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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河南省专利奖出炉，我市连获 4奖，创下近 3年来全省专利奖评选成果之最

全省唯一的特等奖，为何花落许继？

旷野中，一座座大风车似
的风力发电机绵延数公里，迎
风飞转……这一壮观的景色，
成为很多摄影爱好者的心头
好。可很多人不知道，长长的
白色叶片虽然很“梦幻”，但在
巨大风力的影响下，很容易与
塔筒碰撞而“香消玉殒”。

这个行业性难题，被许继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继
集团）攻克了。其研发的“一
种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增加最
小净空的尖峰调节控制方法”
这一原创核心技术，于近日被
授予第二届河南省专利奖特
等奖。全省唯一的特等奖为
何花落许继集团？5月25日，
记者带着疑问进行了走访。

□ 记者肖涛通讯员李永帅

看到“一种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增
加最小净空的尖峰调节控制方法”这
项专利的名称，估计很多人和记者一
样一头雾水吧！

“最小净空、尖峰调节，搞懂它们
你就明白这个发明专利了。”许昌许继
风电科技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此专
利第一发明人谢金娟对记者说出了两
个关键词。

“最小净空是指风力发电机的轮
毂转动时，叶片扫过塔筒，叶尖部位距
离塔筒壁的最小几何距离。”谢金娟表
示，我国微风速区域风资源具有风电
切入风速低、湍流强度大、阵风影响大
等特点。风电整机供应商推出的适合
我国微风速区域风资源特点的产品，
普遍采用的是增大风机叶轮直径的技
术方案。随着叶片长度的不断增加，
叶片在高速旋转时与塔筒的净空越来

越近并且难以控制，一旦发生碰撞将
面临机毁塔倒的风险，造成巨大财产
损失，甚至出现安全事故。

谢金娟介绍，目前，我国的叶片制
造和安装工艺，对于 100 米以下风轮直
径的风电机组影响不大，但对风轮直
径超过 105 米的风机，叶片不对称所产
生的疲劳载荷会急剧增加。而其团队
研发的这项专利，则通过优化叶片桨
距角的控制方式减小叶片的形变，达
到机组最小净空要求。

“简单地说，‘一种大型风力发电
机组增加最小净空的尖峰调节控制方
法’是控制系统的优化技术。应用这
一技术的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如同戴
了一个‘安全帽’，在大风来临前，通过
分析风力自动调节叶片的角度，在保
证发电量的同时，尽可能减小叶片与
塔筒碰撞的概率。”谢金娟说。

尖峰调节，给风电机组戴上“安全帽”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自
2009 年 12 月成立以来，始终以清洁能
源的高效开发与应用为己任。”该公司
总经理高亚春介绍，通过深入研判市
场需求，该公司选定微风速大叶片风
机安全性能提升这一技术方向进行研
发。

“2008 年的时候，我们高价引进了
欧洲国家的设计图纸。当时只能按图
纸生产设备，其设计原理等技术欧洲
国家对我们进行了封锁。同时，我们
生产的设备销售后还要支付高昂的技
术服务费。”高亚春回忆道。

痛定思痛，从 2012 年起，许昌许继
风电科技有限公司组建科研团队，结
合风轮气动受力的特性，深入开展风
轮推力变化特性的相关研究，最终精
准 确 定 了 桨 距 角 曲 线 的 最 小 允 许 范
围，为变桨找到了一个“活动边界”，从
而达到降低载荷、减小叶片形变的目
标，攻克了机组最小净空调节控制这

一技术难关，解决了微风速大叶片风
机应用于复杂地形风电场的安全运行
行业难题，为我国微风速风机的广泛
推广及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除了尖峰调节外，‘一种大型风
力发电机组增加最小净空的尖峰调节
控制方法’这一发明专利还具有保持
关键零部件的通用和统一，减少阵风
导致的机组过速、过功率停机故障等
优势。”高亚春介绍，应用该专利后，风
力发电机组整机设计厂家无须重新设
计轮毂和传动链的几何结构即可进行
技术升级，缩短了开发周期，以满足新
能源市场对微风速机型的需求。传动
链系统关键部件通用，可实现同平台
产品批量化生产，降低同类产品的生
产成本，从而降低风电机组成本。

据悉，“一种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增
加最小净空的尖峰调节控制方法”成
功申请发明专利后，已经推广应用于
2.0兆瓦/116、2.0兆瓦/123、2.2兆瓦/116、

找到一个“活动边界”，带来59亿元的订货额

“这次能获得特等奖，真的很不容
易。首先，参选准入门槛高，只有知识
产 权 管 理 部 门 、两 院 院 士 等‘ 行 业 大
拿’推荐才可参选。当时，有 10 万个专
利参加了‘海选’，247 个‘入围’，49 个
参加‘决赛’……历时 1 年，我们这个发
明专利凭借巨大的科技价值和经济价
值，最终斩获殊荣。”高亚春对该专利
获奖感到很骄傲。

许继集团科技互联网部主任白红
菊介绍，许继集团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采取自主创新和借脑引智“双
轮驱动”，加快关键技术突破和重大装
备攻关。“十三五”期间，许继集团完成
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鉴定 72 项，其中
64 项创新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或国际领
先水平；荣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 194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申请专利 3092 项、授权专利 2019
项，申报海外专利 42项、授权海外专利 3
项；取得软件著作权 140项；制定国际标
准 33项（主导 9项）、国家标准 118项（主
导 32 项）、行业标准 31 项。近期，许继
集团“±535KV1500MW 柔性直流输电
换流阀”等 4 项产品通过河南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智慧变电主
辅监控入选河南省装备制造业十大高
端装备。

不过，许继集团只是我市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在第二
届河南省专利奖获奖名单上，许昌企
业斩获颇多。例如，河南黄河旋风股
份有限公司的“一种金刚石表面突起
制作方法”喜获一等奖，大宋官窑股份
有限公司的“一种通过外加纳米材料

在氧化气氛下烧制钧瓷的方法”荣获
二等奖，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许
继电源有限公司的“直流充电桩”摘得
三等奖，创下近 3 年来全省专利奖评选
成果之最。

据悉，我市近年来深入实施知识
产权战略，不断完善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体系，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多项政
策，重奖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获得专
利奖的单位（个人），促使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得以完善，自
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得以提升。

2019 年，我市共申请专利 6203 项，
其中发明专利 1426 项、实用新型专利
3921 项、外观设计专利 856 项；授权专
利 5154 项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为
1804 项，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09
项；拥有国外专利 19 项；累计有效注册
商标 32677 个，同比增长 30.9%，高于全
国 2 个百分点；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17
个，河南省产业集群商标品牌培育基
地 5 个，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 32 个，地
理标志商标 3 个。这些指标均居全省
前列。

记 者 从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了 解
到，2020 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以知
识产权强市建设为抓手，继续实施知
识产权战略，围绕优势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抓好重点企业、园区和重点
区域知识产权工作，通过资金扶持、政
策导向等手段，加速知识产权的产业
化运用，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与经济
发展深度融合，助力我市“智造之都、
宜居之城”建设。

一届获4奖，创近3年来评奖之最

2.2 兆 瓦 /131、3.0 兆 瓦 /130、3.0 兆
瓦 /146 等系列机型，产品辐射我国新
疆、云南、河北、河南、湖北、辽宁等多个

省份，风电业务累计实现订货额 59 亿
元，经济效益显著。

许继集团承建的三门峡市陕州区雷震山风电场工程项目。 许继集团供图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