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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 昊

□ 实习记者 刘俊男

3月8日，全球领先的太阳能

单晶产品供应商隆基股份公布，旗

下安徽滁州5GW高效单晶组件工

厂正式投产，标志着隆基在高效单

晶组件上的布局进一步深化，公司

对全球客户高效产品需求的实现

能力进一步提升。

安徽滁州5GW工厂项目总投

资约22.6亿元，2018年5月开始施

工建设，顺利实现当年签约、当年

建设、当年投产。工厂采用目前最

领先的设备与技术，产线实现全自

动化，产出的组件能很好地满足各

类高效市场需求。滁州工厂生产

的组件包括半片双面PERC组件

Hi-MO3及下一代新产品，在产品

方面继续引领高效率、高可靠、高

发电能力的技术潮流。

记者了解到，自第一块单晶组

件从滁州下线，该工厂已正式运行

了两个月左右。经历了设备调试、

产能爬坡、效率稳定等准备工作，

滁州工厂一期2.5GW项目已在紧

张忙碌地为全球客户进行组件生

产，二期也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很

快将全部投入生产。

“隆基始终坚持稳健发展，创

新引领。”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

对记者表示，2018年1月4日，隆

基滁州组件基地在滁州经济开发

区正式签约落户，项目从最初的

一期 2.5GW 常规组件，扩产至

5GW，直至续签二期5GW，最终

形成10GW的产能投入，总投资

高达56亿元，全面达产后将实现

产值220亿元。目前，一期项目已

经如期投产，从当年1月签约到当

年12月 25日第一块组件调试生

产下线，顺利实现当年签约、当年

建设、当年投产的既定目标，项目

的建设速度是隆基众多投资项目

中最快之一。

据钟宝申介绍，作为集团最重

要的生产基地，依据国家领跑者产

品技术标准，滁州隆基乐叶工厂采

用了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全面引进

最新型的智能设备，诸如机械臂工

业机器人、EVA自动裁切机等自

动化生产和检测设备，在节约空间

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产线产能与产

线效率。同时，应用MES、ERP等

智能云系统，并引进了一大批光伏

领域的顶尖专家和技术人员，这将

进一步夯实隆基在光伏行业的领

导者地位。

近两年，单晶PERC组件受到

全 球 光 伏 市 场 青 睐 与 认 可 。

PERC带来的高效率，能进一步提

升产品单位面积的功率输出，有

效降低BOS成本；双面组件进一

步将PERC的价值延伸到背面，提

升系统综合发电能力。目前，隆

基旗下单晶电池与组件产能已全

部切换为PERC产线，兼容单面和

双面。

滁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金力表示，隆基股份滁州高效单晶

组件基地顺利投产是滁州市委、市

政府努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一

项举措，滁州市委、市政府未来还

会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更好

的条件。她希望隆基股份在滁州

发展也能保持艰苦创业的精神，大

展宏图，创造更加繁荣的未来。

“2019年，公司面临高速增长

的全球订单需求与高效电池组件

产能不匹配的问题，滁州工厂的投

产将大为缓解这一问题。滁州工

厂不是简单复制，将实现更多技术

成果的转换，推动新产品新技术的

量产。”隆基乐叶总裁李文学向记

者介绍说，“隆基规划的 2020 年

45GW单晶硅棒硅片产能扩张计

划不变，电池组件环节也会适应全

球市场需要。作为全球太阳能单

晶技术的引领者，隆基还会持续投

入研发，保持产品和技术领先，加

速全球平价上网进程。”

“隆基股份滁州高效单晶基地

的顺利投产，标志着隆基股份产能

布局的进一步提升，作为全球太阳

能单晶技术的引领者，未来隆基股

份还会持续投入研发，保持产品和

技术领先，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的

清洁能源。”钟宝申表示。

□ 海 佑

“2018年，通过油藏精细描述

以及智能分注、杨氏压裂法等一系

列创新举措，中国海油渤海油田全

年通过注水‘注’出一个大油田。”

提到过去一年的注水工作，中国海

油渤海石油研究院副院长苏彦春面

露喜色，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话匣子。

对渤海油田在生产油田来说，

84%的动用储量需要注水补充能

量，91%的油气产量来自注水开

发。可以说，注水油田持续高效开

发是渤海油田长期稳产的基础。

“只有对油藏进行精细描述，

提升‘双高’阶段储层认识精度，才

能注够水、注好水。”苏彦春说，用

更精细的方法对油藏进行描述，就

如同透过一只放大镜观察油藏，油

藏情况在研究人员眼前变得更加

清晰。

2018年，渤海油田以绥中36-1、

渤中28-2南、秦皇岛32-6为目标

油田，通过油藏精细描述，开展剩

余油主控因素分析与挖潜策略、流

场调控策略研究及矿场试验等，不

仅比2017年增加注水18%，更使

注水做到“量体裁衣”，大幅度提高

纵向波及，扩大了注入的水平面波

及，提升了注入水的利用率，起到

增油控水的效果。

“目标油田2018年实施调整

措施工作量272井次，全年净增油

59.8万吨，有效改善了‘双高’油田

水驱开发效果。”苏彦春说。

智能分注是苏彦春津津乐道

的一项新技术。“如何注好水？去

年渤海油田23口注水井应用智能

分注技术，可以实时调整各层注水

量，节省了作业费和作业时间。”在

渤海石油研究院增产措施室，注水

工程师陈征介绍，过去，为了满足

油藏需求，注水井每年要求开展一

次分层调配作业，每口注水井测调

需要4天～5天的时间，操作费用

达10余万元，且占用平台时间长，

作业效率低。

“现在，有了智能分注技术，相

当于给水嘴装上了一个‘APP’，海

上员工只需在电脑上轻轻一点，想

什么时候测调就什么时候测调，注

水更加精准。”陈征说。

除了注好水，还要注够水。“针

对油田注水压力高、水注不进去等

问题，渤海油田采用杨氏微压裂等

注水技术，通过泥浆泵或压裂泵提

高压力，使得井筒附近储层形成微

裂缝，并根据实际情况注入酸液，

达到增注目的。”苏彦春说。

在2017年生产性科研成果的

基础上，渤海油田2018年对微压

裂安全评价技术和微压裂解堵技

术体系进行进一步完善和技术升

级，为全面推广应用打下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2018年，渤海油田累计实施

微压裂解堵 161 井次，累计增注

354万立方米，为渤海油田注水年

目标完成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2019年，我们将进一步跟进

油藏精细描述技术研究，将油藏精

细描述成果及时转换成三维工业

化制图，扩大智能分注技术的应用

规模，同时继续增加注水量等，为

渤海油田持续稳产3000万吨筑牢

基石。”苏彦春说。

本报讯 3月3日中午12点，随着海南联网

二回工程第四根海底电缆在海南澄迈500千伏林

诗岛终端站登陆，标志着该工程海底电缆完成

敷设。

据介绍，海南联网二回工程共四根海底电缆，

其中单根最长3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单根最长的

500千伏交流海底电缆。海底电缆登陆需将大约

1公里的海缆从敷设船释放到海面，在船上完成

牵引头的制作后，由小船将海缆牵引至登陆段，再

通过岸上的牵引机牵引上岸，最后沉入预先挖好

的沟槽进行填埋。3月3日中午12点，第四根海

缆成功登陆上岸。至此，历时1个月的时间，海南

联网二回工程海底电缆敷设全部完成。

据了解，联网二回海缆路由距离一回海缆较

近，确保一回海缆安全是此次敷设工作的一个关

键环节。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通过作业现场有人

监督、后台船舶定位监控等管控措施，全方位保障

海缆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

此外，琼州海峡海域宽广、海况复杂，要一次

性把没有接头的海缆安全地敷设到海底，难度相

当大，其中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就是天气、海况。海

南联网二回项目海南侧项目现场负责人芦海介

绍，项目方通过提前与当地气象部门联系获得准

确的潮流和气象信息，在获得琼州海峡西口1号

站的潮流和潮汐信息之后，请当地的水文专家具

体推算出登陆点林诗港的潮流、潮汐，充分利用平

流期完成导缆工作，使海底电缆顺利登陆。

将近1个月的施工时间里，400多名电力施

工人员坚守现场开展忙碌的施工，中间还跨过了

新春佳节。“陆上人员每天早上5点赶到施工现

场，到第二天凌晨赶回驻地。船上人员在海缆敷

设期间一直驻守船上，重点对海缆敷设安全、进

度、质量进行管控，直至敷设施工结束，工作非常

艰辛。”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海南联网项目部协

调工程师庞燚说。下一步，海南联网二回工程海

底电缆还将完成海上的冲埋和抛石保护，后续将

开展海缆终端头的制作、海缆绝缘油泵站的调

试等工作，预计今年4月建成投运。

（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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