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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基站使用太阳能技术对环境改善、

保护气候、节省空间都有一定的意义。太阳能

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减少煤等燃料的使用，可

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缓解温室效应，对

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有一定的作用。另外，太阳

能发电需要的设备比较简易，在任何有太阳光

的地方都可采用。由此可见，在通信基站使用

太阳能技术有利无弊。

1 移动基站太阳能供电系统的组成原理

移动基站太阳能供电系统主要由蓄电池、

电池控制器和逆变器及太阳能电池等几部分组

成。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太阳能电池的本身

温度、阳光的强度和电压变化状况对太阳能的

广电转化率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温度、

光照强度和电压在一天之内处于变化之中，因

此，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光电转化率也处于变化

之中。发电量的变化对太阳能电池的电压变化

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环境和温度的变化对太

阳能蓄电池的供电量和寿命也会发生一定的作

用。在实践中将太阳能电池方阵按照 30°倾斜

角的角度来安装，目的是让太阳能电池方阵吸

收更多的太阳光。在安装操作中会按照不同的

环境状况对倾斜角做适当的调整。太阳能转化

成电能以后将通过逆变器将电流输送给基站中

的储电设备，或者将电储存在蓄电池中。但是，

电能的输送有一定的顺序。电流会首先输送给

蓄电池，当蓄电池的电量充满后，电流会直接

输入基站设备。如果一天之内光照不充足，蓄

电池内的电量会保证基站设备正常运行。太阳

能供电系统工作示意图如（图 1）所示。

2 太阳能供电设备的具体配置

太阳能供电设备的配置主要分为太阳能

电池方阵和蓄电池组的配置设计。对于蓄电池

组的配置设计要根据基站的位置和气候状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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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状况进行长期的测量和分析。在分析的过

程中主要将天气状况分为三种情况：天气晴朗

状况、阴天或雨天（1天）、阴天或雨天（2天）。

由于光照的多少和强度不同对蓄电池组的放置

时间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对天气状况和

光照进行精密的分析和计算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外，如果基站的位置比较偏僻，在下雨天进

行正常通话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在蓄电池配置

的过程中可以不考虑天气的影响，直接按照晴

天的状况进行蓄电池的配置。如果基站在交通

主干道上，无论在何种天气状况下话务量的变

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蓄电池的取值范围应控

制在 2 天之内。对于太阳能电池方阵的设计主

要应该考虑的因素是蓄电池的日放电时间，蓄

电池方阵只要在 5 天之内充满即可，对于一天

之内充满的储存电量不需要计算。（表 1）中

具体描述了日照与太阳能输出之间的关系。            

3 移动通信基站的供电方式

由于基站的种类、大小及特点具有差异

性，因此，在供电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移动基站中供电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3.1 太阳能独立供电形式

太阳能独立供电形式主要适用于偏远地

区。偏远地区由于交通不变，停电的可能性比

较大，太阳能独立供电形式恰好弥补了这一缺

点。在操作的过程中主要采用太阳能光伏阵列，

山区和海岛是太阳能独立供电的主要地区，太

阳能光伏阵列具有输出功率大，受天气影响小

的特点。太阳能独立供电系统工作示意图（图

2）。

3.2 太阳能供电和高频开关电源供电相结合的

方式

这种供电方式在一些重要基站中使用的

频率比较高，以柴油机和电能作为主要的备用

能源，其安全性非常高。

3.3 风光互补的供电方式

风光互补主要是指风力资源和太阳能资

源之间的互补。这种形式主要应用在风力资源

和太阳能资源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而且供应地

的电力供应情况应该比较差。风光互补的供电

方式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在实践中风能和太阳

能可以共同为基站提供电能，同时也可以采用

太阳能和风能分别供电的形式。

3.4 高频开关电源供电形式

高频开关电源供电的形式主要应用在电

力供应比较充沛的地区，在我国采用这种供电

方式的地区和基站比较多。这种供电方式具有

全天候、不间断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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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移

动通信设备人手一部已经不再是梦。通信设备

的发展也促进了通信的服务质量和服务面积的

发展。城市移动基站已基本处于饱和状况，基

站在逐步向偏远地区发展。由于偏远地区的电

力供应系统不完善和我国对环保理念的倡导。

移动基站太阳能技术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移

动基站太阳能技术不仅节约了能源，而且有效

改善了人我国移动基站通信质量。在日后的移

动基站通信中应用范围会逐渐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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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日照时数与太阳能输出关系表

图 1：太阳能供电系统工作示意图

图 2：太阳能独立供电系统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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