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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前期现场考察要点探讨
文 | 郭艳丽，邢涛，王帅

风电场工程前期工作包括风能资

源评估、风电场工程规划、预可行性研

究、可行性研究工作等。风电场前期现

场考察旨在为测风选址、宏观选址、项

目遴选、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阶

段提供基础性的参考依据，重点对场区

的风能资源、开发条件、开发方案等进

行现场踏勘。它对风电项目的合理性开

发、前期基础性研究、投资价值最大化

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性作用。本文主要

针对如何高效顺利地完成风电场前期现

场考察任务而展开，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风电场前期现场考察要点。

准备工作

考察前准备工作是考察人员高效

完成考察任务的前提条件，根据考察

任务的不同略有不同，主要内容有：

一、取得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的

支持与配合

开发单位应与发改委（局）、市

（县）政府、国土部门、林业部门、

电网公司等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

取得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的支持及配

合，为顺利开展风电场考察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开发单位首先要向相关

政府部门和单位收集必备资料，为后

期取得省/地方发展改革委员会同意开

展前期工作的批复做好准备。

二、梳理资料并初定考察内容

考察前需尽可能收集并梳理的

资料主要有风电场区域示意图及范围

坐标，总体规划报告，电网规划图，

地形图、土地利用规划图（耕地、林

地、农田），或存在的自然林、旅

游、文物等保护区（核心区、缓冲

区）的坐标范围，以及风电场区域内

有无军事设施、压矿、村庄、坟地，

用地是否可能涉及两个县级及两个以

上的行政区，有无与建设风电场冲突

的项目等敏感性因素。

结合梳理的资料，明确风电区

域位置、范围以及风电场范围内及周

围区域的地形、地貌。提前在地形图

上将预选出的升压站、初步风电机组

排布、道路、线路、临建及敏感因素

点等位置粗略标注出来，根据标注情

况，实地考察，判断分析相应预选位

置的可用性、可行性。

三、拟定多个考察路线

我国风电场地形复杂，在平原、

丘陵、山地、高原上均有分布，但多

数风电场处于偏僻地区，路况较复

杂；有的风电场在谷歌地图或地形图

上标示有路，实地踏勘时可能会遇到

受山体滑坡、泥石流自然灾害影响或

其他原因的封路情况致使考察道路无

法通行；有的道路不仅崎岖难行，甚

至需要考察人员斩荆披棘踏出一条新

“路”。因此在考察前，面对路况复

杂的风电场，建议考察人员提前通过

谷歌地图或地形图上制定两个或以上

的考察路线，以便应对无法预料的突

发情况，提高现场考察工作效率。如

考察路线拟定为：气象站－政府部

表1  需政府部门和单位支持与配合的主要收资内容

序号 收资部门 收集内容

1 发改委（局） 能源规划报告、新能源规划报告、风电规划报告

2 国土部门 风电场所处区域 1:10000 或 1:50000 地形图、土地利用规划图等

3 气象部门 风电场区域常规气象站和长期测风站盛行风向、风速等风能资料

4 电网公司 当地电网发展规划报告、电网规划图、电网地理接线图

5 环保局 自然保护区范围、国家保护物种地等环境敏感点分布图

6 林业局 林地保护资料及规划

7 旅游局、文物局 风电场区域旅游保护资料及规划，文物范围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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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现场－临近风电场－接入站，或

者政府部门－气象站－接入站－临建

风电场－现场。

四、考察人员准备到位、所需设

备调试就位

由于现场具体情况不明，不能预

料到考察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考察

人员应提前对自身的装备做好准备。建

议准备药品、食物、水、雨伞等防护物

品，在着装上，也应穿类似于冲锋衣、

登山鞋等方便舒适的服装。

为以防万一，出发前需对各个

设备调试无误、准备就绪。主要设备

有GPS、罗盘、手持测风仪、相机、

对讲机等。GPS可根据掌握的坐标情

况定位到具体位置，而且每到一个考

察点，需随时利用GPS定位打点；罗

盘在考察时用来辨别方位，防止迷路

情况发生；手持测风仪检验当地风况

情况；相机可对选点位置及周围环境

进行拍照记录。考察时随时记录每个

考察点的路由轨迹、地形地貌变化及

植被情况等，并尽量保持手机畅通，

对信号差的地区，还需随身携带对讲

机，方便考察人员随时沟通。

风电场区域内考察内容

在风电场“内业”工作准备完成

后，已具备进入现场考察的条件，考察

人员应对在谷歌地图和地形图上看不清

楚的区域及特殊的区域进行重点考察。

风电场区域内考察的主要内容有：

一、交通运输条件

考察队伍进入风电区域，首先

映入眼帘的便是风电场的交通运输条

件，考察人员应详细记录场址周围公

路、铁路、港口等交通运输条件，如

记录沿途的道路等级（国道、省道、

县道或是乡道）、宽度及路面结构

等，判断是否能满足风电机组、施工

机械、吊装设备等设备及材料的进场

要求。

结合现场情况初步确定进场道

路引接处位置，确定施工道路（检修

道路）是采用新建道路方案或是可引

用场内的现有道路进行扩建，减少施

工期及造价。以及确定现有道路的转

弯半径是否满足风电机组运输要求等

内容。

二、测风塔

风电场内测风塔能为将来风电

场的投资建设提供第一手风能资料，

是判断风能资源的依据。在塔体不同

高度处安装有风速计、风向标以及温

度、气压等监测设备。可全天候不间

断地对场址风力情况进行观测。

不同风电区域内，应根据风电

场规模及面积初步确定竖立测风塔个

数。测风塔位置应尽可能代表大部分

区域情况，与将来风电机组位置具有

相似的风况、地形特征、高程和地表

植被。它既不能选在风场区域的较高

处也不能选择较低的位置，测风塔附

近应相对空旷，无高大建筑物、树木

等障碍物。

对于场内已立好测风塔的，则应

重点考察测风塔的位置、代表性、各

层测风仪器运行及安装情况，对于竖

立较长时间的测风塔还应检验仪器的

标定。还需记录测风塔的形式、选用

的测风仪器，高度及传感器方向，测

风仪器周围地形走势是否开阔，10米

处测风设备是否有遮挡等，来判断测

图1 不同风电场场内现有道路情况

图2 滁州市某风电场进场道路 图3 平遥县某测风塔周边地形地
貌及植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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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塔具备风电场风能资源状况的代表

性程度。

三、地形地貌及植被情况

风电场内的地形地貌及植被情况

不仅影响到风电机组布置、升压站、

道路、集电线路方案，对风电场建设

期施工条件、施工组织方案、工程造

价、投产期并网发电量等都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

现场考察人员应初步掌握地形

地貌及植被情况，避开灾害性地貌，

对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应对措

施。对植被情况应记录植被种类、生

长进度等，地形粗糙度对发电量的影

响有初步的估算。不同的地形地貌及

植被，对风电场建设条件影响深度不

一，可综合考虑现场条件对平整场

地、挖填土石方等施工综合单价的影

响，进而影响到建设投资总体造价水

平的估算。

四、拟定升压站位置

升压站是风电场内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变电升压的枢纽中心。前期考

察工作中，可结合电网规划资料、风

电场长期规划容量、交通运输条件、

自然环境条件等现场考察情况，初步

拟定风电场升压站位置。风电场升压

站位置无须局限于一个方案，前期可

考虑初定多个升压站位置，以便后期

发生不可预料的变数，及时优选出有

利位置。

现场考察时升压站位置选用考虑

的主要因素有：

（1）交通、生产、生活相对便利

区域，有利于施工的设备材料、大型设

备的运输并可减少进站道路投资，有利

于生产、生活用水用电的引接等。

（2）应具有适宜的地质、地形条

件，避开滑坡、溶洞、明暗河塘、岸

边冲刷区、塌陷区和发震断裂地带等

不良地质构造，避开易发生滚石、泥

石流的地段。 

（3）避让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

区、军事设施区、矿藏区、旅游区、

村庄、坟地等敏感性因素区域。不占

用基本农田，尽量利用荒地；还应注

意尽量避免或减少破坏林木和环境自

然地貌。

（4）综合考虑场内集电线路走

向，接入及送出的线路长度，场内避

免架空线路相互交叉跨越。

（5）考虑临近设施、周围环境的

相互影响和协调。避免海拔过高或过

低，不利于站区防雷及防水。

五、地质条件

地质条件中褶皱、断层、节理

构造的分布和特征、地质构造对地震

等灾害具有控制作用，因而对风电场

的安全稳定、沉降变形等具有重要意

义；而滑坡、崩塌、岩溶、泥石流、

风沙移动、河流冲刷与沉积对评价风

电场建筑物的稳定性和预测工程地质

条件变化的意义重大。

风电机组布置、升压站、道路、

集电线路方案均需结合现场地质条件

确定，应尽量选择地层结构简单、地

震烈度小、工程及水文地质条件较

好、土质均匀的位置。避开不良地质

条件。

六、施工用水、用电及临建

考察风电场区域内或附近是否有

条件便利的可引接用水、用电资源，

根据现场情况对用水、用电方案进行

对比优选。对于可利用接引的方案，

考察人员应确定施工用水、用电接引

距离。对于无可引接的用水、用电方

案，可结合现场考虑选用打井取水或

车辆运水，施工电源等方案。

临建指的是为风电场主体工程服

务的建筑及其它设施，即临时施工场

地，如现场办公用房，临时住宿、工

棚、加工厂、道路等，现场考察时应

综合考虑施工用水、用电，升压站位

置、道路、线路走向、地形地势、周

围环境等条件确定临建的位置。

七、集电线路的确定

风电场集电线路有架空线、电

缆、电缆架空线混合三种接线方式，

集电线路方案根据风电场场址所在位

置、场址地势起伏情况、平均海拔高

度、环境温度、工程区地质条件等现

场实际条件对集电线路方案进行确

定。并结合现场地形地貌整体走势、

升压站布置及尽可能控制造价的情况

下，确定集电线路大致走向，避免与

场内已有集电线路交叉。风电机组、

升压站布置时还应与场内已有的集电

线路保持安全距离。

八、其他

每个风电场都有其独特性，考察

图4 某风电场开发前期地形地貌情况

图5 宁夏某风电场微观选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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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也不尽相同，对于不同的风电场

还应对可能存在的自然林、旅游、文

物等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军

事设施、压矿、涉及两个县级及两个

以上的行政区、与建设风电场冲突的

项目等进行考察。

风电场场址外考察内容

一、气象站

气象站的考察对于整个风电场

建设是重要的一环，选取合适的气象

参证站，才能准确地反映出整个场区

的风能资源条件，从气象站获取的资

料可用于对测风数据的处理、资源条

件的分析、风电场各项风能要素的确

定、分析拟建场区的特殊气候影响

等，在风电场前期工作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收集与拟建场区距离最近的气

象站相关气象资料，对于地形特别复

杂的地区，尽可能收集多个气象站资

料。考察气象站类型（国家基准气象

站、国家基本气象站、国家一般气象

站、一般站），是否有迁站及仪器更

换记录，记录其选用仪器型号、是否

经过标定、常年盛行风向，海拔高

度，收集气象站基本参数、人工站及

自动站资料、与风电场现场实测数据

同期的数据、多年平均风速、灾害性

天气记录等，同时要观察气象站周边

环境，确定其周围是否有遮挡，以判

断对测风数据的影响度及参证站的代

表性。

二、接入站

投资建设一个完整的风电场，考

虑发电送出的问题，拟接入站的实地

考察也极其重要，需对拟接入站的容

量、负荷、运行情况、调度等进行实

地考察论证，确定其是否预留本风电

场的间隔或是否具备扩建的条件，能

否保证风电场满足并网条件，是否存

在限电情况，如有必要，还需考察接

入站的上一级变电站，确保拟建风电

场能够接得上、送得出。

三、临近风电场

若风电场临近有已建的风电场，

可了解相邻风电场的风能数据、风电

场运行情况，搜集临近风电场可借鉴

相关问题。另需考虑相邻风电场之间

相互影响对发电量的折减。

需参考现场考察资料阶段

风电场整个寿命周期即从有投

资意向到投资终结的全过程分为多个

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么风

电场的哪些阶段需结合现场考察工作

判断分析风电场的整体情况呢？在测

风、宏观选址、规划、项目遴选、预

可、可研、相关专题报告、支持性文

件批复、项目评审、微观选址、尽职

调查、可研修编、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等多个阶段开展工作时均需部分

或全部借鉴现场考察收集的资料。

结语

风电场前期工作是风电场建设的

重要基础，是加快风电发展的重要条

件。风电场前期现场考察为风电场前

期工作提供更加直观、准确、有效的

参考依据。本文主要介绍了前期现场

考察的要点工作，对考察人员如何高

效顺利地完成风电场前期现场考察任

务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计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图6 气象站

摄影：郭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