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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沿海地 区位于北部湾北部
,

有两市

(北海和钦州 )
、

两县 (合浦和防城 )和一港

(防城港区 )
.

沿海地区的农业人 口约 占总

人口的80 肠
。

水利保灌面积很少
,

仅占耕地

面积 的 1 / 3 稍多
,

年发电量约 1 亿度
,

其中

火力发电和水力发 电各半
;
煤炭年生产能力

约n 万吨
。

由此可见地方能源结构单一
,

供

求矛盾突出
。

从气候角度看
,

广西沿海属 季 风 气候

区
,

冬夏季风显著
。

冬半年
,

沿海一带位于

大陆冷高压南面
,

盛行北到 东 北 风
,

风 力

大
、

风时长且风向稳定
;

夏半年常处在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西侧
,

盛行南到东南风
,

阵风

多
、

风力强
,

但持续时间短且风向多变
。

平

均风速年变化曲线呈两峰两谷现象
,

主峰在

12 月至次年 1 月
,

次峰在 7 月
;

两谷分别出

现在4一5月和 8 月
。

风速 日变化明显且较有

规律
,

呈单峰
,

单谷型
,

日风速最大值出现在

1 1一1 2时
;

最小值出现在 2 8一 2 1时
。

一
、

站位选择和数据处理

本文收集了广西沿海12 个气象台 (站 )

的风速数据 (图 l)
。

截 至 1 9 8 3年12 月
,

分别

取5一10 个年周期的风速数据作为统计样本
。

为尽可能多地利用风的原始信息
,

在计

算风能时
,

通常需用每天 24 次 (逐时 ) 的观

测记录
。

但本文所收集到的风速观测记录有

两种
,

一是每天 4 ( 3 )
一

次定 时 (0 2
、

0 8
、

1 4
、

2 0时或0 8
、

工4
、

2 0时) 观测 所 得 之 风

速
,

取测点前 2 分钟的平均数作 为小时平均

值 (盐场气象站多为这种记录 )
;
二是每天

24 次的自记记录
,

取测点前 10 分钟的平均数

作为测点平均值
。

因此
,

这两者就有观测方

法和统计上的差异
。

为统一 标 准
,

便 于 对

后
p
计

图 1 站位分布图



比
,

本文对非 自记记录进行了订正
,

得到 由

最小二乘法导 出的经验公式为
:

介二爱:;
‘十“

’

9““ ’

{

了鱿:;
”+ “

’

”3 “ ’

}

( 1 )

( 2 )

式中
,

y为 自记平均风速
; 二 为定时观测平均

风速 ; r
为相关系数

,

下标 1 代表24 次与4次

的相关关系
; 下标 2 代表 24 次与 3 次的相关

关系
.

考虑到空气密度的影响
,

用下式计算

了空气密度川直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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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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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式中
,

t为气温 (℃ )
;
P为气 压 (h p a )

;

e
为绝对湿度 (h p幻

。

一秒钟内流 过 单 位

面积的风能
:

班一 与户
2

-
( 4 )

附称为风能密度 (瓦/ 米
’
)

,

犷为风速 (米/

秒 )
。

对有自记记录的测站
,

将逐时风速直接

分级统计
,

分级的标 准 为
: 0

.

0一 1
.

4米 / 秒

为 1 级
,

1
.

5一 2
.

4米/ 秒为 2 级
,

⋯⋯
,

19
.

5

一2 0
.

4米/ 秒为20 级
,

统计各等级风速出现的

累积小时数
,

然后用下式计算风能密度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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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N
‘

为第i级风速厂
‘

出现的 累 积 小时

数
;

N 为年 (月)总时数
。

本文把 3
.

5一20
.

4

米/ 秒的风速称为有效风速
,

把该风速 范 围

内算得的风能密度值 称 为 有 效 风 能 密 度

研
。 ,

计 算方法与 ( 5 ) 相仿
。

对定时观测所得的风数据
,

先用上述经

验公式将其订正为 10 分钟平均风速
,

然后采

用韦伯 (W
e ib tll 协

.

分布计算其风能值
。

对

于风速犷的韦伯分布
,

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

f(V ) = k/ C (不
厂

/ C )”
‘e x p 〔一 (厂/ C )

‘
〕

( 6 夕

式中
,

k为形状参数 (无量纲 )
;
C为尺度参

数 (有风速量纲 ) 本文用风速样本的平均

值 厂和标准差a
,

确定参数 k和 Cl 均值
。

采 用

直接统计和韦伯分布的方法
,

算出了沿海各

站的风能密度不
、

有效风能密度研和有效时

数 T
,

进而计算了有 效 风能 尸 (千瓦小时 /

米
’
)

,

它是有效风能密度与有效时数的乘积
。

二
、

结果与讨论

计算结果表 明
,

广西沿海的风能资源是

比较丰富的
。

大致分为三个 区域
,

第一个是

白龙尾半岛附近至钦州湾以西沿岸
,

该 区年

均有效风能值约为 1 0 00 千瓦小时/ 米
’ ,

最高

值在白龙尾附近
,

年均有效风能达 1 2 53 千瓦

小时/ 米
’ ;

第二个区域是涸洲岛及其近海
,

年均有效风能约为8 00 千瓦小 时/ 示
’ ;

第 三

个区域是合浦竹林盐场至铁 山港附近沿岸
,

年均有效风能约为50 0千瓦小 时/ 米
’

。

三 个

区域的年平均有效时数均在 4 0 00 小时以 上
,

年有效风速频率为50 肠左右
。

平均说来
,

冬

半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 ) 的能量值约占全年

值的 66 肠
。

风能的年变化与风速年变化的特征基本

一致
,

以白龙尾
、

涸洲岛和北海为例
,

三个站

的有效风能年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见图2 )
。

风能的日变化较有规律
,

并有 如 下 特 点
,

图2 有效风能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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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风能密度日变化

¹ 与一天中的平均风能相近的风能值出现在

清晨04 一05 时和傍晚18 时前 后 附 近
;

º 日

最大风能值出现在 n 一 12 时 ( 涸 州 岛 和 白

龙尾为 n 时 ;

北海为12 时 )
;

» 日最小风能

出现在夜间零时以前
。

这也许正是广西沿海

风场的特征之一
。

显然
,

若把 07 一 18 时看作

白天
,

把19 一06 时作为夜间
,

则白天的风能

多于夜间
,

图 3 绘出了三个站风能密度的日

变化曲线
.

三
、

广西沿海风能的

开发利用

1
.

广西沿海风能的经济效益

风能的利用途径很多
,

诸如风力发电

风力提水
、

风力助航等
。

但不管对于任何一

种风力机具
,

都必须首先考虑设计风 速厂
, ,

在这个风速下
,

风力机能达到额定的输出功

率
,

小于设计风速的能量不能被利用
,

大于设

计风速的大风能量将被调整或限制
,

使其只

能提供相当于设计风速的能量
。

由风力机具

的设计风速折扣后所得的能量值才是风力机

具的能量效益值
,

它是设计风速犷
;

的函数
。

有关能量设计的结果表明
,

广西沿海各

地风力机具的设训佩速应取不同的数值
,

一

般地说
,

犷
;

值应在8一10米 / 秒 之 间
,

即 在

白龙尾半岛附近
,

取V ;
为10 米/ 秒

;
涸洲 岛

及其附近
,

取厂
,

为 9 米/ 秒 ( 指 高 速 风 力

机 )
;

沿海盐 田取厂
,

为 8 米/ 秒较适宜
。

由本文所得的风能潜力计算结果
,

利用

文献 〔3 〕提出的计算公式
,

我们算出了部

分站点的风能经济效益值
。

结果表明
,

在白

龙尾附近
,

安装一台FD 一4型 ( 风轮直 径 为
4 米

,

下 同 ) 的风力发电机
,

塔高10 米
,

犷
,

取为10 米/ 秒
,

则一年可发电2 31 5度
;

在 涸

洲岛上安装一台同样型号的风力机 ( 低速机

组 )
,

塔高10 米
,

厂
,

取 为 8米/ 秒
,

则 一 年

可输出机械能1 8的马力小时 ; 在沿海一带盐

田
,

安装同样机 组 ( 低 速 )
,

若 塔 高 为 6

米
,

厂
,

取为8米/ 秒
,

提水 扬 程H 取 为 5 米

的话
,

则一年可提水23 6 40 立方米
。

可见
,

广西沿海风能的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

2
.

风能利用的可行性评价

目前
,

广西沿海工农业生产和生 活用电

主要靠西津电网以及地方的火电 和 水 电 供

给
,

在丰水期间
,

近期内西津电网尚可维持

目前的供给数量
;

若遇枯水 期
,

便 供 不 应

求
。

地方的火电厂 目前仅剩钦州一家
,

装机

容量 1
.

2万千瓦
,

由于成本高
,

电 费 贵 ( 需

从区外调进煤炭 )
,

故只能维持目前的生产

水平
;

水电方面
,

据估算
,

沿海地区河川水

力总装机容量约为 8 万千瓦
,

目前已开发利

用了40肠左右
,

余下部分多集中于落差小
、

河流平缓的滨海平原地 区
,

利用前景 已不乐

观 ;
煤炭生产能力也只能维持 目前水平

,

远

未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

安装小型风力机具的成本
,

目前每单位

千瓦约需2 500 一 3 0 00 元左右 (相当于钦州龙

门果子山潮汐电站的实际单位千瓦 投 资 成

本 )
,

相对于火力电站是显得高些
,

似乎不

合算
,

但若考虑到火力电站 ( 目前中小型火

电站的单位千瓦投资成本约6 00 元 ) 其 它 方

面的投资
,

如煤矿投资
、

铁路投资
、

环境保

护投资等
,

则成本至少翻番
,

达 1 20 0 元 左

右
,

如果考虑到诸如煤矿等常规能源 日益短

缺 以致枯竭
,

价格会上升以及随着科学技术

的进步
,

风力机具将不断改进 (下转第川页 )



、
和泥质的粉砂滩上

,

在 高
、

中
、

低 潮 区 都

有
,

适应能力比文蛤强
。

四角蛤与文蛤差不

多
。

根据贝类的生存特点
,

江苏省沿海的大

米草基本不与贝类的生存发生矛盾
,

当然
,

在江苏省南部个别岸段大米草生长至中潮位

附近的则产生一些影响
,

但矛盾并不突出
。

另外
,

可能是由于岸段淤 积 类 型 的差

别
,

在大丰县大米草滩调查蟹类的情况与在

启东县调查的情况有些差别
。

蟹类总数比邻

近的光滩有所减少
,

一般少20 一30 肠
口

但螃

蟆略有增多
,

可能是因这里饵料较多
,

更便

于穴居的缘故
。

( 3 ) 大术草甘 贝类资源影响 的争议

一般的说法
,

一些贝类 (如文蛤 ) 的仔

苗是附着在中高潮位附近粗糙的 滩 面上 发

育
,

随个体的增大而逐渐下移
。

一种观点认

为
,

大米草增加附苗率
,

并有丰富的饵料
,

自然有利于贝类的增殖
。

另一种观 点 则认

为
,

大米草正好破坏了贝类的附苗区
,

即使

可能提高附苗率
,

但成苗后
,

因 环 境 不 适

宜
,

死亡率大大增高
,

严重地影响了贝类的

增殖
,

因此
,

这些人对大米草的开发持怀疑

态度
。

但笔者认为
,

在江苏沿海附苗区并不

一定要依靠中高潮位附近的滩面
,

或者这种

附苗区的环境并不是影响贝类繁殖的主要因

素
.

因为
,

众多的辐射沙洲都为低而平坦的

粉砂滩 (如东沙 )
,

并没有上面所讲的那种

附苗区
,

与陆地间又隔着洋或大型的潮汐水

道
,

依靠潮流从陆地搬运的可能性极小
,

主

要靠自繁 自生
,

同样有大量的贝类 (特别是

文蛤 )
,

个大数多
,

说明上面提到的那种附

苗区的有无并不直接影响贝类的繁殖
。

沿海

调查表明
,

大米草生长带较高的
,

并没有 因

大米草的生长使贝类减少
,

有些 地 方 的 减

少
,

是 因肆意酷捕造成的
。

只要适当控制大

米草的生长高程
,

保护经济贝类资源是不成

问题的
。

3
、

结 语

大米草作为淤泥质海滩的先锋植被
,

在

稳定和弱淤的海滩有较好 的促淤效果
,

淤长

快的海滩效果不明显
。

它使一些生物资源增

加 的同时
,

也会使另一些生物资源相应地减

少
,

如控制其在中高潮位以上的 滩 面 上 生

长
,

可以减少二者之间的矛盾
,

使促淤保滩

和保护生物资源二者兼顾
。

大米草虽在江苏

省沿海取得了一些经济效益
,

但还需 总结经

验
,

用其所长
,

在沿海滩涂发挥越来越多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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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
,

成本可望下降等因素
,

再生能源的

利用显得更有生命力
。

广西沿海群众有利用风能 的 传 统
,

至

今
,

沿海尚有少量风车在运转
,

有关单位曾

试制出FD
一 3型风力发电机

。

目前
,

涸洲 岛

上仍有风力机组在试运转
,

已有一定的经验

和技术人材
。

沿海广大的渔农村中
,

有半数

左右的家庭还未能用上 电灯
。

可见
,

低速小

型风力机具定会受到分散边远的农家
,

尤其

是海岛群众的欢迎
。

另外
,

冬半年是风能的

丰富期
,

恰与枯水期对应
。

因此
,

科学地开

发利用广西沿海的风能资源
,

将会对其经济

建设起积极作用
。

结 论

广西沿海的风能潜力是一种值得重视的

资源优势
,

具有实际开发利用价值
。

同时必

须指出
,

局地风场特征有进一步研 究 的 必

要
,

尤其对拟选的风力机场址的风况特征
,

需进行更为详尽的调查和分析
。

(参考文献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