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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果找市场”揭榜挂帅 2025 年第
二批榜单

榜单 37：新能源发电及储能装备和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应用及产业化

技术成果简介

描述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及关键技术指标。（300 字以内）

构网型储能 PCS 方面，目前团队共拥有 5 件功率因数校

正发明专利，2 件电流源输入变换器发明专利，2 件组合式

储能电池和 DC-DC 变换的实用新型专利，4 项光伏储能电力

控制软件著作权，拟在东方日立、四川长虹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上述成果落地转化，突破构网型控制算法、多模式无

缝切换策略、宽频振荡抑制、高可靠故障穿越能力及高效电

力电子拓扑设计关键技术，解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网下系

统惯量缺失、多逆变器并联振荡、故障响应慢等痛点，实现

储能系统从“跟网”向“主动构网”的跨越式升级，为新型

电力系统提供核心支撑装备。

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方面，目前团队共拥有 5 件功率

因数校正发明专利，2 件电流源输入变换器发明专利，3 件

整流和 1 件功率因数校正的实用新型专利，拟在绵阳富临精

工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上述成果

落地转化，突破多动力域高效能量耦合管理、基于 SiC 的新

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高效拓扑电路结构、车载充电机 DC-DC

变换器软开关运行关键技术、V2G 架构下三电平谐振 LLC 拓

扑，可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充放电效率，通过 V2G 智能

调度与光储充联动，实现与电力系统协同减碳。

拟转化（研究）内

容

描述相关成果转化以及技术更新迭代的内容，如标志性产品

研制、技术应用场景、应用示范及规模等。（300 字以内）

1、研究参数自适应的虚拟同步机控制算法，设计参数

自适应调节机制，抑制频率二次跌落，融合虚拟阻抗匹配与

阻尼功率注入，动态调整阻尼系数以抑制有功振荡；优化模

型预测控制模型，结合滚动时域优化算法，平衡惯量支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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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储能充放电深度限制。2、研究构网/跟网动态模式切换

策略，根据实际系统提出动态模式切换判据，研究基于前馈

-反馈双环控制的电压波动主动抑制策略，在前馈通道基于

电网参数预测切换瞬间的电压扰动趋势，预先注入反向补偿

电流，在反馈通道采用自适应 PID 调节器动态修正电压参考

值，抑制高频波动。3、研制宽频振荡主动抑制模块。包括

设计改进型自适应陷波滤波器（ANF），动态调整中心频率

与带宽，闭环跟踪阻抗型振荡源，抑制次同步振荡；设计多

阶串联谐振控制器（MRC），结合前馈补偿与滞环调制，注

入反向谐波电流，抑制高频谐振；构建频域解耦控制架构，

实现宽频协同优化。4、设计多功能故障穿越硬件电路。集

成 SiC MOSFET 多电平拓扑，降低开关损耗，提升耐压能力；

优化自适应吸收回路，抑制故障期间的电流尖峰。优化电路

结构，通过 EMC 测试。5、研制可灵活构网型模块化多电平

储能变流器，研究基于虚拟复阻抗的下垂控制方法，深入探

究各储能单元之间能量的动态分配机制，提出多储能单元高

精度并联均流策略和负荷动态性能提升技术。研究适应不同

负荷和运行场景的储能变流器拓扑架构，提出自适应控制策

略及智能调度方法。研制基于 SiC 的高效率、高可靠三相四

线制并网逆变器，充分考虑并网逆变器三相负荷不均衡导致

的运行可靠性及电能质量问题，重点研究带独立中线模块的

三相四线制逆变器及其中线电压脉动抑制方法。6、提出了

一种基于 SiC 的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 DC-DC 变换器拓扑，

采用对称辅助电路并联在桥臂两端，利用辅助电路与主电路

解耦的特性，为实现 ZVS 提供不依赖于负载的感性无功电

流，进而实现 DC-DC 变换器在宽负载范围内的 ZVS。7、提

出基于深度强化学习（DRL）的多动力域高效能量耦合管理

实时算法，解决混动车型的能量域（发动机/电机/电池/制

动）存在非线性耦合冲突。8、研发基于 SiC 的三电平 LLC

谐振拓扑结构，提出双向能量流动控制策略，开展四象限运

行能力验证。

可以应用于新型电力系统，为新能源大基地、分布式微

电网的黑启动与主网提供支撑；还可以应用于高比例可再生

能源场景，如风电/光伏场站的构网型储能一体化系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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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区微电网的应急备电和动态调频。V2G 双向充放电技术

的应用，可以消纳波动性可再生能源，有助于保持电力系统

稳定。

考核指标

提出具体考核指标，如：技术参数指标、人才培养指标、专

利、论文等科研成果情况、应用示范目标、产业化目标（新

增利润或销售收入）等。

一、构网型储能 PCS

1、电网频率跌落 0.5Hz 的情况下，频率二次跌落幅度

≤0.1Hz；

2、阻尼系数动态调整延迟≤20ms；

3、构网/跟网模式切换时间≤5ms，电压波动峰峰值≤

2%；

4、反向补偿电流跟踪误差≤3%额定电流；

5、次同步谐振衰减率不低于 90%，高频（>2kHz）谐振

衰减率不低于 95%；

6、对于自适应陷波滤波器（ANF），多阶串联谐振控制

器（MRC），频率跟踪偏差≤0.5Hz，

响应时间≤1ms；

7、SiC MOSFET 拓扑效率与耐压能力，开关损耗≤1.5%

（额定工况），耐压≥3 倍额定电压；

8、电流尖峰抑制率，尖峰电流≤150%额定电流；

9、多储能单元均流误差≤1%；

10、三相四线制逆变器中线电压脉动抑制，脉动幅值≤

2%标称电压；

11、研制构网型储能 PCS 成套装备，并且在不少于 2 家

单位开展示范应用。

二、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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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载充电电源整机效率 97%以上；

2、车载充电电源输入功率因数 0.99 以上；

3、车载充电电源稳压精度 0.5%；

4、高效能量耦合管理，实时动作生成≤3ms；

5、G2V 和 V2G 两种模式下，满载效率 97%以上；

6、G2V 模式输入电流，THD<3%；V2G 模式，输入电流

THD<5%；

7、研制新能源汽车充电机成套装备，在不少于 2 家单

位开展示范应用；

8、电机驱动控制。

拟合作方式及拟

合作金额

技术许可

1200 万元（人民币）

知识产权归属

明确发榜方和揭榜方在合作过程中各自提供的技术、资料、

数据等，以及共同研发和转化过程形成的技术成果和知识产

权归属

在成果转化期间形成的知识产权由相关单位共享。

对揭榜方的要求

提出时间节点（几个阶段）、揭榜方资产、人才团队、科研

条件，落地转化区域等要求。

与拟揭榜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参与揭榜单位前期具备联

合项目攻关经历，确保成果转化投入资金不低于 5000 千万

元，参与揭榜企业应具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具有新能

源电气设备研制能力，具备大型电力能源设备供应资质，投

入研发人员不少于 50 人，可依托揭榜企业中试平台、企业

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创新平台开展联合攻关，保证成

果落地转化。

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
曹老师 1322818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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