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项目基本信息 

序号 
申报

奖种 

项目 

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提名专家 

（工作单

位） 

项目简介（关键技术与创新点、论文专著专利等知识产权情况） 

1 

甘肃

省科

技进

步奖 

 

一等

奖 

大型

风电

场风

能资

源高

效开

发利

用关

键技

术及

应用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

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

能源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

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南方科技大学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

彭怀午 

高晓清 

刘  玮 

韩  毅 

尚海兴 

韩晓亮 

赵  勇 

程  瑜 

魏忠平 

万敏平 

陈伯龙 

蒋盈沙 

马高生 

张日葵 

陈十一 

（宁波东

方理工大

学） 

朱彤 

（北京大

学） 

项目针对大型风电场大气流动多时空尺度效应不清、场址宏观布

局与微观选址合理性不足、运行效率不优等关键技术难题，开展 “产

-学-研-用”协同攻关，系统突破了湍流多场景模拟、尾流多尺度耦合、

风能资源精细化评估、风电场群智能布局、空地协同微观选址、运行

能效后评价等一系列“卡脖子”技术，研发了自主知识产权的风电场

资源评估-规划设计-能效优化一体化仿真云平台，形成了覆盖风能开

发全生命周期的核心技术体系。 

项目成果已在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甘肃陇东千万千瓦

级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等多个大型风电场的建设和运行中应用推

广，授权发明专利 14件，其他各类知识产权成果近 50项。 

技术创新点 1.发展了湍流多场景模拟优化方法，阐明了复杂下垫

面大气流场特征，揭示了大型风电场尾流多尺度耦合机制，建立了大

型风电场风能利用基础理论。 

技术创新点 2.提出了融合风能资源精细化评估、场群布局尾流范



限公司 

兰州理工大学 

深圳十沣科技有限

公司 

杨丽薇 围计算、空地协同智能微观选址的大型风电场一体化规划设计技术，

创新了“资源-气象-选址-能效”耦合下的风电场宏、微观优化布局规

划设计模式。 

技术创新点 3.集成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能资源精细化评

估与风电场优化选址仿真云平台，构建了融合机舱激光雷达数据与

SCADA 运行数据的多尺度风电场后评价模型，形成了覆盖大型风电场

前期资源评估、规划设计、运行优化和后评价等全生命周期风能高效

开发利用关键技术体系。 

项目研究过程中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14项，软件著作权 2项，工法

1项。编制行业标准 3部，出版技术专著 1部，发表科技论文 19篇。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彭怀午 1 
正高级工

程师 

中国电建集团

西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总负责人，负责技术把关、方案策划、技术路线制定等。提出了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宏

观布局、微观选址、运行后评价的整体创新方案与创新技术，提出风资源精细化评估技术，

制定了风电场规划设计原则与优化技术，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能资源精细化评估

与风电场优化选址仿真云平台等。授权多项发明专利与软件著作权，发表科技论文进行学

术交流、推广，牵头完成本科技成果评价。对主要研究成果及创新点1、2、3做出了重要

贡献。 

高晓清 2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

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 

课题技术方案决策、理论研究负责人，负责制定项目研究大纲、分析方案和优化实施。阐

明了大型风电场建成后对风能资源的影响机理，阐明了大气湍流稳定度对风力机尾流的影

响，提出了大型风电场群布局间距的理论模型，构建了风电场群优化布局新方法，获得了

甘肃省高分辨率风能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明晰了酒泉地区风能资源的开发优势度。对主

要研究成果及创新点1、2、3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  玮 3 
正高级工

程师 

中国电建集团

西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风能资源评估技术创新及应用示范推进负责人。对实地测风数据测量分析、风资源综合评

估、场群尾流干涉模型、风电机组微观选址优化等关键技术攻关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提出

了基于最优能效原则下的大型风电基地场址集群的规划布局方案，主导研究成果的工程转

化应用。对主要研究成果及创新点2、3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  毅 4 
高级工程

师 

中国电建集团

西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高精度数值模拟与仿真优化云平台开发负责人，参与项目大纲编写、技术路线研究制定、

方案策划等工作。攻关完成风电场数值模拟中复杂地形计算域侧向、入流边界条件构建，

大气湍流模式的数值离散格式优化与精确度改善，场区资源风况与发电能效综合评估校

验，风电场尾流损失实时计算方法，参与软件平台流场可视化功能开发。对主要研究成果

及创新点1、2、3做出了重要贡献。 



尚海兴 5 
正高级工

程师 

中国电建集团

西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智能化微观选址技术负责人，参与项目大纲编写、技术路线研究制定、方案策划等工作。

构建了风电场“空地协同”三维智能微观选址技术体系，攻克了广域复杂地形区尾流损失

动态耦合与微观选址多专业协同效率优化难题。提出了基于三维地理场景的“发电量-地

形”参数自适应耦合方法；基于“免像控无人机测控与三维场景智能选址”双引擎技术架

构，实现了无人机高精度远程微观选址确认。对创新点2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晓亮 6 
正高级工

程师 

内蒙古电力勘

测设计院有限

责任公司 

平坦地形微观选址研究专题负责人，参与技术路线研究制定、方案策划等工作。创新了季

风气候明显区域的平坦地形风力发电机组优化布置方法，破解大型风电场快速优化布置难

题。针对本项目授权发明专利2项，对主要研究成果及创新点2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  勇 7 
正高级工

程师 

西安热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 

风电场数值模拟专题负责人，对复杂地形风场数值模拟中，计算域入口驱动条件的多解析

度湍流迭代生成、速度-压力耦合侧向边界条件的重构进行了指导开发，实现了对数值稳

定性和精确性的兼顾；同时，对在役风电场资源复核、功率预测提出了建设性的研究思路

和方案，并为软件开发提供工程测试案例及数据。对创新点2、3做出了重要贡献。 

程  瑜 8 工程师 

中国华能集团

清洁能源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

司 

运行后评价专题负责人，通过融合机舱激光雷达实测数据、数值模拟结果与SCADA运行

数据，构建了多尺度联动的风资源动态评估模型，开发了基于风力机尾流模型优化的风电

场优化调度方法，更加准确地对风电场中的尾流效应进行建模，显著提高了风电场的功率

预测精度以及尾流控制策略的可靠性。对创新点2、3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忠平 9 
高级工程

师 

华能甘肃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示范工程建设专题负责人，参与技术路线研究制定、方案策划、项目现场实施等工作。将

项目成果应用于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甘肃陇东千万千瓦级综合能源基地等，实

现了研发技术的成功应用并参与构建运行后评价技术体系。对创新点2、3做出了重要贡献。 

万敏平 10 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风能高效利用理论研究专题负责人，开展适应于风电场资源评估场景的计算流体力学理论

研究、先进湍流模型算法优化、负责致动盘、致动面等风机尾流模型的算法实现，以适应

复杂风场风机阵列精细数值仿真的技术需要，提高了大基地尾流计算准确度，开发高效准

确的数值求解算法。对创新点1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伯龙 11 
高级工程

师 

中国科学院西

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 

风电场群宏观优化布局专题负责人，参与技术路线研究制定、方案策划等工作。提出了大

型风电场群布局间距的理论模型，构建了风电场群优化布局新方法。针对本项目授权发明

专利1项，发表科技论文4篇，对创新点1、2、3做出了重要贡献。 

蒋盈沙 12 
高级工程

师 

中国电建集团

西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基于气象站观测日最大风速，利用百分位法分析源发性沙尘暴的风

速特征建立了沙尘极端大风评价指标，结合雷暴和台风极端大风相关研究，形成极端大风

天气系统评价体系。分析总结了过去50年间我国三种极端大风事件的出现规律，为大型风

电场在极端天气下的风资源评估以及极端天气的预报预警提供理论及技术支撑。对创新点

2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高生 13 副教授 兰州理工大学 

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提出大涡模拟-离散元耦合模型，创新性地引入实测风场脉动数据

作为边界条件，实现双向流固耦合计算。突破传统稳态风场的局限，首次量化湍流强度、

沙粒粒径与时空响应的非线性关系，揭示贴地层剪切湍流对风沙流的输沙强度和饱和长度

的调制机制。对创新点1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日葵 14 
高级工程

师 

深圳十沣科技

有限公司 

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基于团队自主开发的先进通用流体动力学仿真软件，开发适用于各

类地形地貌环境与热稳定性特征的大型风电基地风资源数值模拟软件；研究风机塔筒高低

混排对风机阵列尾流扩散特性的影响规律，提出适用于沙戈荒大型风电基地风机阵列布置

优化策略，实现风电场整体出力与年发电量最大化。对创新点2、3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丽薇 15 
高级工程

师 

中国科学院西

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 

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分析甘肃省桥东风电场尾流对风速的影响，提出该场区单机实

际/理论出力比与全场风资源利用率的差异规律，为布局优化提供依据。参与构建出力比

评估框架，验证“上游至下游递减、中心弱于两侧”的空间分布特征，推动复杂地形风电

场的微观选址策略优化。对创新点1、3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