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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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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本文件由惠州市电机工程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供电局，惠州市电机工程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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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海量分布式新能源的地区发电智能预测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计及海量分布式新能源接入地区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功率预测的基本技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海量分布式新能源接入场景下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日前发电功率预测，以及相应产品的

设计、研发、检测及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0149  电网通用模型描述规范 
GB/T 31464  电网运行准则 

GB/T 33590.1-2017  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技术规范第1部分：总体架构 

GB/T 33590.2-2017  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技术规范第2部分：术语 

GB/T 33602-2017  电力系统通用服务协议 

GB/T 33602-2017  电力系统简单服务接口规范 

GB/T 40604  新能源场站调度运行信息交换技术要求 

GB/T 40607  调度侧风电或光伏功率预测系统技术要求 

DL/T 516  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运行管理规程 

DL/T 1170  电力调度工作流程描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PV）station 

利用分散式资源，装机规模较小的使用光伏电池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

发电系统。 

3.2  

风电场 wind farm 

由一批风力发电机组或风力发电机组群（包括机组单元变压器）、汇集线路、主升压变压器及其他

设备组成的发电站。 

3.3  

数值天气预报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根据大气实际情况，在一定的初值和边值条件下，通过大型计算机进行数值计算，求解描写天气演

变过程的流体力学和热力学方程组，预测未来一定时段的大气运动状态和天气现象，通过数值的形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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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气象要素的预报值。 

3.4  

光伏总辐射 total photovoltaic radiation 

使用太阳总辐射表水平安装后测试到水平面上太阳的总辐射。 

3.5  

光伏散射辐射 photovoltaic scattered radiation 

使用太阳散射辐射表（总辐射表+散射装置）测试到被遮光环遮挡掉太阳直接辐射后的辐射值。 

3.6  

光伏直接辐射 photovoltaic direct radiation 

使用直接辐射表正对着太阳实时跟踪太阳测试的太阳辐射。 

3.7  

光伏组件温度 photovoltaic modules temperature 

光伏组件中所有电池连接点温度的平均值。 

3.8  

环境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光伏组件安装环境的冷热程度。 

3.9  

聚类簇 cluster 

由聚类所生成的一组样本的集合。同一簇内样本彼此相似，与其他簇中的样本相异。 

3.10  

风电场有功功率 active power of wind farm 

风电场通过其并网点输出到电网的有功功率。 

3.11  

数据清洗 data cleaning 

对数据进行重新审查和校验的过程，目的在于删除重复信息、纠正存在的错误，并提供数据一致性。 

4 分布式新能源发电预测 

4.1 分布式光伏发电预测 

4.1.1 数据要求 

分布式光伏发电功率预测使用的数据应包括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功率数据、环境监测站数据、数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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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预报、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及其地理位置信息等。具体内容包括： 
a)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历史运行数据应不少于 1年，功率数据的时间分辨率应为 15 分钟； 

b) 分布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及其地理位置信息； 

c) 分布式中压光伏电站气象环境监测设备应部署在分布式中压光伏电站厂区内，周围空旷无遮

挡，且不影响光伏组件，监测信息至少应包括总辐射、直接辐射、散射辐射、组件温度、环

境温度以及风速、湿度等信息，数据的测量时间分辨率应不小于 15 分钟； 

d) 分布式低压光伏电站气象环境检测设备应部署在各个分布式低压光伏电站聚类簇质心的位置，

周围空旷无遮挡，且不影响光伏组件，监测信息至少应包括总辐射、直接辐射、散射辐射、

组件温度、环境温度以及风速、湿度等信息，数据的测量时间分辨率宜不小于 15分钟； 

e) 数值天气预报数据的时间分辨率宜为 15分钟，应至少包括短波辐射、温度、湿度、风速等参

数。 

4.1.2 数据预处理 

分布式光伏发电功率预测使用的数据需进行数据处理。具体包括： 
a) 数据应进行数据清洗，清洗后的数据应筛选大部分异常值； 

b) 清洗后的数据应进行数据填补，填补后的数据无空值与负值； 

c) 光伏发电数据应进行归一化或标准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间应不存在不同尺度和幅度之间的

差异等问题； 

4.1.3 发电智能预测 

分布式光伏发电功率预测应具备以下功能： 
a) 应能覆盖整个调度管辖区域内所有分布式光伏电站； 

b) 短期光伏功率预测结果为整域分布式光伏电站出力功率总量且时间分辨率应为 15分钟； 

c) 短期预测应为次日 96 点有功功率曲线，并具备预测从次日 0 时起至 72 小时有功功率曲线的

能力； 

d) 短期功率预测应能手动设置预测的启动时间及次数； 

e) 应能支持对预测结果的人工修正，并设置响应的权限管理； 

f) 能够对预测曲线进行误差统计，估算一定置信度的误差范围。 

4.2 风光联合功率预测 

4.2.1 风力发电数据要求 

风力发电功率预测使用的数据应包括风电场的功率数据、测风塔测风数据、风电机组运行状态数据、

风电机组特性、数值天气预报、风电机组故障数据、风电机组的运行限制条件等。具体内容包括： 
a) 风电场的历史运行数据应不少于 1年，实际功率数据的时间分辨率应为 15分钟； 

b) 测风塔应在风电场外 1~5 千米范围内，至少应包括 10 米、50 米及轮毂高程的风速和风向，以

及某一层高的气温、气压、湿度等信息，测风数据的时间分辨率宜不小于 5分钟； 

c) 风电机组信息应包括机组型号、单机容量、轮毂高度、叶轮直径、功率曲线、推力系数、并

网时间、风电机组位置（经、纬度）、海拔高度等； 

d) 数值天气预报数据的时间分辨率宜为 15分钟，应至少包括 10米、50米、70米三个层高的风

速和风向以及温度、湿度、气压、云量等参数； 

e) 应添加风电场地理位置、地形和风资源分布图，以及周边地区的气象特征和季节变化等信息； 

f) 风电机组故障数据应包括风电机组故障报告和维护记录，以及故障类型和故障发生的频率等

信息； 

g) 应提供风电机组的运行限制条件，如最小切入风速、最大容量限制、最大风机转速等。 

4.2.2 风力发电数据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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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功率预测使用的数据需进行数据处理。具体包括： 
a) 风力发电数据应进行数据清洗，清洗后的数据应剔除大部分异常值； 

b) 清洗后的数据应选择合适的数据插补方法填补数据中的缺失值，填补后的数据无空值； 

c) 风力发电数据应进行平滑处理，处理后的数据中应无明显噪声数据； 

d) 风力发电数据应进行特征提取，应能得到时间特征、季节特征、风速和风向的统计特征等； 

e) 风力发电数据应进行归一化或标准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间应不存在尺度和幅度的差异等问

题； 

f) 风力发电数据应进行聚合处理，处理后的数据应能满足不同预测模型的要求。 

4.2.3 风光发电特征分析 

风光联合功率预测需要对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数据进行特征分析，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a) 进行风光发电相关性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应考虑季节性的影响，构建风光联合出力 Copula 模

型； 

b) 基于风光发电相关性分析的结果，确定风力和光伏发电的季节性和年度变化模式； 

c) 风光数据应进行数据清洗，清洗后的数据应筛选大部分异常值，且满足 Copula 模型范围需求； 

d) 应考虑使用插值技术、回归模型等方法进行风光数据填补，应能确保填补后的数据满足 Copula

模型的要求； 

e) Copula 模型选择和参数估计，应能基于风光数据特点选择适合的 Copula 模型，并确定其参数

估计方法； 

f) 应讨论风光联合预测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因素。考虑引入不确定性分析方法、考虑不同

的风力和光伏发电场景、评估预测误差的可靠性等内容。 

4.3 分析管理 

4.3.1 数据统计 

应对历史出力数据进行统计，主要功能为： 
a) 能对分布式低压光伏电站进行聚类处理； 

b) 能对历史功率数据进行统计，内容应包括数据完整性统计、频率分布统计、变化率统计等； 

c) 应能对历史辐射数据、历史测风数据、数值天气预报数据进行统计，内容包括完整性统计、

风速频率分布统计、风向频率统计、辐射分布统计等； 

d) 应能对新能源电场运行参数进行统计，内容包括发电功率、有效发电时间、电站实际投入容

量、最大出力及其发生时间、利用小时数及平均负荷率等。 

4.3.2 相关性检验 

相关性检验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能对历史功率数据，辐射数据和数值天气预报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 

b) 能对相邻光伏电站的功率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对异常数据进行标识。 

4.3.3 误差统计 

误差统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能对任意时段的预测结果进行误差统计； 

b) 应能对各新能源电场上报的预测曲线进行误差统计； 

c) 误差统计指标至少应包括均方根误差、平均绝对误差、最大预测误差等。 

4.3.4 预测评价指标 

功率预测结果评价是评价预测功率与实际功率的偏离程度，可以科学有效地评价光伏发电功率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