

9 6

0
.

9 7

0
.

9 5

0
.

8 9

0
.

8 5

0
.

9 2

0
.

8 2

0
.

9 9

0
.

9 7

0
.

9 9

0
.

9 8

0 9 9

0
.

9 7

0
.

92

0 9 7

1
.

0 0

0
。

9 8

l
。

0 0

0
。

8 8

0
。

8 6

0
.

8 6

0
。

5 4

0
。

5 5

0
.

8 2

0
。

90

0
。

9 8

0
.

9 8

0
.

9 8

0
.

9 5

0
.

9 5

0
.

8 7

0
.

6 9

0
.

9 8

0
.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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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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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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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9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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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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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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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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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0
.

9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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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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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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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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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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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8 9

0
.

9 0

0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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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察月份的选择

由于条件的限制
,

事实上不可能每个月都进行野外考察以取得条件频率
r 。 (B ,

/ A
‘
)

,

于是就产生考察月份的选择问题
。

表 4一 5 列出的是分别以金线顶
、

嗓山为基本站
,

东山和

嗓洒为考察站
,

以各个月份或时段为考察期 比较推算与实测的差别
,

参照文献〔1 ] 的方法
,

用如下吻合系数

习〔户(B , ) 一 1 / n
〕

·

[
r (B

,
) 一 z zn

〕

W ~

—
(2 1 )

艺〔p (B
,
) 一 i / n

j
, ·

习〔
r (B , ) 一 1 / n

〕
,

来鉴别各种选择方式的优劣
。

式中 1 /n 为各种风向的平均频率
。

从表 4
、

表 5 可见两站吻合系数规律一致
。

用 1
,

4 , 7 ,

10 四个月为考察期求得的风向

条件频率近似地用于全年
,

平均订正效果最好
,

秋
、

春次之
,

7 , 8 月最差
。

用冬季月份作考

察月时
,

冬季月份的吻合程度明显 比夏季好
,

反之亦然
。

这是因为我国盛行季风
,

冬夏季盛

行风向基本相反
,

夏季很少出现冬季的盛行风向
,

冬季很少出现夏季的盛行风 向
,

而春
、

秋

季节是季风的转换季节
,

各种风向都可能出现
,

抽样误差较小
,

订正结果与实际吻合较好
。

表 5 嵘泅风向频率订正吻合系数 (基本站
:

嵘山 )

月 份 1 0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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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是用全概率公式订正平均风速的方法计算的例子
。

其中 V 。

为实测月平均风速
,

V
、

为以 i 月作考察月份
,

用公式 ( 1 0) 订正得 出的估计风速
。

设统计量
u ,

m
, n ,

d
,

f 分别为
:

u 一 }( V
,

一 V 。
) /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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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为
“ 妻0

.

2 的月数 (包括年平均
,

以下同 )
,

n
为 0

.

1 镇
u < 0

.

2 的月数
,

d 为 0
.

0 镇 “ < 0
.

1 的月数
,

f 一 }它
。 一 V 。,

!

式中 V0
,

为考察站实际累年年平均风速
,

认
,

为考察站以 i 月为考察月的年平均风速

的订正值
。

显然 m
, n ,

d 反映订正值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
,

f 反映两者的绝对误差
。

从表 6

所示的这些统计量上可以看出
:

相对误差大多为 。
.

0一 0
.

1
,

部分为 0
.

1一0
.

2
,

最大 0. 2 ;

年平均风速误差一般为 0
.

1一 0
.

sm s 一 ’ ,

少数情况下可达 0
.

6一0
.

sm s 一 ’ ,

月平均误差一般

为 0
.

1一0
.

5 ,

最大不超过 1
.

sm s 一‘ 。

从本例看
,

考察期取秋季 9
,

10
,

n 月及 1 月份较好
。

另

外
.

威海
一

东 山的例子表明
,

订正结果是秋季
、

冬季好 (除了 1
,

4
,

7
,

10 的组合外 )
。

风电场选

址是既要考察风速大小
,

又要考虑各风向频率
,

因此两者兼顾时
,

以秋季 3 个月连续考察

为宜
。

当然有条件时可在 1
,

4
,

7
,

10 各月进行
。

表 6 嵘泅月平均风速估计值“基本站
: :

蛛山 1 9 7 7 一 1 9 8 6)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2 年 m n d f

0OC�00
11n0000六U�UC00on曰nV 0

V 1

V 2

V 3

V 4

V 5

V 6

V 7

V 8

V 9

V 10

V l l

V 1 2

V l
,

V l
,

V 3
,

V 6
,

V g
,

V 1 2

7
.

3 7
.

4 7
.

2

7
.

1

6
.

7

6
.

6

6
.

9

6
。

2

6
.

6

6
.

6

7
.

4

7
.

4

7
.

4 6
.

5 6
。

2 6
。

9 7
.

3 6
.

7 7
.

2 7
.

2 7
.

2 7
.

0

7
.

4 7
.

2 7
.

2 6
.

7 6
.

5 6
。

7 6
.

7 6
.

6 6
.

5 6
.

9 6
.

9

7
.

3 7
.

0

7
.

1 6
.

9

7
.

6 7
.

2

6
.

9 6
.

6

7
.

2 6
。

9

6
.

7 6 6
.

0

6
.

2

6
.

2 6
.

2 6
.

3 6
.

2 ::; 6
.

9 6
.

5

6
.

8 6
。

1 6
.

4 6
.

6 6
.

6 6
.

5

6
。

8 6
-

6
。

1 6
.

2 7
.

2 6
.

7

6
.

3 5
.

7 5
。

8 6
。

2 6
.

6

6
.

6 6
.

0 6
。

0 6
。

3 6
.

8

: ;
7 0 6

.

5 5
.

9 5
.

9 6
。

3

6
.

3 6
.

3

6
.

2 6
.

3

5
.

8 5
.

7

6
.

2 6
.

1

6
.

1 6
.

2 6
.

9

7
.

6 7
.

7 7
.

0 7
.

0 7
。

1 7 6
。

9 7
.

4

石
.

2

6
.

5

6
.

5

7
.

3

7
.

8 7
.

6 7
.

7 1 7
.

0 7
.

2 7
.

1 6
。

9 3 7
.

3

8
.

1 7
.

8 7 5 7
。

7

6
。

5 6
.

6

7
.

3 8
.

2 7
.

2 7
.

0

6
.

3 7
.

1

5
.

7 6
.

4

6
.

1 6 7

6
.

2 6
.

8

6
.

8 7
.

3

6
.

8 7
.

3

6
.

8 7
.

4

6
.

8 6
.

6 6
.

2 6
。

2 6
。

7 6
.

3 6
.

3 6
.

0

6
.

4 6
.

2

6
.

4 6
.

3

6
.

6 6
.

4

6
.

1 6
.

0

6
.

3 ; ; ;}:
6

.

8 6
.

6 6
.

5 5
。

9 6
.

0 6
.

3 6
.

6 6
.

6 6
.

4

7

4 ,

7
, 10

4 ,

5

7
,

8

1 0 ,

1 1

,

1
,

2

3 7
.

0 6
.

8 6
-

7 6
.

1 6 6
。

4 6 3

7
.

5 7
.

2 6
.

9 6
.

9 6
.

3 6
.

2 6
.

5 6
.

4

2 6
.

9 6
.

5 6
.

5 5
.

9

: :
6

.

2 6
.

1

7
.

4

7
.

3

7
.

2

6
.

8 6
。

9

7
.

2

6
.

7

6
。

3 6
.

5 6
.

4 6
.

4

6
.

8 6
.

7

6
.

3 6
.

4

6
.

3

6
。

7 6
.

7 7
。

l

6
.

1 6
.

4

6
.

5

7
.

0 6
。

7 6
.

2

6
.

8 6
.

8 6
.

6

7
.

0 7
.

0 6
,

7

6
.

7 6 8 6
.

4

6
.

9 7
.

0 6
.

7

6 8 6
.

8 6
.

9

6
。

7 6
.

7 6
。

5

0 1 3 0
.

0

1 1 2 0
.

1

3 1 0 0
。

5

2 11 0 5

3 10 0
.

3

9 3 0
.

8

3 10 0 5

3 10 0
.

5

1 12 0
.

3

1 1 2 0
.

3

3 1 0 0
.

5

7 6 0
.

6

3 1 0 0
。

6

2 1 1 0
.

4

2 1 1 0
.

3

4 9 0
.

6

2 1 1 0
.

3

1 1 2 0
.

1

3 10 0
.

5

6 订正的适当性标准

由于对超短序列的资料进行订正延长时采用了一些假定
,

模式考虑了订正的适当性

问题
。

6
.

1 风向订正的适当性

由式 ( 4) 订正风向频率产生的订正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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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一 名
r (A ‘

) [
r 。 (B

,

/ A
、
) 一 r (B ,

/ ,
,

) ] (2 2 )

如果对短期资料不加订正
,

直接用它代替该地的累年值
,

由此产生的误差

氏 一 r 。(B ,

) 一
r

(B ,
) 一 名

r
(A 、

) [
r 。

(B ,

) 一 r (B ,
)〕 (2 3 )

以上两式带下标 。的都表示按考察资料求得的频率
,

不带下标的表示频率的累年值
。

根据误差分布理论和 式 与 B
,

的非独立性
,

可以证明恒有

M ( I氏 {) > M ( l占l) (2 4 )

成立
,

即表明如当 A 、

与 B ,

不独立
,

则对考察月份资料的订正是恒为适当的
。

在实际工作

中
,

只要对考察期间考察点与基本站风 向频数列联表进行独立性检验就行了
,

拒绝了列联

表独立性假设
,

也就肯定了订正的适当性 [lj
。

这项检验是模式实用程序中的第一部分
,

当检验通过
,

计算机打出《订正适当 ! 》
,

即可

转入下一步
。

如打出《订正不适当 ! 》
,

则需重选基本站
。

本文两例均为订正适当
。

6
.

2 风速订正的适当性标准

对于风速订正
,

如按一般序列订正方法
,

通常是使用 比值法订正公式
:

了 一 K
’ .

王 (2 5)

式中
:

厂 一 又/ 元

而按超短序列订正公式为式 (1 0)
,

式中风 为
:

双三 M〔y /入〕/ M [x /入〕
,

若
:

K ; 一 K 玉-

· · · · · ·

~ K’
,

即考察站平均风速与基本站平均风速之 比不随风向而改变
,

由于公式 (1 0 )右

边第二项近似为 。
,

所以式 (1 0) 可以简化为
:

夕‘ 厂习又一 K
’ ·

了 (2 6 )

式 (2 6) 与 (25 )相同
,

可见在 厂 一 凡 条件下
,

超短序列订正公式即为一般比值订正公式
,

其优越性不显著
,

但只要 厂 并尺
,

超短序列订正公式 (1 0) 就会 比一般订正公式 (25 )要优

越
,

所以简而言之
,

只要 K’ 并 尺 成立
,

订正公式 (10 )就是适当的
,

即可转入风速订正
。

否

则
,

需重新选基本站
。

由于模式考虑了季风气候风向变换的特点
,

只要选择适宜考察期
,

订

正效果是理想的
,

本文两例检验通过
。

7 模式使用效果

利用这套选址模式
,

为长岛两台 5 5 / 1 1kw 风力发电机选址
,

并已并网发电 2 年
,

达到

满出力
。

山东电力设计院在烟台电厂
、

威海华能电厂的设计中使用了这套模式
,

应用后来

函反映使用效果很好
,

设计风速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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