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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近海风能工程为研究目标 ,对具有不同特性参数 (设计风速、叶尖线速度和转轮实度 )的

大容量 (1～10 MW )风力机转轮的气动性能与几何特性进行分析与研究. 首先提出大型机组转轮

气动性能优化判据 :在其直径最小的前提下具有尽可能高的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以及与之相关的

风能利用系数 ,因而可捕获最多风能 ,使年发电量最大. 接着给出影响它的几个主要气动参数 ,如

转轮设计风速、叶尖线速度以及转轮实度 ,并分析风力机在近海气象条件下运转时上述两个气动

指标随这些参数变化的规律. 提供的气动分析方法及结果可作为大型近海风力机转轮气动性能的

评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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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海风电技术是当前全球风电技术的前沿. 从上世纪 90年代起西欧国家就已开始在近海

安装风力发电机 [ 123 ] ,以探讨陆上未曾涉及的技术问题. 由于海上风力资源丰富 ,风速风向较陆

地上稳定以及海上的环境要求不苛刻 ,就导致西欧各国在本世纪初相继制定了规模宏大的海

上风能开发计划 [ 122 ] (在 2020年前计划建成总装机容量为 150 000 MW 的大型风电机组 ). 与

欧洲不尽相同 ,美国与加拿大还有很大潜力在内陆开发风能利用 [ 3 ]
,却也相继欧洲之后计划

在近海建造总容量超过 1 000 MW的风电场 [ 1 ]
. 我国根据引进吸收和自主化方针已在内陆 (内

蒙、新疆、甘肃、宁夏 )建成装有单机容量为 1. 5 MW 机组的大型风电场. 可能由于我国内陆还

有尚未利用的荒原可供风能开发 ,加之已初步掌握了 1 MW级机组的制造和陆上架设技术 ,就

未急于去研究与开发海上的风能. 尽管如此 ,我国已有人先行考虑近海风能利用的课题 [ 1 ] ,对

我国近海风力资源进行初步考察与分析 ,对海上风电工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与经济问题进行

科学探讨 ,并指出我国极待开发近海风力资源 ,建造海上风电工程.

21

　应用数学和力学 ,第 31卷 第 1期
　2010年 1月 15日出版

　　　　　　　　　　　　 　 　　App 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Vol. 31, No. 1, Jan. 15, 2010

3 收稿日期 : 　2009209210; 修订日期 : 　2009211212

基金项目 : 　国家“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资助项目 (2007CB714605)

作者简介 : 　程兆雪 (1935—) ,男 ,黑龙江人 ,教授 ;

李仁年 (1963─)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联系人. + 86293122756250; E2mail: lirn@ lut. cn).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近海风力发电开发中极待解决的问题是海上风力资源调查 ,获取可作海上发电场址的海

域的较精确的年风频特性和风切特性. 由于海上风电的大容量特点 ,它所带来的主要技术问题

目前是其支撑结构与基础结构形式 ,以及与之相关的力学分析与研究 [ 4 ] . 风力机转轮的气动

计算和分析当然是海上风电工程关注的技术问题之一. 就风力机的空气动力学原理与方法而

论 ,它与陆上的基本相同. 由于近海区域的风速与风向较稳定 ,且湍流度较低 ,其气动计算可能

更准确. 然而大风、飓风、风浪耦合作用 ,以及塔架摇摆 (在用漂浮基础时 )等工况肯定会对转

轮气动计算带来影响. 现在已在技术上成熟的容量较小的风力机当然应先在海上作试验 ,探索

人们感兴趣的上述技术问题.

大容量机组在海上是最合适的 :不必考虑占地、噪声污染、机组运输等在陆上难克服的困

难. 一般认为大容量必然导致风力机转轮及其结构件尺寸的增加 ,这在逻辑上没错. 但事实是

否一定如此 ? 转轮直径及与之相关的机组尺寸取决于风场空气密度、机组出力、设计风速和转

轮气动性能. 后两者可人为优化确定 (尤为后者 ). 按理 ,机组运行风速范围内的任何一个风速

皆可被选作设计风速 ,只要它能使机组年发电量最大. 因此 ,通常将年风频密度最大的风速或

比它稍大的年平均风速作为设计风速 ,以期获得最大的年发电量. 当风速大于该值时机组将通

过桨距调节被限速 ,使机组出力恒定. 因而高风速所具有的风能不能被全部吸收. 反之 ,当风速

小于设计风速时 ,如果桨距调节不当或根本不调 (据文献 [ 5 ]中 8. 2. 1节所述 ) ,转轮气动性能

将下降很多 ,同样使低风速风能也不能被充分吸收. 假如按下述方式选取机组的设计风速 ,即

选年风频密度并非最高的较高风速作为设计风速 ,并且通过合理的桨距调节使低风速时的气

动性能 (风能利用系数 )尽可能保持最优 ,则很有可能使该设计风速下的机组有更高的年发电

量.本文将引用一个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 ”的参数 [ 5 ]来判别选择哪个风速作设计风速时该因

数最大 ,即年发电量最多. 由下文可知 ,该特性因数与风场风频特性和转轮在各运行工况下的

风能利用系数密切相关. 另外 ,转轮实度和叶尖线速度可明显地影响转轮的风能利用系数 ,因

而影响与之相关的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 本文即拟针对几种大容量 ( 1～10 MW )风力发电机

组探讨其几个关键气动与几何参数 (设计风速、叶尖线速度和转轮实度 )如何影响风力机转轮

的气动性能和几何特性 ,以使机组在机构尺寸尽量小的条件下获取最大的年发电量. 期望本文

所论述与所获得结果能为近海风能工程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有益的参考.

1　风力机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

由于海洋风能转换装置的大容量特点 ,首先其风能转换效率的微小改善都会产生大量电

力. 其次 ,由于其尺寸颇大 ,将使各种载荷随之增加 [ 122 ] ,因而导致其结构及造价都相应增加. 于

是 ,提高其风能吸收能力与进而改善其单位产能与结构尺寸之比 ,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目

前 ,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组是近海风能转换装置的首选方案. 针对上述两观点 ,机组转轮的气动

参数宜根据下面几个原则来选取 ,即使其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 [ 4 ]
Ku 与风能利用系数 Cp 最优 ,

使其直径 D尽量小 ,转轮转速 n尽量高 ,以及转轮实度σ适中. 显然 ,这和转轮设计风速 V0 ,叶

片各断面的翼型选用 ,叶尖圆周速度 U0 的大小 ,转轮之叶片数目 z等直接相关.

分析风力机的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所需的中国近海气象参数及风速年频特性给定如下 :

1) 年平均气温 Tave = 15 ℃,大气压 patm = 101. 325 kPa,空气密度ρ = 1. 225 kg/m3
,运动

粘性系数ν = 0. 000 014 6 m2 / s.

2) 风频特性 :采用韦布 (W eibull)的风速概率分布 [ 5 ]作为中国近海风频特性 ,选其比例因

子 c = 7. 9 (相当于 10 m高测风时的 7 m / s年平均风速 ) ,形状参数 k = 2. 0 . 其特性曲线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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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切特性 :风速的铅垂方向变化规律取为指数函数形式 [ 425 ]
,风切指数 a = 0. 115 . 其

特性曲线如图 2所示.

图 1　近海年风频特性曲线 图 2　近海风切特性曲线

风力机的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 Ku
[ 4 ] 为

　　 Ku =

Cp0 V
3
0 ( T0 - Toff ) + ∫

Tst

TT0

Cp V
3

d t

V
3
ave Tyr

, (1)

式中 Cp0 为设计工况下转轮的风能利用系数 , V0 为设计风速 , T0 为场风速大于设计风速的年小

时数 , Toff 为场风速大于关机风速的年小时数 . 故等式右端分子之前项为高风速区间转轮所吸

收的风能因子. 分子后项中的 Cp 为风速小于设计风速时 (V < V0 ) 转轮的风能利用系数 , Tst为风

场风速大于启动风速的年小时数 . 因而该积分项代表低风速区间所吸收的风能 . 分母项中的

Vave 为风电场年平均风速 , Tyr为全年小时数. 故分母可代表该风场所具有的全年风能参考因子.

一个气动性能好的风力机转轮应在整个运行风速区间 V st < V < Voff上有最大的年可用风能特

性因子 Ku .

当机组在给定的机组运行风速区间 V st < V < Voff运转时 ,为使低风速下 (V < V0 ) 仍有较高

的风能利用系数 Cp ,而在高风速下能把功率输出限制在额定水平 P0 ,机组的转轮就必须是调桨

式的.在以机组功率输出作反馈量的调桨方式中 ,无法作低风速调桨 ,结果导致 Cp 过低. 而以

风速作为设定值进行调桨计算后则可作到全风速区间的调桨 ,不单可进行高风速时的输出限

制 ,而且可使低风速时有尽可能高的风能利用系数 (Cp, max ) . 将式 (1)写成离散形式 (2)如下 :

　　 Ku =
Cp0 V

3
0 ( T0 - Toff ) + ∑

N

k =1
Cp, max ( k) ×V ( k) 3 ×FV ( k) ×Tyr

V
3
ave Tyr

, (2)

式中 N为机组运行风速区间内风速的离散数目 , FV ( k) 为 V ( k) 的年概率密度 ,它可由风场年风

频特性推导得到. 按理 ,风速区间内的任何一风速皆可用来作为设计风速. 但以该 Ku 为优化目

标所优选出的风速是设计机组时应选用的设计风速. 用它来设计的转轮可获得最大的年电能

产量.

式 (2)中的各时间变量 T可根据风场年风频特性来确定. 风能利用系数 (Cp0 , Cp, max ) 则需

根据所用的设计风速及桨距调节方式按下文中的式 (3)给定. 设计风速的优选及转轮气动设

计实际上是同时进行与完成的.

2　转轮的气动性能与分析

文献 [ 8 ]所给的转轮气动优化设计方法被用来设计 3叶片 5种容量 (1～10 MW )风力机

转轮. 该方法是根据转轮的有限叶片数线性旋涡气动模型建立的 ,根据这个旋涡模型求解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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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诱导速度和转轮所受的气动力 ,进而推导出转轮的风能利用系数和轴向力系数. 两者由下

列两式给定 :

　　 Cp = 8zλ3
0 ∫

1

r0
�Γ [ 1 /λ0 - �r(μ +Δβ) ]�rd�r, (3)

　　 CF = 8zλ2
0 ∫

1

r0
�Γ [ �r + (μ +Δβ) /λ0 ] d�r, (4)

式中的环量Γ与半径 r0 , r皆为它们的无因次量. 转轮的几何与气动特性参数即通过 Cp 及与之

相关的 Ku 的优化而获得.

叶片所用断面为目前公认的气动性能较优的风力机专用 S2系列翼型. 为获得尽可能高的

年可用风能特性因子 Ku ,叶尖圆周速度 U0 特取为 100 m / s(Mach数为 3. 0). 内陆风力机转轮

常取 85 m / s或更小的叶尖线速度 ,以避免空气压缩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转轮实度σ取为 0. 08

量级的. 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 Ku 最优的 5种容量风力机的主要气动与几何特性参数如表 1所

示. 为分析设计风速对 Ku 的影响 ,任给了其 9种数值 ,并针对 2 MW 转轮进行性能计算. 表 2

和图 3为计算结果. 为分析叶尖线速度对 Ku 的影响 ,任给了其 6种数值 ,并针对 10 MW 转轮

进行性能计算 ,计算结果如表 3和图 4所示. 为分析转轮实度对 Ku 的影响 ,也任给了其 6种数

值 ,并针对 4 MW转轮进行性能计算 ,其结果如表 4和图 5所示.

根据图表所列计算结果来分析本文所给的 3个参数 (设计风速、叶尖线速度和转轮实度 )

对转轮两个主要气动性能参数 Ku 与 Cp 的影响. 在此之前 ,首先来分析 5种出力的转轮在叶尖

线速度为 100 m / s,转轮实度为 0. 08数量级时 ,转轮的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和风能利用系数随

转轮出力大小的变化. 由表 1和图 3可知 ,前者随出力的的增大而递增 ,增幅达 20% ,而后者

几乎不变. 这是因为优选出的设计风速几乎是一样的 ,因而叶尖速比相同 ,于是有相同的风能

利用系数. 可见机组容量越大 ,它就有更高的能力来吸收风能 ,从而使其年发电量相对增加.

表 1 5种容量风力机转轮的主要气动与几何参数

功率 , P / kW 1 000 2 000 4 000 7 000 10 000

直径 , D /m 28. 80 40. 76 57. 60 76. 10 91. 10

设计风速 , V / (m / s) 19. 20 19. 16 19. 20 19. 20 19. 20

转速 , n /m in 66. 25 46. 85 33. 13 25. 11 20. 95

风能利用系数 , Cp 0. 374 1 0. 374 1 0. 374 1 0. 376 1 0. 374 2

年可用风能因数 , Ku 0. 964 9 1. 044 7 1. 092 2 1. 128 7 1. 156 2

叶片扭角 , Δ< / ( Ü) 32. 92 32. 92 32. 92 32. 92 32. 92

转轮实度 , σ 0. 077 0. 077 0. 077 0. 077 0. 077

叶片体积 , v /m3 11. 7 33. 1 93. 5 214. 8 369. 5

叶根径向位置 , R r / (m) 2. 88 4. 08 5. 77 7. 61 9. 11

叶根弦长 , B r /m 2. 43 3. 43 4. 86 6. 41 7. 68

叶根安放角 , < r / ( Ü) 30. 33 30. 33 30. 33 30. 33 30. 33

叶尖径向位置 , R t /m 14. 41 20. 38 28. 83 38. 03 45. 57

叶尖弦长 , B t /m 0. 74 1. 04 1. 47 1. 94 2. 32

叶尖安放角 , < t / ( Ü) - 2. 59 - 2. 59 - 2. 59 - 2. 59 - 2. 59

　　1) 设计风速对转轮性能的影响

51程 兆 雪 　　　李 仁 年 　　　杨 从 新 　　　胡 文 瑞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 3　5种出力转轮的气动性能曲线 图 4　2 MW 转轮的气动性能曲线

从表 2与图 4可知 ,设计风速的合理选定是影响转轮气动与几何特性最重要的因素. 乍想

时 ,似乎应取年风频最高的风速或比它略高的年平均风速作为风力机设计风速才合理 ,但事实

并非如此. 表 2的数据是 2 MW转轮的 ,其设计风速从小到大有 9种 ,都比年平均风速高. 其年

可用风能特性因数随设计风速的变化规律呈递增后平稳 ,最大增幅为 300% ( Ku = 0. 342 5 →

11044 7) ,尽管其风能利用系数反而是递减的 ,减幅达 37% (Cp = 0. 592 →0. 374) . 可见 ,提高转

轮的设计风速可使转轮吸收风能的能力获得巨大改善. 这种结果的根本来源是低风速时的合

理桨距调节 ,在此不赘述. 除此之外 ,转轮直径和叶片体积还大为减小 (D = 77. 35 m → 40. 76

m, v = 225. 8 m3 → 33. 1 m3 ) , 因而使整个机组的结构尺寸减小 ,这也是最为有利的效果.

表 2 2 MW 转轮的气动与几何特性参数 (U0 = 100 m / s, σ = 0. 077)

设计风速 , V / (m / s) 10. 73 14. 27 16. 45 17. 81 18. 64 18. 96 19. 16 19. 2 19. 48

风能利用系数 , Cp 0. 592 0 0. 505 0 0. 443 4 0. 397 2 0. 386 5 0. 378 8 0. 374 1 0. 374 0 0. 366 7

年可用风能因数 , Ku 0. 342 5 0. 834 9 0. 957 9 1. 008 1 0. 031 6 1. 015 0 1. 044 7 1. 034 9 1. 036 8

转轮直径 , D /m 77. 35 54. 60 47. 04 44. 15 41. 78 41. 14 40. 76 40. 79 40. 16

叶片体积 , v /m3 225. 8 79. 4 50. 8 42. 0 35. 6 34. 0 33. 1 33. 0 31. 6

　　2) 叶尖线速度对转轮性能的影响

这里取 10 MW转轮来讨论 ,其叶尖线速度有 6种 (U0 = 60 m / s→120 m / s) . 由表 3和图

5可知 ,其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先递增后递减 ,风能利用系数几乎是线性递增的. 具有高叶尖

线速度的转轮其直径比低者的小 29. 3% (D = 91. 1 m → 128. 8 m ) ,而其风能吸收能力却大

2018% ( Ku = 1. 156 → 0. 916) ,风能利用系数大一倍 (Cp = 0. 374 → 0. 187) .

表 3 10 MW 转轮的气动与几何特性参数 (σ = 0. 077)

叶尖线速度 , U0 / (m / s) 60 70 80 90 100 120

风能利用系数 , Cp 0. 187 0. 222 0. 281 0. 32 0. 374 0. 469

年可用风能因数 , Ku 0. 916 0 1. 045 0 1. 123 0 1. 156 0 1. 561 0 0. 971 4

转轮直径 , D /m 128. 80 113. 80 105. 20 98. 50 91. 10 84. 82

叶片体积 , v /m3 1 043. 3 719. 2 568. 6 466. 3 369. 5 297. 7

　　3) 转轮实度对转轮性能的影响

针对有 6种实度的 4 MW 转轮来讨论其性能变化. 转轮实度由 0. 03数量级到 0. 08,叶尖

线速度为 100 m / s. 此时 ,其年可用风能因数与风能利用系数皆为递增的 ( Ku = 0. 63 →

11092, Cp = 0. 144 → 0. 374) . 前者的增幅达 73. 3% ,后者的达 160% ,前者的直径却比后者的

大 7214% (D = 99. 3 m → 57. 6 m ) . 前者的叶片体积比后者的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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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0 MW 转轮的特性曲线 图 6　4 MW 转轮的特性曲线

表 4 4 MW 转轮的气动与几何特性参数 (U0 = 100 m / s)

转轮实度 , σ 0. 03 0. 04 0. 05 0. 06 0. 07 0. 08

风能利用系数 , Cp 0. 144 0. 203 0. 258 0. 306 0. 355 0. 374

年可用风能因数 , Ku 0. 63 0. 737 0. 891 0. 985 1. 061 1. 092

转轮直径 , D /m 99. 3 78. 3 69. 4 63. 7 61. 7 57. 6

叶片体积 , v /m3 102. 8 73. 9 72. 3 75. 9 89. 9 93. 5

3　结　　论

由计算结果的分析可得结论如下 :

1) 采用比年平均风速或年风频最高的风速更高的风速作为风力机设计风速 ,是增大风力

机年发电量和减小转轮直径及与之相关的机组结构尺寸的关键技术手段 ,尽管此时转轮的风

能利用系数并非最高. 但其前提是在低风速时作合理的桨距调节 ,以使该风速下转轮有尽量高

的风能利用系数.

2) 根据近海的环境特点 ,近海风力机转轮可用较高的叶尖速比 (高叶尖线速度 ). 尽管此

时会带来空气被压缩而产生的啸叫后果 ,它却使年电能产量增大 ,使转轮直径 (因而使机组结

构重量 )有可观的减小.

3) 为提高机组年电能产量与减小风力机转轮直径和叶片体积 ,适度增大转轮实度也是可

取的技术方案之一.

4) 为准确地确定风力发电机组的年可用风能特性因数 ,有两个必需的前提 :一是风电场

区域的年风频特性应是通过准确实测而确定的 ;另外一个是合理的低风速桨距调节方式 ,以保

证低风速工况时转轮仍有尽可能高的风能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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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it e r io n o f A e ro d yn am ic P e rfo rm a n ce o f L a rge 2S ca le

O ffs h o re H o r izo n ta l2A x is W in d T u rb in e s

CH EN G Zhao2xue
1
, 　L I R en2n ian

1
, 　YAN G C ong2x in

1
, 　HU W en2ru i

1, 2

(1. L a n zhou U n ivers i ty of Techn o logy, L a n zhou 730050, P. R. Ch ia n;

2. In s ti tu te of M echa n ics, the Ch in ese A ca dem y of Scien ces,

B ei jin g 100080, P. R. Ch ia n )

A b s t ra c t: Tak ing o ffsho re w ind ene rgy p ro jec t as inves tiga tion ob jec t, the ae rodynam ic p e r2
fo rm ance and geom e tric cha rac te ris tics of w ind tu rb ine ro to rs w ith la rge cap ac ity ( 1 MW to 10

MW ) w e re ana lyzed in connec tion w ith the ir m a in cha rac te ris tic p a ram e te rs ( e. g. ra ted w ind

sp eed, b lade tip sp eed, and ro to r so lid ity) . F irs t, it w as p o in ted ou t tha t an essen tia l c rite rion

of h igh2p e rfo rm ance w ind tu rb ine is its annua l usab le ene rgy p a tte rn fac to r, w h ich shou ld be as

h igh as p oss ib le w ith its d im ens ion p oss ib ly m in im um as w e ll, so tha t a m ax im um w ind ene rgy

w ou ld be cap tu red and m ax im a l annua l p ow e r ou tp u t ob ta ined. Then the inf luence of above2
m en tioned th ree p a ram e te rs on the p a tte rn fac to r and ro to r geom e try of w ind tu rb ine op e ra ted

in Ch inese offsho re m e teo ro logica l environm en t w as inves tiga ted. The va ria tion p a tte rn of ae ro2
dynam ic and geom e tric p a ram e te rs w e re ob ta ined, ana lyzed, and com p a red w ith each o the r.

F ina lly, it w as p o in ted ou t tha t the m e thod fo r ae rodynam ic ana lys is and its resu lt cou ld be

taken as a bas is fo r eva lua tion of ae rodynam ic p e rfo rm ance of la rge2sca le o ffsho re w ind tu rb ine

ro to rs.

Ke y w o rd s: offsho re w ind ene rgy p ro jec t; ho rizon ta l2ax is w ind tu rb ine; ro to r ae rodynam ic de2
s ign; usab le ene rgy p a tte rn fac to r; p ow e r coeff ic ien t; w ind tu rb ine ro to r; w ind

tu rb ine b 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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