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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TR61400-12-4:2020《风能发电系统 第12-4部分:风力发电机组功率特性

测试的数值场标定方法》。文件类型由IEC的技术报告调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风力发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西门子歌美飒可再生能源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明阳智慧

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车山东风电有

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北京协合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兰州交通大

学、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风电股份有

限公司、大唐可再生能源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海湾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孔婕、敖娟、蔡继峰、宫伟、康巍、俞黎萍、李跃、郭辰、姜婷婷、魏煜峰、石宇峰、

许移庆、张黎明、薛扬、付德义、杨彦平、巫发明、陈振华、李卓群、邓屹、刘东海、卢仁宝、张学礼、袁恩来、
姚加桂、陈飞、聂峰、李金缀、石浩、李媛、卢坤鹏、黄树根、梁瑞利、张家铭、姜德旭、李伟、杨天时、赵玉、
张旭日、张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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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IEC61400-12-1[1]是用于风力发电机组功率特性测量的国际标准。规定在复杂地形中需要进行场

地标定,以获得测量位置和测试风力发电机组之间的流动特性关系。该方法要求除用于测量风力发电

机组功率曲线的参考测风塔外,还需要在被测风力发电机组安装之前,在机位处安装一个临时测风塔。

IEC61400-12-1方法经常在工业实践中使用,但是有如下缺点:
———第二座测风塔的额外费用和场地标定结果的分析;
———额外需要3个月以内的场地标定时间;
———在安装风力发电机组之前,必须做出场地标定的决策。
这些缺点促使业界寻找替代方法进行场地标定。一种替代方法是利用数值模拟来推导气流校正系

数,即风力发电机组位置的风速与参考测风塔位置的风速之间的关系。
在数值场地标定中,气流校正系数是通过对流动的数值模拟计算出来的。尽管消除了前面提到的

一些缺点,但数值场地标定也带来了其他挑战:
———仿真模型的依赖;
———模型设置的依赖;
———建模人员专业性的依赖;
———模型不确定度的量化。

Ⅳ

GB/Z44048—2024/IECTR61400-12-4:2020



风能发电系统 风力发电机组功率性能

测试的数值场标定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总结了流动数值建模的现状、现有的准则和过去在数值模型验证和确认方面的基准经验。
在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本文件鉴别出在风能应用中基于复杂地形进行流动模拟的重要技术,以及现有的

未解决问题,包括通过基准测试进一步验证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风电场中风力发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场地的标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缩略语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AA: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mericanInstitute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ABL:大气边界层(AtmosphericBoundaryLayer)

AEP:年发电量(AnnualEnergyProduction)

AIJ:日本建筑学会(ArchitecturalInstituteofJapan)

ALEX17:2017Alaiz试验(AlaizExperiment2017)

ASME:美国机械工程学会(AmericanSocietyofMechanicalEngineers)

CEDVAL:验 证 微 尺 度 扩 散 模 型 的 实 验 数 据 汇 编(CompilationandExperimentalDatafor
ValidationofMicroscaleDispersionModels)

CFD: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

CHT:计算传热学(ComputationalHeatTransfer)

COST:欧洲科学技术合作(EuropeanCooperationinScienceandTechnology)

CREYAP:资源比较和发电量评估程序(ComparativeResourceandEnergyYieldAssessmentPro-
cedures)

DES:分离涡模拟(DetachedEddySimulation)

DDES:延迟分离涡模拟(DelayedDetachedEddySimulation)

DEWI:德国风能研究所(DeutschesWindenergie-Institute)

DTU:丹麦技术大学(DanishTechnicalUniversity)

EWEA:欧洲风能协会(EuropeanWindEnergy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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