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引领下，我国电力系统进入了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的发展阶段。源网荷储互动下的综合能源系统及其服务作为能源互联网的核心和纽带，连接

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是“源网荷储”各能源参与方互联的基础平台，能够实现互联网式的双

向交互、平等共享及服务增值，对优化整个能源系统的资源配置，推动绿色低碳、灵活柔性、

数字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至关重要。为了探讨源网荷储互动下的综合能源关键技术在新型

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共享最新学术和技术成果，《华电技术》积极组织了“源网荷储互动下的

综合能源关键技术”专刊，为相关研究及应用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这次专刊论文来源广泛，

涵盖了电力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在新能源并网控制方面，秦羽飞、葛磊蛟、王波提出了能源互联网视角下的分布式群体智

能协调控制架构，对其协同控制与优化技术进行了详细设计；吴小涛、谭超 、王国博提出了基

于自适应 PI 控制器的直流微电网电压控制策略，该策略降低了电网电压波动水平和电网电流

总谐波失真；苏小玲、杨军、甘嘉田等提出了新型光伏逆变器涉网运行性能的工程化测试系统，

通过试验验证其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汪宗恒、熊鸿韬、尚磊提出了光伏电站半波与全

波有功注入阻尼控制策略，可有效抑制电力系统低频振荡。

在储能规划配置方面，汪希玥、徐箭、廖思阳等提出了考虑虚拟储能特性的柔性负荷调控

裕度评估方法，使负荷侧灵活可控性增强，对结构异构的调控负荷群的聚合控制和协同调度优

化提供了去异质化的思路；刘林鹏、陈嘉俊、朱建全等提出了风储联合参与电能量与快速调频

市场的优化投标策略，经试验验证其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和推广价值；王秋惠、孙立国、李佳

雯提出了考虑相变储能的建筑光伏系统储能优化配置方法 , 实现了系统运行成本最小化；郭璞

维、彭跃、邓靖敏等探讨了烟气余热回收与储能技术耦合应用的可行性，为烟气余热高效回收

及提高机组灵活性参数设计提供了理论参考。

在经济协调调度方面，张家瑞、余朋军、许忠义等提出了基于绿证 − 碳交易机制的含风电

场电力系统动态环境经济调度方法，分析了不同调度情景及不同可再生能源配额系数对系统的

影响；王天峰、刘丙栋、张一晨等提出了一种考虑调峰响应的峰谷型售电套餐效用评价方法，

研究了峰谷电量比例变化中电力用户调峰响应可能对其正常用电造成的影响，构建了电力用户

调峰响应成本模型；代江、姜有泉、田年杰等从交易品种、申报模式、出清及结算机制等方面

分析了贵州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创新性，实践结果表明其在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方面取得了

良好效果。

由此，衷心感谢各位投稿作者和审稿专家对本专刊的大力支持，感谢《华电技术》编辑部

为本专刊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希望本专刊能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致力于源网荷储

互动下的综合能源关键技术的研究，深入挖掘综合能源系统及服务的产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