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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电力需求增速趋缓，
提升电网运行经济效
益的压力增大。

环境污染问题日趋
严重，节能减排需
求更加迫切。

电力供需矛盾不再突
出，节能、经济优化
空间增大。

节能    经
济



二、项目概况

项目从电力调度全过程出发，以全时

段多目标滚动优化为主轴，考虑节能、

经济、环保多个目标以及电网、电厂、

全社会多个主体，创建闭环量化反馈

工作机制，将日前计划、日内实时、

后评估等环节有机地串联在一起，更

好地发挥协同效应，产生更大的节能

减排效益。



二、项目概况

1.建设目标

4.1管理手段 4.2调控技术 4.3信息系统

2.约束条件

3.1运行计划

3.建设对象

3.4运行支持

4.建设手段

年度-月度-周-日前 日内-实时 事后

4.4保障支撑

降低系统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降低公司建设和运营成本 减少环境污染
充足、可靠、高质量供电，提供优质服务

平衡性约束 安全性约束 公平性约束 机组性能约束

计划管理
新设备启动
客户和市场

3.2实时运行
电网实时运行
二次系统运行

3.3运行评估
结算管理

理想调度评估
考核评估

运行方式管理 规划分析 IT支持 模型数据设备管理

管理全面化
管理一体化

管理节能经济
管理创新性

感知全景动态化

优化在线智能化
防控超前自愈性 安全防御主动化 

集成统一规范化
海量数据实时化
应用互动可视化

人才队伍 财务支持 网架结构

全时段多目标节能经济调度体系架构



       提出将系统备用划分为若干类型，将新能源作为不可控的“负”负荷处理，以阶

梯级水电应对波动性备用，以水火协调应对不确定性备用，通过区间规划算法确定系

统备用水平。在确保新能源全额消纳的同时保障了水库自身的蓄洪安全，能有效提升

浙江电网的新能源消纳水平。

技术点1：适应高渗透新能源的水火协调调度机组组合方法

三、关键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