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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1990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工学硕士学位，二级教授，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

师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电气工程一级博士点负责人，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贴

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自治区先进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回国人员和优秀教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天山领军人才，自治区教育工委和新疆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主要从事大型

风力发电机组关键零部件的研制、整机智能控制及检测、电能转换、继电保护和并网送出技术的研究。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自治区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并网控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风力发电系统智能

控制与并网技术” 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并网技术”自治区重点实验室主任。作为高级访问

学者在柏林工业大学工作十个月，2017 年赴德国学术交流。 

2021 年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将一等奖，2019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2016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排名第 1），2017 年获自治区科技进步特等奖，2013 年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1）。2002 年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2000 年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获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二等奖各两项。获第四届新疆

青年科技创新杰出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一等奖、中国侨界贡献奖和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主持主研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 30 余项，其中国家级 9 项（含国家攻关、863 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 18 项，企业横向课

题 1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270 余篇，合作出版专著 7 部，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30 余项，主持地方标准一部，

参编国家标准一部。  

个人简历 

 1983/08-至今，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2009/8-2017/12，新疆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2006/01-2009/07，新疆大学，科研处，处长 

 2004/04-2005/12，新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1999/04-2004/03，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 

 

个人荣誉 

1、科研成果获奖 

mailto:XXX%20XXX@tsinghua.edu.cn


 王维庆，（2/10）基于 E-TOP 技术的 8MW 级海上风电机组研究与示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一

等奖 2021.04 

 王维庆，（1/1）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区域创新奖，2019.11 

 王维庆，（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2018.02 

 王维庆 （2/3）新疆哈密风、光、储能及煤化工混合多能耦合系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一等奖,  2018.11 

 王维庆（1/10），风电机组关键控制技术自主创新及产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2016.12.21，（王维庆，武钢，王海云，唐浩，范文慧，李强，李健，张文钦，乔元，王明江） 

 王维庆（2/3）. 风电利用水平评价体系发展与启示综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一等奖,2016.10 

 王维庆（1/3），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2015.12（王维庆，王海云，张新燕） 

 王维庆（1/11），大型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技术研究与应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3，（王维庆，王海云，庞云亭，张迪，朱新湘，张新燕，何山，程静，张黎杰，

李庆江，李强） 

 王维庆（2/2）. 大型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及其并网运行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二等奖,2009.10 （张新燕、王维庆） 

 王维庆（2/2）. 用 BP 网进行变速风力发电机组控制分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二等奖,2007.10 （张新燕、王维庆） 

 王维庆（2/2）. 模糊神经网络控制在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中的应用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乌鲁木齐市

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二等奖,2007.10 （王维庆、何山） 

 王维庆（1/12），600KW 国产化风力发电机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03， 

 王维庆（1/12），600KW 国产化风力发电机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2002， 

2、教学成果获奖 

 2009 年获自治区教学成果三等奖 

 2006 年宝钢优秀教师奖 

 2014 年新疆大学教学名师 

 2008 年新疆大学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1、201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2012、2013、201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 

 2010 年“电路”自治区级精品课程主持人 

 2016 年新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 

 2014 年新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 

学术兼职 

1、学术组织任职 

 中国仿真学会电力系统仿真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新疆新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 

 新疆电机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理事 

2、国内期刊审稿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杂志编委 

 《新疆大学学报》杂志编委 

 《电网技术》杂志审稿专家 

 《可再生能源》杂志审稿专家 

 《电力电容器与无功补偿》杂志审稿专家 



科研项目 

1、 纵向项目（部分） 

 2021.11-2024.11，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项目，“吐哈盆地清洁能源资源考察与开发利用评估”

（SQ2021xjkk01800-2）1/6 

 2021.01-2024.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含大规模新能源的风光储联合发电系统灵活性运行策略” 

（52067020）1/10 

 2020.10-2023.09，国家重大研发项目子课题，“科技部 08 专项 2.6 项目 01 课题”（202008120002）1/4 

 2018.06-2021.05，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大型新型调相机特性及其对新疆哈密电网影响研究”

（2018D04005）1/7 

 2019.11-202510，自治区院士培育项目，“院士人选培育计划”，（2019ys01003）1/1 

 2019.08-2021.07，自治区教育厅重点项目，“高渗透光伏发电环境下梯次储能系统多维度耦合机理研究”

（XJEDU2019I009）1/7 

 2017.01-2019.12，教育部创新团队滚动支持项目，“风力发电系统智能控制及并网技术” （IRT-16R63），

1/18 

 2017.01-2020.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网光伏电站优化配置的机组组合分析方法研究”

（51667020）,1/8 

 2015.01-2017.12，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微电网并网/孤岛运行的切换控制方法研究”（2015KL020）

1/7 

 2013.01-2015.12，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风力发电系统智能控制及并网技术”（IRT1285）,1/18 

 2013.01-2016.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独立变桨技术对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电能质量影响的研究”

（51267017），1/10 

 2013.01-2015.12，博士点专项基金（优先发展）项目，“独立变桨技术对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谐波特性影响

的研究”（20126501130001），1/9 

 2013.04-2016.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疆风力发电场短期发电量预测方法研究”（50867004）,1/5 

 2012.01-2015.12，自治区重大专项，5 兆瓦级陆地风电机组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201230115），1/16 

 2011.1-2012.12，自治区科技支撑项目，“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独立变桨控制系统的研发”（201132116-2）,1/6 

 2011.6-2013.6，国家“863 计划”目标导向类项目，“大型风电机组仿真实验台的研发”（2009AA05Z439）

1/2 

 2009.6-2011.6，国家“863 计划”目标探索类项目，“大型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2009AA05Z445）,1/8 

 2017.01~2020.12，自治区高校重大项目，“风电场集群智能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XJEDU2017I002）2/7 

 2016.01-2019.12，自治区重点研发任务，“风电机组智能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2016B02019）2/7 

 2013.01~2016.12，国家“863 计划”，“浮筒或半潜平台式海上机组浮动基础关键技术研究示范 ”

（ 2013AA050604）2/2 

3、横向项目 

 2021.07-2022.12，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基于无线数据通信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设备集成测试技术研究

与应用”主持 

 2021.01-2022.12，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疆电科院继电保护运维管控咨询提升咨询服务”主持 

 2019.05-2021.05，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储能电站接入新疆新能源电站指标评价体系”，主持 

 2014.04-2014.12，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械载荷测试技术服务合作项目”，主持 

 2011.07-2013.12，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新疆电网 750kV 变压器投运与风电场相互影

响的研究”，主持 

 2011.11-2012.08，上海德劳工业服务有限公司，“风电机组电能质量检测技术服务项目”,主持 

 

 



论文、专著与专利 

出版专著 7 部，发表论文 270 余篇，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30 件。 

 

1、专著 

1) 王维庆 崔双喜 庞云亭 张迪. 现代风电机组桨距控制技术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12 

2) 王维庆  程静 李强. 数据驱动的风电滚动轴承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12 

3) 何山  王维庆 袁至. 大型风力发电机早期电气故障与智能诊断.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12 

4) 程志江  王维庆  樊小朝. 微电网系统关键设备及其控制策略.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12 

5) 王海云，王维庆，朱新湘，梁斌. 风力发电基础（第二版）,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02 

6) 张新燕, 王维庆, 何山. 风电并网运行与维护,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7 

7) 陈生贵、卢继平、王维庆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第二版），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07 

2 国际期刊论文选(2010 以来或所有) 

 

1) Xiaozhu Li ; Weiqing Wang ; Haiyun Wang；A novel bi-level robust game model to optimize a regionally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with large-scale centralized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n Western China ENERGY 

2021,228:120513 ISSN 0360-5442（SCI 一区） 

2) Xiaozhu Li ; Weiqing Wang ; Haiyun Wang；Hybrid time-scale energy optimal scheduling strategy for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with bilateral interaction with supply and demand. APPLIED ENERGY 285（2021）116458 ISSN 

0306-2619 （SCI 一区） 

3) Li, XZ (Li, Xiaozhu) ; Wang, WQ (Wang, Weiqing) ; Wang, HY (Wang, Haiyun) ; Wu, JH (Wu, Jiahui); Fan, 

XC (Fan, Xiaochao) ; Xu, QD (Xu, Qidan). Dynamic Environmental Economic Dispatch of Hybrid Renewable 

energy System under Tradable Green Certificate. Energy，2020,193(C),116699:775-792. ISSN：0360-5442（SCI

一区） 

4) Xiaozhu Li ; Weiqing Wang ; Haiyun Wang ; Jiahui Wu ; Qidan Xu. Flexibility Robust Optimal Operation 

Strategy for Cross-Regional Interconnected Power Under Load-Source Coordination. IEEE Access, 

2020.3020646.ISSN: 2169-3536（SCI 二区） 

5) Zhi Yuan, Weiqing Wang, Haiyun Wang, Abdullah Yıldızbas‚Allocation and sizing of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for primary frequency control based on bioinspired methods: A case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45(2020)19455e19464 2020，ISSN 0360-3199（SCI 一区）  

6) Jie Wang ; Weiqing Wang ; Zhi Yuan ; Haiyun Wang ; Jiahui Wu. A Chaos Disturbed Beetle Antennae Search 

Algorithm for a Multiobje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Considering the Variation of Load and DG. 

IEEE Access, 2020.2997378. ISSN: 2169-3536（SCI 二区） 

7) Zhi Yuan, Weiqing Wang, Haiyun Wang, Abdullah Yildizbasi，A new methodology for optimal location and 

sizing of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in distribution networks for loss reduction， Journal of Energy Storage 

29 (2020) 101368 2020 ISSN 2352-152X （SCI 二区） 

8) Dongliang Nan; Weiqing Wang; Rabea Jamil Mahfoud; Hassan Haes Alhelou;Pierluigi Siano; Mimmo Parente; 

Lu Zhang. Risk Assessment of Smart Substation Relay Protection System Based on Markov Model and Risk 

Transfer Network.  energies  2020,13,1777 ISSN: 1996-1073( SCI 三区) 

9) Yuan Z , Wang W , Fan X .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clustering architecture for stability enhancement 

and harmonic suppression in wind turbines for smart cities[J]. Computers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19, 

74:105-116. ISSN：0045-7906 （SCI 二区） 

10) Fan Xiaochao, Wang Weiqing, Shi Ruijing. Hybrid pluripotent coupling system with wind and 

photovoltaic-hydrogen energy storage and the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n Hami, Xinjiang [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7, 69: 461-471. ISSN 1364-0321（SCI 一区） 



11) Xu Lijun, Fan Xiaochao, Wang Weiqing.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of Xinjia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ode areas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7, 

79: 274–285. ISSN 1364-0321（SCI 一区） 

12) Saniye Maihemuti, Wang Weiqing, Wang Haiyun, Wu Jiahu  Voltage security operation region calculation 

based on improved par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nd recursive least square hybrid algorithmJournal of mordern 

power systems and clearn energy   ISSN：2196-5625 (SCI 二区)  

13) 沙强益,王维庆,王海云；A Distributionally Robust Chance-Constrained Unit Commitment with N-1 Security and 

Renewable Generation；energies；2021, 14, 5618 ISSN 1996-1073 

14) 王维庆,萨妮耶·麦合木提,王海云,武家辉；Voltage Security Operation Region Calculation Based on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nd Recursive Least Square Hybrid Algorithm Journal of Modern Power Systems 

and Clean Energy 2021 年, 9 卷 1 期 138-147 页 ISSN 2196-5625  

15) Zhi Yuan, Weiqing Wang & Shan He.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computing based advanced intelligent 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for smart grid syste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 and Applications, 

DOI:10.1080/1206212x.2019.1576993 ISSN:1206-212X EI 

16) Wu J H Wang W Q Wang H Y, Analysis on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of Wind Power by Using MCDM Method, 

JOURNAL OF MINES, METALS & FUELS, 2018,66（9）674–680 

17) Cheng J Wang W Q  Fan X C Wang H Y, Bearing Fault Pattern Recognition of Wind Turbine Based on 

Two-Value Bispectrum Feature-Fuzzy Clustering Method, Journal of Vibration, Measurement & Diagnosis, 

2018,38(04),765-771+874 

18) Xu L J WANG W Q Fan X C, et al,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of Xinjia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ode areas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17,79:274–285 

19) Fan X C, Wang W Q, Shi R J, et al. Hybrid pluripotent coupling system with wind and photovoltaic-hydrogen 

energy storage and the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n Hami, Xinjiang[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7, 72:950-960. 

20) Z Yuan ,  W Wang, S He.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and Optimal Design of Wind Turbinebased on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Boletín Técnico，2017,55(8)115-122 

21) Z Yuan ,  W Wang, S He. Optimized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Boletín Técnico, 2017,55(11)626-632 

22) Z Yuan ,  W Wang, S He. Novel Adaptive Harmonic Current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ANN, Boletín Técnico, 

2017,55(20)115-122 

23) Fan X C, Wang W Q. Spati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wind turbin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review[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6, 54:482-496. 

24) Fan X, Wang W, Xie Y, et al. Inverter Control Switching Between Grid-connected and Islanding Operating 

Modes of Permanent Magnet Win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in Low-voltage Microgrid[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6. 

25) Z Yuan ,  W Wang. Research on the Wind Power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Harmonic Suppression 

Methodologies,2016,08,247-258. 

26) Z Yuan ,  W Wang. Research on Power Flow and Harmonic Interference between VSCF Wind Power Generators 

Under Change of Rotor Angular Velocity, 2016, 13(7) 63.1-63. 

27) Z Yuan ,  W Wang. Review of Xinjiang Wind Power Industry Research based on PESTEL Model,2016, 

13(8)265.1-265. 

28) Z Yuan ,  W Wang. Research on real time active power characteristics of DFIG rotor under changes of slip, 2016, 

17(40)25.1-25.4. 

29) Fan X C, Wang W Q, Shi R J, et al.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ind power curtailment in China[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5, 52:1429-1436. 

30) Fan X C, Wang W Q, Shi R J, et al. Review of developments and insights into an index system of wind power 

utilization level[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5, 48:463-471. 

31) Xu L, Wang W. Analysis of transient power quality of wind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 based on wavelet neural 

network selection[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2013, 9(21):8749-8756. 

32)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Z.%20Yuan%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Z.%20Yuan%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W.%20Wang%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Z.%20Yuan%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Z.%20Yuan%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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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海云;唐新安;王维庆;王宇.风力发电机组无线传输装置及风力发电机组状态监测装置, 实用新型专

利,ZL201520377364.1, 2015/12/23 

 

5、软件著作权 

1) 王维庆，王宇. 基于 LabVIEW 的风电机组振动信号分析软件 V1.0，2015SR122447，2015.07.20 

教学情况 

1、本科生课程：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1990 年起，每逢秋季学期开课，电气专业、新能源专业本科生 

 电力系统微机继电保护基础，2002 年起，每逢秋季学期开课，电气专业本科生 

 风电机组结构与原理，2008 年起，每逢春季学期开课，电气专业、新能源专业、热动专业本科生 

2、研究生课程：  

 智能电网基础  2013 年起，每逢秋季学期开课，每次 36 学时，5-10 人（电气博士） 

 现代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2007 年起，每逢春季学期开课，每次 36 学时，5-10 人（电气博士） 

 现代电力控制技术，2007 年起，每逢春季学期开课，每次 36 学时，50-120 人（电气学位硕士、专业硕士、） 

 电器智能化原理及应用，2011 年起，每逢秋季学期开课，每次 36 学时，10-30 人（电气学位硕士） 

 现代微机继电保护，2009 年起，每逢春季学期开课，每次 36 学时，30-80 人（电气学位、专业硕士） 

 

 

学生培养及学生所获荣誉 

1、已毕业学生 

 出站博士后 7 人 

 毕业博士 15 人 

 毕业工学硕士 127 人 

 毕业工程硕士 54 人 

 本科毕业设计 7~9 人/年 

2、在读学生 

 在读学位硕士研究生 12 人； 

 在读专业硕士研究生 12 人； 

 在读博士研究生 9 人。 

3、学生获得荣誉 

 樊小朝，“Review of developments and insights into an index system of wind power utilization level”，SCI 收录

5.901，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2016，导师：王维庆 

 赵海岭，自治区优秀硕士论文奖，2013，导师：王维庆 

 杨桂兴，含大规模风电的 AGC 策略研究，自治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4，导师：王维庆 

 何山，大型风力发电机故障分析与智能诊断研究，自治区优秀博士论文奖，2010，导师：王维庆 

 樊小朝, 促进新疆风电消纳的源、网、荷侧建模仿真研究, 自治区优秀博士论文奖，2010，导师：王维庆 

 大型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及其并网运行研究，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2009，导师：王维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