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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容量配置方法

朱三立1,
 

卢继平1,
 

刘加林1,
 

葛锦锦2

(1.
 

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大学),
 

重庆市
 

400044;
 

2.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芜湖供电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
 

241000)

摘要:
 

为提高风储发电系统可持续运行能力,提出改进的风电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对该系统

的最优容量选取办法进行了研究。首先采用中值滤波法对特定风电场历史年风电功率数据进行分

解,根据风电场实际出力平稳分量与调度水平之间的功率差值制定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分频控

制策略;然后利用非参数估计计算满足给定风电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的系统最优功率交换水平。
定义储能系统可持续运行能力评价指标,并与考虑功率投资成本、能量投资成本和保障系统可持续

运行投资成本的综合经济学评价函数进行折中,计算系统最优能量交换水平。最后,以配备蒸汽直

冲式双螺杆膨胀发电系统的风电场为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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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力发电技术因具备良好的经济性、适应性和

环保性,在电力网络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升[1-4],但
又因其同时存在较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给电网

调度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5-6]。消除这些影响的有

效途 径 之 一,便 是 为 风 电 场 配 置 一 定 的 储 能 容

量[7-8]。按照储能形式的不同,现有的储能技术一般

可分为功率型储能和能量型储能,在实际应用当中,
这些储能技术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当

为大规模风电场选择最优的储能技术手段时,应至

少从抑制波动功率的能力和投资运行成本两个方面

加以考虑。例如,文献[9]提出的基于超级电容储能

的风电场功率调节系统就是一套典型的单纯依靠功

率型储能设备平抑风电场有功、无功功率波动,降低

风电并网对电网造成的冲击的控制系统。这类系统

响应迅速,控制简单,但仅仅适合于短时电力储能场

合。文献[10]提出的蓄电池与超级电容混合储能系

统则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这类系统借助能量型储

能设备弥补功率型储能设备能量密度较低的缺陷,
从而实现了对风电场有功输出的分频控制。文献

[11]提出一套含压缩空气储能的微网复合储能系

统,尝试将压缩空气储能、蓄电池储能和超级电容储

能相结合,有效地提高了微网运行的稳定性与可调

度性。但是,考虑到电池成本问题和控制难度,区域

风电场未必能够接受如文献[10]和文献[11]提出的

多元复合储能系统。因此,本文择优选取了文献

[12]提出的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phase-change
 

energy
 

storage
 

and
 

expander-generating
 

system,
PESES)作为研究对象,并且,通过实施电压外环—
流量内环“双环控制”策略[13],该系统可在一定程度

上摆脱对超级电容的依赖,独立承担瞬时功率调节

任务,既简化了系统结构,又进一步降低了投资

成本。
在确定了储能形式和控制策略之后,一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便是确定系统最优容量配置。文献[14]
提出基于正态分布的风电场储能容量估算法,通过

对比风电历史出力样本数据与电网调度数据值,运
用统计的方法分析样本区间内功率偏差值的正态分

布参数。该方法最终将储能容量限制在了风电场装

机容量的10%以内,保证了经济性和可行性,但没

有涉及具体的储能对象。文献[15]提出结合随机规

划和序贯蒙特卡洛模拟的风电场储能优化配置方

法,考虑了风电场全年的出力变化以及储能循环寿

命折损的影响,有效降低了风电场全年的弃风电量

和综合成本并提高了部分风电送出通道的利用率。
该方法虽然涉及锂电池储能本身,但并未深入研究

电池储能系统控制策略和运行特性,储能配置结果

还可以进一步优化。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改进的风电场相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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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膨胀发电系统控制思路和容量优化选取办法。基

于“弃风电场”风能利用率普遍较低这一客观事实,
探索建立新的风电场相变储能循环体系,通过新增

热功率送出通道省去了超级电容建设成本和运行成

本。基于风电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和储能可持续运

行能力评价指标对储能系统功率交换水平和能量交

换水平进行优化计算,既满足了电网调度对风电出

力平稳性的要求,又照顾到风电场对风电经济效益

的诉求,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容量配置方法。

1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运行与控制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可以认为是对压缩空气

储能的一种扩展应用。但不同于压缩空气储能以分

子势能(压力能)的形式传递能量,相变储能技术则

主要依靠相变潜热(内能)的形式进行能量交换。明

确相变储能系统运行特性,根据不同时间尺度下的

风电波动情况调整控制策略,对于优化选取系统容

量配置至关重要。
1.1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运行特性

图1所示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结构图。储

热工质吸收风电场过剩有功功率,热源进水与储热

工质热交换产生高温高压饱和蒸汽。当风电场出现

功率缺额时,具有一定温度、压强的饱和蒸汽以恒定

流速进入同轴相连的多级膨胀机组,驱动异步发电

机向风电场出口母线注入补偿功率。蒸汽作为循环

工质,冷凝后从蒸汽室Ⅰ回流至蒸汽室Ⅱ,蒸汽室Ⅰ
与蒸汽室Ⅱ状态互补,交替使用。在整个热力学进

程中,压力保证了蒸汽循环能够持续进行,相当于电

子元件的端压;蒸汽流量决定了输出功率的大小,相
当于电子元件的电流;相变潜热则代表了储能系统

可以提供的最大能量支撑,相当于电子元件的电荷

量。按照电能向内能,内能向机械能,机械能向电能

转化的能量正向传递顺序,相变储能系统可依次划

分为换热器子系统、蒸发器子系统、膨胀发电机子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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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结构图
Fig.1 Structure

 

of
 

PESES

  基于文献[16]给出的管壳式换热器性能指标,
储热工质吸收风电机组有功功率可以被视作高效、
无延时的换热进程,即

Psys(t)=Pw(t)-Pdis(t)
Peva(t)=ηhcePsys(t)  Psys(t)>0 

 

(1)

式中:Psys 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交换功率期望

值;Pw 和Pdis 分别为风电机组实际出力和调度水

平;Peva 为储热工质吸收功率;ηhce 为换热器工作

效率。
基于文献[17]给出的卧式蒸发器流量通道模

型,控制热源进水量的控制阀可以等效为一阶惯性

环节,蒸汽室出口蒸汽流量与热源进水量之间的传

递函数可以等效为比例环节,即

Qo(t)=K1 1-e-
t
T1 Qi(t) (2)

式中:Qo 和Qi 分别为蒸汽产量和热源进水量;K1

为蒸汽转换率;T1 为相变时间常数,通过改变热源

进水量使蒸汽产量达到期望值所消耗的时间约为

3T1 至4T1。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膨胀发电机提供的电量期

望应与蒸发器产生的蒸汽潜热相匹配,即

∫Psys(t)dt=HΔqi(t)  Psys(t)<0
qi(t)=KcQo(t) (3)

式中:H 为单位质量热源进水热交换后获得的相变

潜热;qi为膨胀进汽阀主路进汽量;Kc 为膨胀进汽

阀主、旁路进汽比。
根据实际气体状态方程(Bernoulli

 

equation),
膨胀机进汽体积、进汽温度一定时,单位时间内蒸汽

在膨胀机内做的功为:

Pscw(t)=
kηscwω(t)pi(t)vi(1-R

k-1
k
v )

k-1
pi(t)=Kvalqi(t)







 (4)

式中:k为绝热系数;ηscw 为膨胀机内效率;ω为膨胀

机转子转速;Kval 为膨胀进汽阀调压系数;vi 和pi
分别为进汽体积和进汽压力;Rv 为膨胀比,对于固

定结构的膨胀机而言,Rv 为定值。
由于多级膨胀动力机与异步发电机同轴相连,

蒸汽在膨胀动力机内做的功等于膨胀发电机转子串

联转动动能,即

Pscw(t)=
1
2J dω(t)dt  

2

(5)

式中:J为膨胀发电机串联转动惯量。
将式(3)、式(4)代入式(5)可得异步发电机输出

功率与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出力之间的传递函

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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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m(t)=K2Psys(t)

K2=
2kηscwKvalvi(1-R

k-1
k
v )Krot

HJ(k-1)








 (6)

式中:Krot为异步发电机转速—功率反馈系数。
假设蒸发器产生的高温高压蒸汽全部进入膨胀

机做功(Kc=1),则由式(1)、式(2)和式(6)可以建

立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频域响应模型,即

G1(s)=
Peva(s)
Psys(s)

=ηeva

G1(s)=
Pasm(s)
Psys(s)

=
K1K2

T1s+1












(7)

  上式表明,通过调节膨胀进汽阀开度,引起进汽

压力发生一个微量变化时,膨胀发电机能够迅速响

应,该过程可以等效为一个比例环节。实现此项操

作的前提是热源储备充裕,允许膨胀进汽阀主路和

旁路进汽量在额定范围内自由变动;通过调节热源

进水量,导致蒸汽产量发生大范围变化时,膨胀发电

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出力期望,该过程可

以等效为一个一阶惯性环节和比例环节的串联。实

现此项操作的前提是热源性质稳定,即蒸发器出口

温度(300
 

℃)、压强(3
 

MPa)保持恒定。
由于膨胀进汽阀的开合需要间隔一段时间,因

此,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功率调节的频率适用范

围为:
1
Td
≤fs≤

1
Tr

(8)

式中:Td 和Tr分别为系统功率调节区间和膨胀进

汽阀开度调整的最短时间间隔。
1.2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控制策略

本文选择历史年风电功率采样周期为5
 

min,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功率调节区间为1

 

h,调度

周期为3
 

h。首先采用中值滤波法[18],将历史年风

电功率数据分解为变化周期不低于5
 

min(≥Tr)的
脉动分量和变化周期不低于1

 

h(≥Td)的平稳分

量。根据1.1节对于系统运行特性的分析可知,相
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较其他单一能量型储能系统而

言,具有多点可控的技术优势,所谓多点可控是指

图1中控制点1至控制点4均具有物理可操作性,
具体如下。
1)每间隔5

 

min检测风电功率与调度水平间的

差值Pwo,当Pwo>0时,启动换热器(控制点1),相
变储能系统吸收风电场过剩有功功率。
2)每间隔1

 

h检测风电功率平稳分量与调度水

平间的差值Pso。当Pso>0时,关闭热源进水阀(控
制点2),同时关闭膨胀进汽阀(控制点3),系统进入

储能状态;当Pso<0时,开启热源进水阀(控制点

2),同时开启膨胀进汽阀(控制点3),系统进入释能

状态。
3)每间隔5

 

min检测风电功率脉动分量Pf。
当Pf>0时,减小膨胀进汽阀旁路开度(控制点4),
膨胀发电机出力增大;当Pf<0时,增大膨胀进汽

阀旁路开度(控制点4),膨胀发电机出力减小。图2
所示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功率送出通道示意

图,通过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对系统采取蒸汽流量

外环—蒸汽压力内环“双环控制”,可以实现对风电

波动功率的分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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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功率送出通道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power
 

output
 

channel
 

for
 

PESES

结合图1、图2,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的基本

控制思路是:通过较大范围的改变热源进水量将风

电场输出功率调整到平稳分量水平,再通过较小范

围的改变膨胀进汽量消除脉动分量,使得平抑后的

风电场实际出力尽可能接近调度水平。从图2可以

看出,虽然在内环控制过程中出现了热功率回送的

情况,降低了相变储能系统循环效率,但是这种控制

模式是为了预留膨胀进汽阀主路和旁路进汽量的调

整空间。一方面维持了多级膨胀发电机组的热备用

状态,避免了机组频繁的启停,另一方面也使得隶属

于能量型储能技术的相变储能系统具备了功率型储

能技术快速调节功率的能力。对于通常情况下处于

“弃风限电”状态的风电场(风能总是被弃掉)而言,
这种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风能利用率。

2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容量配置方法

本文针对储能系统容量配置的研究涉及功率交

换水平计算和能量交换水平计算两个层面,并通过

引入经济性指标来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优化。
2.1 功率交换水平计算方法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能量交换空间受到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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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水平约束,因此,系统功率水平应先于能量水平

确定。根据1.2节提出的控制策略,依时序计算风

电场年历史风电功率平稳分量与调度水平的差

值为:
Pso(i)=med(Pw(i),W)-Po(i) i=1,2,…,M

(9)
式中:med(·)为中值滤波函数;W 为滤波窗口;Po

为调度水平;M 为风电功率采样点个数。
风电场年历史风电功率脉动分量为:

Pf(i)=Pw(i)-med(Pw(i),W) i=1,2,…,M
(10)

  对于离散随机数组Pso 和Pf,可采用非参数估

计的方法拟合其概率分布函数,即
f(Pso)=ksd(Pso,d1)

f(Pf)=ksd(Pf,d2) (11)

式中:ksd(·)为核心平滑密度估计函数;d1 和d2

为均分计算指令生成的矢量。
定义风电场功率可调度性为储能系统能够填补

风电机组实际出力与调度水平之间的功率差额的概

率,则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为对应的累积概率[19]。
就本文提出的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而言,与该累

积概率对应的功率差额即为满足该置信度水平的系

统功率交换水平,即
Prate=Pso,λ+Pf,λ (12)

式中:Prate 为膨胀发电机额定功率;下标λ为风电

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
在确定的风电场功率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下,

为了维持长期能量供需平衡,规定换热器子系统、蒸
发器子系统和膨胀发电机子系统具有相同的功率交

换水平,并以此作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功率水

平的计算结果。
2.2 可持续运行能力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当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功率交换水平确定以

后,可进一步考察系统持续以不高于该功率水平与

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时间区间,从而得到系统最优

能量交换水平计算值。定义系统平衡容量Ebase,在
系统初始时刻和运行过程中总是希望剩余容量维持

在该平衡位置,即

Ebase=Erate
max(P+

os,P-
os)

P+
os+P-

os
+
MTrP-

f

Td
(13)

式中:Erate 为蒸发器额定容量;P+
os 和P-

os 分别为对

风电功率稳定分量与调度水平差值的正、负采样值

进行求和,其中负采样值求和后取绝对值;P-
f 为对

风电功率脉动分量的负采样值求和后取绝对值。
假设相邻两个功率调节区间内,储能系统吸收

功率与释放功率相等,相互抵消,则储能系统即使只

配备了很小的平衡容量,系统也可以持续运行。对

于任意给定的Erate,且满足

0≤Erate≤PrateTm (14)
式中:Tm 为蒸发器最长单向运行时间。

储能系统在给定年历史风电功率数据中持续运

行区间个数可按如下步骤进行统计。
1)计算储能系统持续运行i个功率调节区间后

的剩余容量,即

Erem=Ebase+Td∑
M
Td

i=1
Pso(i) (15)

式中:Erem 为蒸发器剩余容量。
当Erem≤0或Erem>Erate 时,将累加次数i赋

值给统计数组A 的第1个元素a1。
2)重置储能系统平衡容量,从t=Tda1 时刻起

按照式(15)重新计算剩余容量,并将新的使剩余容

量达到边界条件的累加次数赋值给统计数组A 的

第二个元素a2,即
A={a1,a2,…,amax} (16)

  3)重复上述步骤直至统计数组A 的元素取值

之和等于全部风电功率采样点数,记录此时数组A
的元素个数,并赋值给统计数组B,即

B={b1,b2,…,bmax}
bj=num(Aj)
a1+a2+…+amax=M







 (17)

  4)增大Erate,重复上述步骤直至额定容量达到

PrateTm。
然后,对应不同的平衡容量,利用数组B 中的

元素给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可持续运行能力评

价指标,即

γstr(Ebase(i))= 1-B(i)Bmax ×100% (18)

式中:Bmax 为数组B 中各元素的最大值;B(i)为数

组B 中第i个元素。
以可持续运行能力评价指标为横轴,以平衡容

量为纵轴,根据式(13)、式(18),满足给定功率可调

度性置信度水平的计算结果必然位于曲线之上。
2.3 能量交换水平计算方法

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投资成本由功率投资成

本、能量投资成本以及保障系统可持续运行投资成

本三部分构成。因此,相变储能系统成本函数可表

示为:

Z=C1Prate+C2Ebase+
C3
γstr

(19)

式中:C1 为换热系统、蒸发器、膨胀发电机功率投资

成本系数;C2 为储热工质、循环工质投资成本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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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为保障系统可持续运行投资成本系数。
为降低系统持续运行过程中的循环损耗,要求

蒸汽室选用绝热性能良好的密封材料[20],蒸汽室表

面积随容积的增大而增大,增幅逐渐减小。因此,保
障系统可持续运行投资成本系数可描述为:

C3=ln
 (r+h)σ
rh

(20)

式中:r和h分别为蒸汽室底面半径和高度;σ为与

蒸发器出口温度、压强相关的热量流失系数。
对Z 函数求最小值对应的蒸发器额定容量即

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最优能量交换水平。

3 仿真算例

本文以蒸汽直冲式双螺杆膨胀发电机为研究对

象,所涉30
 

MW 风电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主

要仿真参数如下:换热器工作效率ηhce 为98%,蒸
汽转换率K1 为95%,相变时间常数T1 为2

 

min,
K2 为114.7,膨胀进汽阀主旁路进汽比Kc 为0.8,
风电可调度性置信度λ为80%,蒸发器单向运行时

长Tm 为12
 

h。
图3所示为特定风电场24

 

h内年平均风电功

率分布情况(原始数据近似服从温布尔分布),图中

同时给出了调度水平,风电功率平稳分量与调度水

平的差值以及脉动分量的分布情况。

5 365 725 1 085 1 440
�K/m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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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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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风电功率分布情况
Fig.3 Distribution

 

of
 

wind
 

power

根据2.1节的研究,图4所示为风电功率平稳

分量与调度水平的差值以及脉动分量的概率分布情

况,图5所示为对这两个量取绝对值,再利用非参数

核心平滑密度估计得到累积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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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Pso 和Pf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
Fig.4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Pso
 and

 

Pf

从图4中可以看出,Pso 和Pf 的概率密度函数

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向0值两侧功率差额绝对

值增大的方向概率密度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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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Pso 和Pf的累积概率分布情况
Fig.5 Cumulativ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Pso
 and

 

Pf

从图5中可以看出,累积概率增幅随着功率差

额绝对值的增大逐渐放缓,在3.1
 

MW 和8.8
 

MW
处Pf和Pso 的累积概率均已达到80%。因此,选
择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功率交换水平规划值为

11.9
 

MW 时,系统将有80%的概率将风电功率波

动从平稳分量水平调整到调度水平,有64%的概率

同时消除脉动分量。显然,提高功率交换水平规划

值,风电可调度性置信度会进一步提高,但投资成本

也会随之增加。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储热工质和

循环 工 质 性 能 指 标 及 市 场 报 价[20]列 于 附 录 A
表A1,根据式(19)可得系统综合投资成本函数为:

Z=6.02+1.34Ebase+
5.33
γstr

24.3≤Erate≤266.4







 (21)

  图6所示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综合投资成

本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给定的80%风电功率

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下,相变储能系统可持续运行

能力评价指标随着平衡容量的增大总体呈现出先升

高后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较低的平衡容量当遇到

风电功率持续走低时很容易越过下限,较高的平衡

容量当遇到风电功率持续走高时很容易越过上限,
这两种情况下系统可持续运行能力评价指标均不是

最优。将平衡容量与可持续评价能力评价指标的关

系曲线代入式(19),可以得到使综合投资成本最小

的平衡容量取值,此时对应的蒸发器额定容量为

22.6
 

MW·h,即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最优能量

交换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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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综合投资成本曲线
Fig.6 Curve

 

of
 

integrated
 

investment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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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本文提出的风电场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

统容量配置全部完成,配置结果如下:风电功率可调

度性 置 信 度 水 平 为 80%,功 率 交 换 水 平 为

11.9
 

MW,能量交换水平为22.6
 

MW·h,可持续

运行能力评价指标为81.4%,综合 投 资 成 本 为

31
 

600万元。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考虑风电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和储

能可持续运行能力评价指标的风电场相变储能膨胀

发电系统容量配置方法,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为了合理计算系统功率交换水平和能量交换

水平,对相变储能膨胀发电系统运行特性做了深入

分析,提出了蒸汽流量内环—蒸汽压力外环“双环控

制”策略。
2)采用中值滤波法分解风电场年历史功率数

据,基于功率数据平稳分量与调度水平的差值和脉

动分量的概率密度分布,采用非参数估计方法获得

了与这两个概率密度分布对应的累积分布函数,从
而确定了满足给定风电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的储能

系统功率交换水平。
3)定义了储能系统可持续运行能力评价指标,

给出了考虑储能系统功率投资成本、能量投资成本

和计及热量流失系数的系统可持续运行投资成本的

综合投资成本函数,并通过对平衡容量和成本函数

进行折中,确定了系统最优能量交换水平容量配置。
仿真结果表明,风电场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取

决于系统功率交换水平,而储能可持续运行能力取

决于系统能量交换水平。定性地讲,提高储能系统

容量配置,风电可调度性置信度水平和储能系统可

持续运行能力均会上升,这两个量之间是否存在耦

合关系有待进一步评估。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http://www.aeps-info.
com/aeps/c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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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running
 

ability
 

of
 

the
 

wind
 

power
 

generation
 

and
 

energy
 

storage
 

system 
 

a
 

modified
 

phase-change
 

energy
 

storage
 

and
 

expander
 

generating
 

system
 

 PESES 
 

is
 

proposed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of
 

the
 

system
 

capacity
 

configuration
 

is
 

analyzed 
 

Firstly 
 

the
 

historical
 

annual
 

mean
 

wind
 

power
 

data
 

are
 

resolved
 

based
 

on
 

the
 

median-
filtering

 

algorith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ble
 

component
 

of
 

the
 

actual
 

output
 

in
 

the
 

wind
 

farm
 

and
 

the
 

dispatch
 

order
 

is
 

calculated
 

to
 

formulate
 

the
 

fractional
 

frequency
 

control
 

strategy 
 

Secondly 
 

the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optimal
 

power
 

level
 

of
 

the
 

PESES
 

under
 

which
 

the
 

given
 

wind
 

power
 

schedule
 

ability
 

confidence
 

level
 

is
 

satisfied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capability
 

for
 

the
 

energy
 

storage
 

system
 

is
 

defined 
 

Meanwhile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evaluation
 

function
 

consists
 

of
 

the
 

investment
 

costs
 

of
 

the
 

power
 

exchanging 
 

the
 

energy
 

supporting
 

and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safeguard
 

of
 

th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and
 

the
 

evaluation
 

function 
 

the
 

optimal
 

energy
 

capacity
 

of
 

the
 

PESES
 

is
 

planned 
 

Finally 
 

an
 

example
 

of
 

the
 

operation
 

and
 

planning
 

of
 

a
 

wind
 

farm
 

equipped
 

with
 

a
 

steam-jet
 

double-screw
 

expander
 

generating
 

system
 

is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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