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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化石资源供需紧张而波浪能储量十分丰富。近十年来,我国波浪能研发技术日趋成熟,“十四五”规划

背景下波浪能开发利用之势更是方兴未艾。掌握我国现阶段波浪能利用技术现状并更好地把控波浪能利用技术

未来发展趋势方能进一步推动我国波浪能技术进步和开发利用。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波浪能发电技术的主要形式

并对其原理进行了介绍;列举了不同类型的典型波浪能转换装置及其技术手段,总结归纳了我国近十年在波浪能

发电技术方面的进展;并从多自由度阵列发电、多能互补耦合发电和多功能综合平台利用三个方面对波浪能发电

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合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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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燃料储量有限且严重污染环境,为缓解传统能源供需紧张关系,应对能源危机以

及严峻的环境问题,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寻求可以替代传统能源的可再生清洁能源。波浪能作为可再生清

洁能源中的一种,因其分布广、储量巨大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重点关注。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展波浪能

发电研究工作,至今已有约60a的时间。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与突破,波浪能发电技术整体研发水平显著

提升,电能转化效率显著提高。波浪能研发机构也不断发展壮大,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以下

简称广州能源所)、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推进海洋能规模化利用,建设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目标[1]。在此战略背景下,波浪能研究队伍不断壮

大,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对丰富的波浪能资源的开发利用之势更是方兴未艾。
本文介绍了波浪能资源储量和典型的波浪能发电技术形式及其原理,在已有的波浪能发电装置中列举

了具有代表性的装置,通过对其关键技术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了我国近十年波浪能技术的进展。基于目前波

浪能技术现状及难点,探讨了波浪能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1 波浪能概述

1.1 波浪能资源储量

地球表面积约71%是海洋,海洋中不仅有丰富的石油、水产资源,更蕴藏着巨量的可再生能源,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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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波浪能、温差能、潮汐能、盐差能、潮流能和海洋风

能等[2]。我国沿岸和近海及毗邻海域的各类海洋能

资源理论总储量约为6.11×1011kW,其中波浪能占

比最大,约为5.74×1011kW[3],可开发量巨大,具体

储量详见表1。
未来20a能源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天然气消

耗量快速增长,可再生能源发展强劲,到2035年可再

生能源的需求量将翻两番[4]。因此在目前波浪能技

术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开发储量丰富的波浪

能,推进波浪能规模化、商业化利用,是有效缓解能源

枯竭、电力供应紧缺的重要途经,是实现“碳达峰”与

表1 我国海洋能资源储量

Table1 ReservesofmarineenergyresourcesinChina

能源类型 理论储量/kW 技术可利用量/kW

波浪能 5.74×1011 5.78×108

温差能 3.66×1010 3.66×108

潮汐能 1.10×108 2.18×107

盐差能 1.14×108 1.14×107

潮流能 1.40×107 4.19×106

我国海洋能资源总储量 6.11×1011 9.81×108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

“碳中和”目标,加速我国能源转型,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必经之路。

1.2 波浪能技术形式及其原理

  波浪能发电技术形式多种多样,根据安装形式可

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根据工作原理的不同分为振荡

体式、振荡水柱式和越浪式三类。此外,常见的波能

发电技术形式还可以根据安装位置、波能吸收类型等

进行分类,具体如表2[5]所示。
波浪能技术的基本原理[6](图1)为:波浪能从捕

获到发电一般经过三级能量转换,一级转换为波浪蕴

含的能量通过捕能机构在波浪下的运动转换为传动

系统所需能量,二级转换为将捕能机构捕获的能量通

过传动系统转换成发电机所需的能量形式,三级转换

表2 常见的波浪能发电技术形式

Table2 Commonformsofwaveenergyconverter

分类方式 技术形式

工作原理 振荡水柱式、振荡体式和聚波越浪式等

安装形式 固定式、漂浮式

安装位置 岸式、近岸式、离岸式

波能吸收类型 衰减式、点吸收式和截至式等

能量传递方式 气动式、液压式、机械式和磁动式等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为通过发电机等设备将能量以电能形式输出。不同形式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其技术原理又有所不同。

图1 波浪能发电装置基本原理示意图

Fig.1 Schematicdiagramofthebasicprincipleofwaveenergyconverter

振荡体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图2)技术原理为利用捕能机构在波浪作用下所做的单自由度或多自由度运

动将波浪能转换为捕能机构的机械能。装置主要包括质量体和发电机等,此类装置结构简单,造价成本低,
可适应性强,可扩展性好。通过优化俘获体的质量、形状、半径和吃水等参数,可以达到较高的俘获宽度比,
技术开发难度低,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波能转换装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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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水柱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图3)主体结构为中空气室,气室上部与空气连通,气室下部与水体连通,
波浪往复运动带动气室中的空气被压缩和膨胀,空气流过透平驱动涡轮机高速旋转,进而驱动发电机发电。
此类装置结构简单,能量转换部件位于水面上方,不与海水接触,装置不易腐蚀,维护较为方便,但由于二级

能量转换效率低,导致发电成本较高[8]。

图2 振荡体式波能发电装置技术原理示意图

Fig.2 Schematicdiagramoftheprincipleofoscillating
waveenergyconverter

图3 振荡水柱式波能发电装置技术原理示意图

Fig.3 Schematicdiagramoftheprincipleofoscillating
watercolumnwaveenergyconverter

图4 聚波越浪式波能发电装置技术原理示意图

Fig.4 Schematicdiagramoftheprinciple
ofwave-crossingwaveenergyconverter

  聚波越浪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图4)一般利用呈喇叭状的

收缩坡道或斜坡形成聚波效应将波浪引入高位蓄水池,利用

水面高度差产生的势能驱动水轮机转动,进而带动发电机发

电。此类装置一级转换过程没有转换部件,减少了过程中的

能量损耗,可靠性较高。但受收缩坡道或斜坡地形限制,对建

造选址要求较高,而且在小波海况下,装置发电效率偏低,无
法大规模建设,可扩展性差[9]。

2 我国波浪能技术进展

2.1 振荡体式

相比振荡水柱式和聚波越浪式,我国对波浪能技术探索

较多的是振荡体式,振荡体形式种类繁多,技术手段较其他类

型也更为成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装置有以下几种。

1)鸭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2009年至2013年,广州能源所先后研制了“鸭式Ⅰ号”、“鸭式Ⅱ号”和“鸭式Ⅲ号”波浪能发电装置(图

5),并进行了海上测试。鸭式系列装置由主轴部分、鸭体部分和水下支撑部分组成[10],鸭体部分在波浪作用

下上下摆动以捕获波浪能,同时驱动内部液压系统做功,进而带动发电机发电。“鸭式Ⅱ号”相较于“鸭式Ⅰ
号”,液压系统的压力等级得到了提高,经测试发现能量转换系统的效率有明显提高[11]。“鸭式Ⅲ号”相比前

两代装置,经过技术改进后,可根据波浪条件匹配发电功率,实际最大输出功率达25kW,装机容量达

100kW[12],但由于装置整体质量和转动惯量过大,鸭式波能发电技术的进展受到了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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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鸭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Fig.5 Duckwaveenergyconverter

2)哪吒波浪能发电装置

2011年,广州能源所在大万山岛进行了我国第一套10kW 漂浮点吸收直线发电波力装置“哪吒一号”
(图6a)的海试,该装置采用双圆柱体漂浮结构,振荡浮子为蝶形,浮子中间直筒与水下阻尼板刚性相连,浮
子振荡运动带动直筒内直线发电机发电。经实海况测试,发电机输出最高电压可达381V[13]。此后广州能

源所又对该装置进行了优化研究,研制出了“哪吒二号”(图6b),并在指定海域完成了海试。哪吒波浪能发

电装置的海试经验使得漂浮点吸收直线波浪能发电装置在能量转换环节、生产装配、锚泊技术、密封防腐等

关键技术和工艺方面取得了突破,为后续漂浮式装置的产业化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图6 哪吒波浪能发电装置

Fig.6 Nezhawaveenergyconverter

3)鹰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为了克服鸭式系列装置的缺点,广州能源所将鸭式装置与半潜驳船相结合,研发出鹰式波浪能转换装

置,装置主要由鹰式吸波浮体、能量转换系统和半潜船体构成。“鹰式一号”波浪能发电装置(图7a)采用液

压式与直驱式组合的发电系统,总装机容量为10kW,于2012年正式海试,并在无人值守的条件下单次无故

障连续运行超过180d,甚至在台风“海燕”来临时也能在风暴中正常发电[14-15]。鹰式装置“万山号”(图7b)
作为大型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采用两套独立并行的液压系统进行波浪能的转换,系统配备4台由液压马

达驱动的30kW永磁发电机,可在不同浪况下分级启动发电。“万山号”设计最大输出功率为100kW,于

2015年成功进行海试,最大发电功率为128.32kW,整机能量转换效率基本在20%以上,最高可达

37.7%[16-17]。2018年,继“万山号”之后,260kW“先导一号”海上可移动能源平台(图7c)通过海底电缆成功

并入三沙市永兴岛电网,成为海岛能源电力能源的一个重要补充。“先导一号”可移动能源平台并网技术的

成功实现,使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在深远海布放波浪能发电装置并成功并网的国家,“先导一号”平台也在海

上波-光-储互补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18-19],为其他海上多功能互补平台提供了成功经验。
广州能源所研制的我国首座半潜式波浪能养殖网箱“澎湖号”(图7d)于2019年交付使用,可提供



1期 路 晴,等:中国波浪能技术进展与未来趋势 5    

10000m3养殖水体,具备20人居住空间,同时搭载了太阳能发电系统,拥有120kW 海洋供电能力,集旅游

观光和养殖发电功能于一体,在海洋装备产业化应用上实现了突破[20],截至到目前。“澎湖号”已连续无故

障运行3a。2020年由广州能源所研发设计的我国首台500kW 波浪能发电装置“舟山号”(图7e)正式交

付,该装置采用四角抛锚方式锚固于海底,装置内部采用双套液压发电系统互为备用,吸波浮体经技术改造

后,俘获性能得到了有效提升。“舟山号”为偏远海岛清洁能源供电提供了技术和装置支撑,并为其他波浪能

发电装置并网运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服务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优良范例[21]。2022年1月,由广州能源

所研发的半潜式波浪能深远海智能养殖旅游平台“闽投1号”(图7f)开工建设,平台采用波浪能、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供电,可实现零碳源供给。相较于“澎湖号”,“闽投1号”居住空间增加到可容纳36人,并增加了网衣

清洗和鱼群与环境监测等设备[22]。

图7 鹰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Fig.7 Eaglewaveenergyconverter

鹰式装置将波浪能转换设备与半潜船相结合,可适应不同海域条件,有利于规模化阵列布置,与养殖网

箱、旅游平台相结合,可实现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海上漂浮式波浪能利用装置,为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商业化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4)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振荡浮子式装置作为典型的点吸收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具有可灵活布置、易于阵列化扩展等优点,一直

是各大科研院所研究的重点,我国近十年在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技术领域也取得了许多进展。
山东大学研制了装机容量为120kW的漂浮式振荡浮子波浪能发电装置“山大一号”(图8a),于2012年

在山东荣成成山头海域进行了海试,装置在电能输出方面进行了技术改进,利用双定子、双电压结构平稳输

出电能,提高装置转换效率[23]。东南大学研制了装机容量为1kW 的振荡浮子式波能转换装置(图8b),并
于2014年在连云港黄海海域进行了海试,装置设计为双浮体结构,外浮子可通过调整吃水实现与入射波共

振,固定在内浮子上的阻尼板在周围水体作用下增加阻尼效应,内外浮子垂直相对运动带动永磁线性发电机

发电[24]。浙江海洋学院研制的“海院一号”装置(图8c)具有自动升降系统,可适应水位变化[25-26],作为阵列

式发电场的尝试,“海院一号”的海试为后续波浪能发电装置的阵列化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和技术依据。
中国海洋大学自主研制的“海灵号”组合型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图8d)是阵列化的又一尝试,装

置总装机容量为10kW,吸波部分由4个锥底圆柱型浮子构成,浮子呈阵列式排布,在波浪作用下沿桩柱上的

导轨上下往复运动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该装置于2014年在青岛斋堂岛海域投放,最大工作水深可达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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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海试运行时间超过一年[27]。集美大学研制了“集大一号”振荡式点吸收波浪能发电装置(图8e),其搭载漂

浮式平台进行波浪能转换发电,在我国台湾海峡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实海况测试,测试期间装置最大发电功率

达36kW。研究发现浮子垂荡运动和永磁发电机的瞬时和平均输出功率在很大程度上受振荡浮子数量的影

响,多个振荡浮子同时吸收波能可有效增加装置发电量,但在大周期波况下能量转换效率较低[28]。

图8 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Fig.8 Oscillatingbuoywaveenergyconverter

5)其他振荡体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除了上述典型的振荡体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外,我国学者还研发了一些其他形式的振荡体式波浪能发电

装置。2012年,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研制了100kW 底铰摆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图9a),在山东即墨大管岛海

域投放运行。该装置安装时需要将铰摆底座固定,受潮差影响较大,波浪能转换效率较低,对小波高海况的

海域适应性较差[29],在技术实用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同年广东海洋与渔业服务中心和华南理工大学

联合研制了漂浮式阵列摆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图9b),并在南海海域进行了海试,装置包含9个吸波摆板,交
错排列于浮式基础上。区别于传统摆式波浪能转换装置的单一运动模态,该装置首次实现了对波能装置在

摇摆和垂荡方向同时进行波能转换的复合模态实海况测试[30],为摆式波能转换装置的实用化提供了技术支

持和工程经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1研究所研制了筏式液压波浪能发电装置“海龙一号”(图9c),
于2014年进行海试,装置由4节漂浮式圆柱浮子和个连接部件构成,总长86m,重约400t[31]。

图9 其他振荡体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Fig.9 Othertypesofoscillatingbuoywaveenergy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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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振荡水柱式

振荡水柱式波能发电技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用于研制航标灯的BD系列微型波浪能发电装置

(图10a),经过多种装置类型的研制,成功实现了该类航标灯的商业化投产。BD102G型装置在BD102B型

装置的基础上实现了较全面的更新换代,将原来平铺于铝合金地板上的控制器改为双层铺设,从而极大缩小

了装置体积,将保护帽与发电机的紧固螺栓合二为一减轻了装置的质量,外形也更美观流畅。经过技术改进

后,BD102G型装置实测平均功率达到7.547W(额定功率10W)[32],既降低了制造成本又提高了发电效率。
随着微型航标灯振荡波能发电技术趋于成熟,学者们开始研究后弯管波力发电装置技术。5kW后弯管波

力发电浮体是当时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后弯管波力发电装置,在技术方面装置采用前方后圆浮室后伸型后

弯管波力发电浮体,浮体采用船板制造,不仅峰值功率大,而且特性较为平缓,响应波周期宽[33]。中水道1号灯

船波力发电装置(图10b)采用前开口直管和后弯管两种振荡水柱波能转换系统,经过水池模型试验后,在琼州

海峡中水道1号标位成功进行了海上试验,实测装置的输出功率超出了额定功率,运行良好[34]。
位于珠海市大万山岛的我国第一座振荡水柱型波力电站(图10c)经过3a海上运行测试后,被改建为一

座装机容量为20kW的波力电站,于1996年试发电成功,峰值功率可达14.5kW,电站的总能量平均俘获宽

度比为10%~40%[35]。随后,广州能源所在广东省汕尾市建造了我国第一座并网波浪能电站,电站采用了

岸式振荡水柱波能发电技术,装机功率达到100kW,安全运行超2a[36]。

图10 振荡水柱式波能发电装置

Fig.10 Oscillatingwatercolumnwaveenergyconverter

在此之后,由于大型振荡水柱式波能发电装置建造和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研究人员对振荡水柱式波能发电

装置的重点也转向了空气透平的优化、转换系统气室压强特性、结合振荡水柱的防波堤等研究领域。段春明和

朱永强[37]研究了一种新型振荡水柱式波浪能发电装置,该装置利用振荡浮子吸收波能,浮子连接杠杆运动转换

为活塞动能,活塞产生的空气动能和振荡水柱产生的空气动能同时压缩、抽吸空气形成更强风能带动空气透平

旋转。王鹏等[38]提出了一种带水平底板的振荡水柱式新型防波堤,经过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了波高对振荡水柱

防波堤水动力参数的影响。张真等[39]通过构建在叶片尖端安装有环结构的冲击式透平的三维数值模型开展了

一系列仿真计算,研究了不同环结构厚度对冲击式空气透平输入系数、扭矩系数及透平效率的影响规律,最终

确定了最优结构参数,该优化结果可为实际工程应用中冲击式空气透平的结构选型提供可靠依据。

2.3 聚波越浪式

由于聚波越浪式装置受到安装位置、海岸线地形、潮差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其波浪能利用率远低于深水

区。研究机构对聚波越浪式波浪能转换装置的研发和投入不及振荡体式和振荡水柱式,有关装置大多只进

行了水池物理模型试验。
陈兵等[40]研究了在不同波况下聚波越浪式发电装置的越浪量以及坡道压力分布,并在试验水槽中进行了

模型试验。研究表明装置的越浪量基本符合VanderMeer越浪量模型,并给出了坡道在不同波况下受力的变

化规律及装置的水力效率,该试验为研究越浪式装置的水力性能和结构稳定性分析提供了依据。Liu等[41]研



8    海 岸 工 程 41卷

究了圆形坡道溢流波浪能转化器,并在中国海洋大学进行了波浪水槽物理模型试验的初步研究。研究发现导

流叶片可有效引导波浪从坡道进入水库,导流叶片的角度和坡道的平缓程度对过顶流量有显著影响,该试验为

样机冠形结构参数的设计和优化提供了依据。龚怡慧[42]在传统越浪式发电装置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型碟型

越浪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并对该碟型发电装置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进行了详细介绍。该碟形装置可自由漂

浮在水面,平稳性好,成本低且能量转换率高,为越浪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结构优化提供了借鉴。
目前波浪能发电技术形式还未达到收敛,在深远海、近岸、漂浮式或海底安装方面各类转换装置形式尚未

达成一致标准,优化设计也各有针对性,且波浪能发电场的开发速度各不相同。学者们在研发各种形式的波浪

能发电装置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可实现波浪能发电装置大规模商业化的有效途径,对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研究

也从一开始的广泛涉猎转向了具体细分领域。针对我国波浪能资源功率密度较低的特点,研究人员以小功率

波浪能发电装置为着力点,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展适用于不同海域不同工况的大型波浪能发电装置。以鹰式系

列波浪能发电装置为代表,我国目前已有超过50台波浪能发电装置进行了海试,装机容量达兆瓦级的波浪能

发电装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发中。目前我国已掌握的波浪能发电技术可实现微型航标灯波浪能发电装置商

业化投产,初步实现为偏远海岛供电,太阳能和海上风能、波浪能等多能互补技术正在探索中,打造基于波浪能

发电技术的观光旅游、网箱养殖、海水淡化等多功能综合平台[43-44]也是未来波浪能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3 波浪能技术未来趋势

波浪能发电技术发展至今,由于技术成熟度不一致,距离实现波浪能发电商业化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针对以往装置发电效率低、适应性差、生存时间短等不足之处,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装置技术与开发手段的

创新研究。未来波浪能发电技术发展趋势不再仅限于单一的装置发电研究,而是逐步转向多自由度、阵列化

发电、多能互补耦合发电、多功能综合平台利用等方面。

3.1 多自由度、阵列化发电

1)多自由度

以往开发的大部分波浪能转换装置一般只在单一自由度进行波能捕获运动,经过模拟和试验研究表明,
多自由度装置捕能效率较单自由度装置高,释放装置自由度可有效提高装置的捕能效率[45]。目前我国多自

由度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研究大多处于理论研究和物理模型试验阶段,但实际海浪具有高度随机性和不可重

复性,简化模拟试验会降低结果的准确性,增加装置在实海况中的运行风险。若要更好地实现波浪能发电装

置的多自由度获能,还需要在获能体形式、获能体耦合方式、能量提取系统等关键技术难点方面进行突破。
多自由度波浪能转换装置可适应我国海域能源密度低的环境,有效增强系统的波能捕获能力,具有巨大的开

发潜力和应用前景。未来波浪能转换装置将不再局限于单一自由度吸能,而是将装置多个自由度耦合,可以

在不同海况条件下实现波浪能的最大化获取。

2)阵列化

单个波浪能发电装置单机容量小,发电成本高,无法满足大规模商业化发电要求。而阵列化布置可使装

置全方位、连续均匀吸收各种海况下的波浪能,实现大规模连续稳定的电能输出和高效的能量转换,在提高

电能转换效率的同时极大降低发电成本。波浪能转换装置模块化设计,有利于扩展成兆瓦级发电装置阵列。
根据投放海域选择释放装置自由度以达到最优输出功率,根据波浪场条件合理设计阵列布局形式以得到最

优型式的阵列布局。阵列浮子式波浪能发电平台和以阵列浮子式波浪能发电平台为单元的阵列式波浪能发

电场可有效扩展波浪能发电的规模,显著增大波浪能发电装置的单机容量。多自由度和阵列化是波浪能发

电技术在未来的研究趋势,也是波浪能发电装置在未来的开发趋势。

3.2 多能互补耦合发电

波浪能开发利用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开发成本高、单一能源开发效率低、无法规模化商业使用等。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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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发电技术比波浪能发电技术更为成熟,但是由于波浪能和风能都有各自的技术局限性和技术难点。如

何将两者结合,降低技术开发难度,促进理论研究成熟化和耦合装置(图11)实用化是亟需研究的重点。海

上风能和波浪能作为具有伴生关系的海洋能源,进行波浪能和海上风能联合开发、协同利用,可有效增加海

洋空间利用率,减少海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费用,降低单位发电成本,是解决海上能源利用的高效途

径。波浪能发电装置依托漂浮式风机平台或风机依托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实现风能和波浪能一体化联

合发电。风机和波浪能发电装置布置在临近区域协同定位,实现海上风能和波浪能协同化组合发电。风能

和波浪能耦合发电是当前海洋能领域研究的热点,在此方向上的技术突破会使我国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达到新高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

图11 风浪耦合装置

Fig.11 Wind-wavecouplinggenerationdevice

3.3 多功能综合平台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也是一个海岛大国。我国面积大于500m2 的海岛有7300多个,有人居住的岛

屿约400多个[46-47],海岛兼备丰富的海、陆资源,在海洋经济和沿海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未来对波浪

能发电装置的研发将会在“澎湖号”的基础上继续扩展,成为集波浪能发电、网箱养殖、观光旅游和环境监测

等为一体的新型智慧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多功能综合平台。基于此类平台的高适应性,可将波浪能发电装

置向深远海推进,进行平台阵列化投布,扩大海洋开发范围,获取优质的海洋资源。扩展此类平台在偏远海

岛的使用也是发展趋势之一,将利用波浪能产生的电力并入海岛电网补充海岛居民生活用电,利用平台进行

海水淡化满足海岛居民生活用水,海能海用。

4 结 论

我国波浪能发电技术经过不断完善,在波浪能利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波浪能发电装置单机功率逐渐

增大,装置生存能力越来越好,能量转换效率稳步提升,装置的功能综合性日益凸显。未来波浪能发电技术

必将在多自由度阵列化发电、多能互补耦合发电、多功能综合平台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未来的能源结构布局中新能源必定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合理分配使用传统能源,着力研发波浪能等

新型可再生清洁能源是发展大势。波浪能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一种,前景十分广阔,波浪能发电技术也将

随着波浪能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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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upplyanddemandoffossilresourcesaretight,whereasthewaveenergyreservesareabun-
dantinChina.Inthepasttenyears,thewaveenergyresearchanddevelopmenttechnologyinChinaisin-
creasinglymature.Especiallyunderthebackgroundofthe14thFive-YearPlanofChina,thedevelopment
andutilizationtrendofwaveenergyisevenbooming.Inordertofurtherimprovetheprogress,develop-
mentandutilizationofwaveenergytechnologyinChina,itiscrucialtograspthecurrentsituationofwave
energyutilizationtechnologyinChinaandcontrolbetterthefuturedevelopmenttrendofwaveenergyutili-
zationtechnology.Forthispurpose,themainformsandtheprincipleofwaveenergypowergeneration
technologyareintroducedanddifferenttypicalwaveenergyconvertersandtheirtechnicalmeansarelisted
andtheadvancesinwaveenergygenerationtechnologyinChinainrecentdecadearesummarized.Thefu-
turedevelopmenttrendofwaveenergygenerationtechnologyisprospectedfromtheaspectsofmulti-de-
greesoffreedomarraypowergeneration,multi-energycomplementarycoupledpowergenerationand
multi-functionalcomprehensiveplatform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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