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借助任何网络来主导 , 智能 电网 和能源 网就能够统
一
存

在
[

2
1

。 在互联能源网 中 , 通过应用能源转换器 , 各种能源

不需要经过电 网就可 以在物理上进行连接和交互 。 未来

D G 会高度渗透 , 将来还可 以通过 D G 来转换各种 能源 ,

这也意味着智能电网 的统治力被削弱了 。

和智能 电网相似 , 互联能源网也是以专用网络为主 ,

略微不 同的是 , 智 能电 网 的专用 网络是通用于能源网 的 。

将云计算 、 大数据等技术引 用之后 , 利用计算机平台 和资

源 , 来统
一
管理不同形式 的能源 , 协调不 同能源之间的供

需平衡 , 保障了能源系统的安全 、 稳定运行 , 并且提高 了

资源的利 用效率 。
互联 网能源网 的融合形态如图 2 所示

。

1
. 3 互联 网 + 能源 网

目 前 , 互联 网 的发展十分迅速 , 在很 多传统行业中 ,

互联网技术 已经渗透到生产和经营过程中 了 , 形成了
“

互

联 网 +
”

技术模式
[

3
]

。 在互联网 和能源网 的融合 中 , 传统

的能源行业因 为应用 了互联网被完全颠覆 , 新的技术革命

正在逐渐进行 ,
也给商业模式的创新带来个非常多的可能 ?

在此模式中 , 互联 网 中有多个决策主体 , 通过不同决

1 智能电网和能源网的融合模式

智能 电网 和能源网 的融合从狭义上说 , 是指能源传输

网络的融合 , 通过融合
,
可以改变能源输出的模式

1
1

]

。 从

广义上看 , 它也是
一
个建设能源系统的过程 。 智能 电网和

能源 网融合过程中 会涉及到三个网络
,

三个 网络是三个行

业的力量代表 , 即 电力行业 、互联网行业和其他能源行业 。

三个行业之间进行博弈的结果会影响到今后的融合发展方

向 , 从不 同行业的角 度看 , 主要分为三种融合模式 , 分别

是
“

智能 电网 2 . 0

”

、

“

互联网 + 能源 网
”

和
“

互联能源网
”

。

1
. 1 智能电 网 2 . 0

智能 电网有着互动 、 自愈 、 更高的安全 以及更高的

经济效益 的特点 , 并且兼容接人了分布式能源 。
可 以说是

一
项融合 了多种高科技技术的现代化通信技术 ,

自动化程

度更高 , 反映速度也更加的灵活方便 。 在智能电网 2 . 0 中
,

电力行业在博弈中 占据了优势地位
, 智能电网作为主体将

三者进行 了融合 , 融合后形成的 电网 即为智能电网 2 . 0
。

就物理融合这
一
角度而言 , 能源的利 用表现出 了多种

特征 : 从微观角度看 , 设立了 微电 网单元 , 可以更好地适

应 D G 的接人 ,
并且区域能源还能实现 自 治 ; 宏观上

, 以

高压交流或者是直流大电 网作为主干网架 , 连接 了不同 的

区域电 网
,

电网之间进行优势互补 , 能源的利 用率更高 。

现阶段 , 传统化石能源在逐渐减少 , 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可

再生能源 , 新时代 ,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导能源 , 并且转

化成电能再进行传输 , 这也就意味着 , 传统形式的能源将

不再是唯
一
可 以利用的

一
种能源类型 。

就信息融合这一角度 而言
,
智能 电网 2 . 0 拥有专门 的

通信网络
,
同时实现了将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互联 网技术进

行有效融合的 目 的 。 通过量测体系和其强大的通信计算能

力
, 新融合的网络弹性更高 , 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高效性

得以保障
。 智能 电网 2 . 0 的框架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

1 . 2 互联能源网

在融合网 中 , 智能电网和能源网是平等主体时 , 互联

能源网就产生了 。 在互联能源 网 中 ,
智能 电网 和能源网是

共存的 , 趋 向 中心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 ,
这也表明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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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互联能源网框架示意图

策主体 的博弈最终形成 了物理网络 , 这些能源供应商也纷

纷进行改革创新 ,
运用很多新的商业模式来吸引用 户 , 建

立了很多新的能源供应源 , 也推动 了能源传输通道的建

设
。
融合 的方式也不再单一 , 趋 向于多元化 。

这种模式的信息网络是 以互联网 为主的 , 可以满足不

同 决策主体 的信息需求 。 在互联网 + 能源 网下 , 能源供

应商的信息 以及能源的价格和交易准则都会放到互联网平

台上进行共享 ,
进行 自 由 的交易 。 互联网 + 能源 网 的融

合网 络形态如 图 3 所示 。

图 4 三种融合模式的技术路线

问题 ,
提高系统设备的利用率 ,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 第二

个就是 能源转换技术 , 智能电 网和能源网 进行融合需要通

过能源转换器来实现 ; 第三个就是能源传输技术 ,
这项技

术也受制于技术水平和经济成本的限制 , 在这其中 , 传输

效率是
一
个关键的指标 。 近些年来 , 电能的传输技术不 断

发展
,
推动 了融合网 络的形成 。

3 . 2 不 同融合模式的应用场景

对于不 同融合模式来说 ,
关键技术的约束只是其 中 的

客观约束之
一

, 在应用场景中 , 还要考虑主观因 素的影响

和地域环境等 。 目 前 电能在传输效率上还有优势 , 所以 ,

在能源市场的管制较强 , 智能 电网 2 . 0 模式适合在那些地

域辽阔 、 电 网基础设施完善以及符合和能源资源分配不均

匀的地域 ; 能源互联 网模式适用于
一
次能源资源丰富 、

地

域狭小的 区域 , 可 以实现能源 的综合利用 。 互联 网 + 能

源网则适用于各类互联网设施较为健全的大中型城市 , 在

这样的条件下 , 市场相对更为 活跃 ,

“

互联网 +
”

这一商

业模式也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更多商机 , 城市在发展经济

的过程中 , 可以利用这
一
优势实现能源行业的转型升级 。

2 融合模式的异同

虽然智 能电 网和能源网融合有不 同 的融合模式 , 但是

有着共 同 的 目 标 , 就是通过互联网 技 术来实现能源的高

效 、 便捷的利 用 。 所有的融合形态都会形成信息物理融合

系统 。 智能 电 网 2 . 0
、 互联网 + 能源网 和互联能源网三种

融合模式的技术路线图如 图 4 所示 。

3 融合模式的形成约束和应用场景

3 .
1 关键技术约束

第
一
个就是能源储存技术 , 储能技术可以有效地平滑

负荷 , 解决在可再生能源发 电 中的间歇性和随机波动性的

4 结束语

目 前 ,
传统化能源在逐渐减少 , 能源的利用方式正在

发生变革 ,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逐渐利用 , 为智能电网 和

能源网相结合提供了可能 。 融合的模式分为三种 ,
分别是

智 能电 网 2 . 0
、 互联网 + 能源网 和互联能源 网 。 不 同 的融

合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和地区 , 分布格局表现 出时空的

差异性 , 依赖于技术的发展和政策导向 , 还受到 不同地域

的环境资源的制约 。
通过将智能电 网和 能源 网进行融合 ,

提高我 国的能源利用率 , 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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