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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加剧，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各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优化

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可以提高新能源发电的利用率，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促进能源结构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针对于此本文首先对新能源发电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概述，随后说明了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构建

的意义及重要性，并针对实际预测模型应用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如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挑战和模型泛化能力的局限性以

及实时预测与计算资源的矛盾等，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策略。通过采用先进的数据采集技术和采用深度学习及迁移学

习技术等策略的实施，期望能为系能源发电模型更好应用提供帮助。

关  键  词  ：   人工智能；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

Power Prediction Model of New Energy Genera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 Shuanglong1 , Pei Zhichao1 , Li Qingxiang2 , Lai Yubin2 , Zhang Qian3 

1.Longyuan (Beijing) New Energy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36

2.Fujian Longyuan New Energy Co., LTD. Nanping, Fujian  353015

3.Hebei Longyuan New Energy Co., LTD. Shijiazhuang, Hebei  050899

Abstract   :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crisis,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ew ener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ergy strategy of various countries. Optimizing 

the power prediction of new energy generation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new energy generation,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fossil fuel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In this paper, first overview 

of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n illustrates the new energy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wer generation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ce, 

an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the actual prediction model application, such as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challeng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model generalization abil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al-time prediction and computing resources, put forward the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vanced data acquisition technology and deep learning and transfer learning 

technology,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better application of the energy gener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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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能源发电，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关键途径。然而，新能源发

电的间歇性和不确定性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挑战。准确预测新能源发电功率，对于提高电网调度的灵活性、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

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在处理大规模数据、识别复杂模式和预测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为

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能够从历史数据中学习并识别出影响发电功率的各种因素，如天气

条件、地理位置、设备特性等。通过这些算法，可以构建出高精度的预测模型，从而实现对新能源发电功率的准确预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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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能源发电的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新能源发

电技术正迅速发展。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

电方式因其清洁、可再生的特点，成为全球能源发展的重点。未

来技术进步将进一步提高新能源发电的效率和稳定性。例如太阳

能光伏技术正朝着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向发展，新型光伏材料如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正在被广泛研究。风力发电技术也在不断优

化，更大容量的风力发电机和更先进的叶片设计将提高风能的捕

获效率。其次储能技术的发展将解决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不稳

定性问题。随着电池技术，特别是锂离子电池和固态电池技术的

进步，储能成本将降低，储能容量将增加，这将有助于平衡电网

负荷，提高新能源发电的利用率 [2]。

二、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构建的
意义

（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

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构建具有深远的意

义，尤其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随

着全球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传统化石能源的日益枯竭，新能源

的开发和利用变得愈发重要。新能源发电，如风能和太阳能，具

有清洁、可再生的特点，但其发电功率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构建一个精准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

型显得尤为重要 [3]。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预测模型能够精准预

测新能源发电的功率输出。这不仅有助于减少能源浪费，还能显

著提升发电效率。例如在风力发电的过程中，风力发电设备的效

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速和风向的变化。工作人员通过预测模

型可以准确预测这些变化，从而提前调整风力发电机的叶片角

度，以最大化捕获风能。这种精准的调整不仅提高了风力发电的

效率，还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了维护成本。同样在太阳

能发电领域，预测模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太阳能发电的效率

受到天气变化和太阳辐射强度的影响。通过预测模型，工作人员

可以合理安排储能和供电策略，根据预测的天气和太阳辐射情

况，提前做好电力调度和储备工作。这不仅确保了电力供应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还能够在电力需求高峰时段提供充足的电力支

持，从而提高整个电网的运行效率 [4]。

（二）有助于促进新能源发电稳定性和可靠性提升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新能源发

电在电力系统中的比重逐渐增加。然而当下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

和不确定性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挑战。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

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构建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显著提升新能源发

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受天气条件影响较大，传统的预测方法

往往难以准确捕捉到复杂的气象变化对发电功率的影响。通过构

建基于人工智能的预测模型，可以利用历史数据和实时气象信

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光伏发电功率进行精准预测。

（三）支持电网调度优化与电力市场发展

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构建的意义不仅在

于提高发电效率和可靠性，还在于其对电网调度优化与电力市场

发展的支持。在电力市场中发电企业可以根据预测结果提前制定

售电策略，参与市场竞争。例如某太阳能发电企业通过人工智能

模型预测到未来一周的发电量将大幅增加，可以提前与用电大户

签订合同，锁定售电价格，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电力市

场中的交易商也可以利用这些预测信息，进行更准确的市场分析

和投资决策，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和透明度。

（四）助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

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而在新能源发电得到广泛

应用的当下，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构建的意

义，不仅体现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上，更深远地体现

在助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上。具体而言在发电的

过程中，一个准确的功率预测能够显著提高新能源发电的效率和

可靠性。使得工作人员通过预测模型可以提前预知发电量的变化

趋势，从而合理安排电网的调度和储能设备的使用，减少因发电

量波动导致的能源浪费和对电网的冲击。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对化

石燃料的依赖，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能够促进

能源结构的优化，为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提供有力支持 [5]。

三、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设计的
难点

（一）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挑战

尽管当下人工智能在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方面展现出巨大潜

力，但研究人员在相关预测模型的设计中仍面临诸多难点。其中

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挑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新能源发电，如风能

和太阳能受自然环境影响极大，数据波动性强采集到的数据往往

存在大量噪声和不确定性。这要求数据采集系统必须具备高精度

和高稳定性，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其次新能源发电数

据具有高维性和时间序列特性，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难以有效处

理这类数据，需要开发更为复杂和高效的算法来提取有用信息。

（二）模型泛化能力的局限性

在设计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时，模型的

泛化能力是一个关键的难点。泛化能力指的是模型在未见过的数

据上的预测表现，即模型能否准确预测未来或不同地点的发电功

率。新能源发电，如风能和太阳能，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包括天气条件、地理位置、设备特性等，这些因素在不同时间和

地点都有很大的变化性。例如太阳能发电功率预测模型需要考虑

太阳辐射强度、温度、云层覆盖、季节变化等因素。一个在特定

地区训练得到的模型可能在该地区具有良好的预测性能，但当迁

移到其他地区时，由于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差异，模型的预测

准确性可能会大幅下降。这是因为模型可能过度拟合了训练数据

中的特定模式，而没有捕捉到更普遍的规律 [6]。

（三）实时预测与计算资源的矛盾

当前研究人员在设计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

型时发现，模型应用中存在实时预测与计算资源的矛盾问题尤为

突出。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如如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在发电

的过程中，极其易受到天气、季节和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这就导致了基于新能源的发电功率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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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为了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模型需要实时处理大量数据，

并快速做出响应。然而实时预测对计算资源的要求极高，尤其是

在大规模新能源发电系统中，数据量庞大，计算复杂度高，这对

现有的计算资源提出了巨大挑战。

（四）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管理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展，但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新能源发电，如风能和太

阳能，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如风速、云层遮挡等，这些因素的

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发电功率预测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人

工智能模型虽然能够通过历史数据学习和模式识别来提高预测准

确性，但其预测结果仍然难以完全摆脱不确定性。

四、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设计的
优化策略

（一）采用先进的数据采集技术

采用先进的数据采集技术是构建高效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模

型的关键步骤。再实施的过程中，需要部署高精度的传感器网

络，这些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风速、风向、太阳辐射强度、温

度、湿度等环境参数。这些数据对于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尤为重

要，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发电效率。其次利用物联网技术将这些传

感器连接起来，确保数据能够实时传输到中央处理系统。物联网

技术的使用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同时降低延

迟，这对于实时预测模型至关重要 [7]。

（二）采用深度学习和迁移学习技术

随着近些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深度学习和迁

移学习在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在这一

技术的实际应当中吗，深度学习技术需要通过构建多层神经网络

模型，才能实现自动提取和学习数据中的复杂特征，这对于处理

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中的非线性问题尤为有效。其次迁移学习技

术在应用的过程中，还可以允许模型将在一个领域学到的知识应

用到另一个相关领域，这有助于减少工作人员在预测中对大量标

注数据的依赖。在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中，可以利用迁移学习将

预训练模型在大规模数据集上学习到的特征表示迁移到特定的发

电场景中 [8]。

（三）优化模型结构和算法

针对于实时预测与计算资源的矛盾问题，实施优化模型结构

是提高预测效率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优化模型结果的过程

中，研究人员可以在预测系统的设计时可以引入注意力机制，使

模型能够专注于对预测结果影响最大的输入特征，从而提高预测

精度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计算。与此同时算法优化也是提升模型

性能的重要途径。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在训练时采用更高效的

优化算法，如 AdamW或 Ranger，这些算法结合了自适应学习率

和权重衰减，能够加快收敛速度并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 [9]。

（四）引入专家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

在当前的时代发展需求之下，有关部门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能

源发电功率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引入专家系统和决策支持

系统成为优化策略的关键一环。这是因为专家系统的应用能够模拟

人类专家的决策过程，通过知识库和推理机制来解决特定领域的问

题。在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中，专家系统可以整合历史数据、气象

信息、设备状态等多源信息，利用专家知识对模型进行指导和修

正，从而提高预测的精度。而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则侧重于为决策

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分析工具。在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中，DSS可以

集成多种预测模型和算法，通过交互式界面使用户能够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合适的预测策略。此外 DSS还可以提供预测结果的可视化展

示，帮助决策者直观理解预测结果和可能的风险 [10]。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

采用先进的数据采集技术、深度学习和迁移学习技术、优化模型

结构和算法以及引入专家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等策略，可以显著

提高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未来的研究应继续关注模型泛

化能力的提升，实时预测与计算资源矛盾的解决，以及预测结果

不确定性的管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人工智能在新能

源发电功率预测领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为新能源的高效

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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