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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乘“大基地”之风 推动“光伏+”行稳致远

□ 陈学谦

近日，位于湖北天门的通威天门一期

100MW“渔光一体”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成为目

前通威新能源终端业务板块中单体规模最大的

全柔性支架项目之一。该项目25年总发电量约

为26.8亿千瓦时，年均发电约1.07亿千瓦时，投运

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近34,300吨，每年可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约8.56万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在国家大战略的加持下，光伏+农业、渔业等

复合项目的开发趋势逐渐显现，推动着光伏电站

应用场景的多样化和土地的高效复合利用。同

时，这一趋势也对光伏电站的建设标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此，通威新能源创新研发了柔性支

架系统，跨越复合土地利用的高“门槛”，打破柔

性技术的困局，帮助业界实现更高效的土地复合

利用，为光伏电站开发和建设提供更多的选项和

可能。

柔性技术具有大跨度、高净空、零挠度的特

性，发展空间广阔。在经济性方面，柔性支架系

统实现了光伏复合项目的降本增效，相比于传统

方案，柔性方案实现了部件数量、用钢量、立柱数

量大幅度减少，简洁优雅的设计，保证了解决方

案的成本竞争力和安装的便捷性。在不断升

级、成熟的技术支撑下，通威提出了新一代柔性

支架设计理念和架构体系。

据了解，目前，通威新能源已在包括江苏泗

洪、如东、扬中，江西南昌、高安，安徽怀宁、和县，

广西钦州、东兴，山东滨州、东营，以及广东台山、

湖北天门、湖南常德、内蒙古土左旗、黑龙江大

庆等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开发建设了 48 个以

“渔光一体”为主的光伏发电基地，并网规模超

过2.7GW。其中，天门一期项目充分发挥了通威

专利柔性支架设计的优势，实现全柔性支撑，为

未来柔性支架规模性的推广使用提供了良好的

范本。

柔性支架助力通威百兆瓦级
“渔光一体”引领未来

□ 吴 昊

国家发展改革委6月新闻发布

会透露，我国将加快以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建设。该消息的发布，再一次

为当前我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

风光大基地建设送来利好，显示了

国家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质

量发展的决心。

去年以来，风光大基地建设逐

渐提上日程。同时，我国光伏企业

正加快技术研发和创新，着力保障

大基地开发的顺利推进。隆基绿

能中国区总裁刘玉玺表示：“我们

希望通过科技引领和稳健可靠的

经营原则，以可靠、高效的产品助

力中国风光大基地的有序、高效

开展，为打造具有示范性效果的大

基地项目保驾护航。”

立足大基地
开发多样化产品

据了解，推动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建设，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关键支撑。通过建设

千万千瓦级风电光伏大型基地项

目，既有利于推动风电光伏大规

模、高比例发展，促进新能源行业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还能够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优质的绿

色电力支撑，推动我国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助力完成“双碳”目

标。此外，在沙漠、戈壁、荒漠地

区，大基地还是推动光伏治沙的

重要“试验田”。

为此，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

建设，需要从多方面综合考量，

同时，也将为多个领域带来发展

机遇。“大基地不是单纯的新能

源项目建设，还包括电网、产业

配套，甚至包括治沙等综合规

划。”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

责任公司新能源设计总工程师

徐广瑞介绍，从整个内蒙古自治

区新能源的盘子来看，风电、光

伏、储能、氢能都将迎来发展高

峰，新能源的从业者也将迎来新

的机遇和挑战。

在刘玉玺看来，此前，内蒙古

库布齐沙漠实施的“光伏治沙”项

目进行的“板上发电、板下种植、

板间养殖”等绿色生态发展模式，

是新能源背景下的一次积极探

索。未来，光伏对于防治荒漠化，

甚至应对气候变化，还有着无限

可能。“2022年 2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的《以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显

示，2030年规划建设沙漠大基地

装机总量4.55亿千瓦，相当于14

个上海市的峰值用电需求，19个

北京市的峰值用电需求，此举也显

示出未来光伏治沙模式大有可

为。”刘玉玺说。

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大基

地建设也对光伏产品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刘玉玺认为，从技术迭代的

角度看，可靠和高效，一定是光伏组

件制造厂商持久不变的主题，必须

永远保证可靠、高效，才能保证光伏

产业的健康发展。他表示，“风光大

基地项目一旦成为电力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可靠性就会影响整个

电力系统或者整个区域的能源安

全，所以可靠性是必须重点强调的；

同时还要强调高效。我们希望基

于风光大基地，打造出在全国具有

示范性效果的项目，而这种示范项

目，必须要用高效的产品。”

此外，基于大基地带来的光

伏与其他产业融合的新业态，光

伏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多样化也需

要提上日程。“随着光伏发电应用

场景的多样化，未来的产品一定

会出现更多细分，从而满足不同

场景对于可靠性和经济性的要

求。”刘玉玺表示，在沙漠、荒地等

气候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对产

品可靠性的要求较高，对选型、尺

寸的要求与气候条件较好的地方

都会存在差异。他指出，目前，隆

基绿能在产品序列管理方面，已

开始做一些相关的布局，针对屋

顶、水面、山地等不同区域，设计各

自更适合的产品。

据刘玉玺介绍，从去年以来，

隆基绿能在“光伏+”方面做了很多

布局，比如，在大基地方面的光伏+

治沙、光伏+采煤沉陷区治理等，还

有在其他区域，做了“光伏+建筑”

的布局，这些探索既包括产品，也

包括解决方案。在产品方面，由于

沙漠、戈壁、荒漠区域极端天气较

多，隆基绿能在产品的可靠性和

高效性方面都做了探索；在解决

方案方面，隆基绿能积极布局

BIPV，推进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布

局，还成立了氢能公司，希望打造

光伏+制氢的项目，打造“绿电+

绿氢”的解决方案。

扎根内蒙古
打造具有示范性效果项目

在大型风光基地建设推进的

过程中，内蒙古，尤其是蒙西正在

成为重点区域，同时也成为光伏

制造业布局的重点区域。今年4月，

内蒙古自治区 2022 年推进高质

量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动员大会在

鄂尔多斯市举行。当天，隆基绿

能年产20GW单晶硅棒和切片项

目、30GW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及

5GW高效光伏组件项目正式开

工建设。

“今年在鄂尔多斯投入如此

大的产能，是隆基绿能首次一次

性把全产业链落地在一个区域。”

刘玉玺介绍，隆基绿能在内蒙古投

资，一方面是响应国家风光大基地

开发的号召，希望长期在西部地区

投资兴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

能源转型；另一方面，内蒙古和隆

基绿能就产业落地已经沟通过较

长时间，地方政府在相关政策扶持

上给予了很大的诚意，用很短时间

完成了从招商引资到项目落地，表

现出“鄂尔多斯速度”。此外，内蒙

古还有非常丰富的风光资源，隆基

绿能希望结合当地的资源，通过

“光伏+储能”，进行沙漠和采煤沉

陷的治理。

基于该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气候特征，当地大基地建设对光

伏产业的要求也呈现出与其他地

区的较大差异。徐广瑞表示，蒙西

地区人口少，气候条件比较恶劣，

对智慧运维的需求会进一步提

升。同时，在设备选型方面，一方

面要考虑风沙地区昼夜温差大，以

及强降雪、沙尘暴等极端天气的影

响；另一方面，由于沙漠地区光照

资源较好、反射光较强，双面组件

的优势也相对明显。

鉴于蒙西地区基地建设对产

品提出的更高要求，隆基绿能在当

地布局先进产能有了更多的必要

性。据刘玉玺介绍，“多年来，隆基

绿能一直坚持‘不领先不扩产’的

发展战略，这是基于隆基绿能长期

在技术方面高额投入的自信。我

们认为一个新的技术，必须综合考

虑它的可靠性、高效性，在扩产方

面始终保持谨慎，必须投入最优、

最先进的产能。”

鄂尔多斯市官方消息显示，今

年3月，隆基绿能与伊金霍洛旗人

民政府签约的光伏产业链项目总

投资300亿元（含厂房及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主要在伊金霍洛旗蒙

苏 经 济 开 发 区 投 资 建 设 年 产

20GW 单晶硅棒和切片项目、

30GW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及5GW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该项目是在

技术先进性、成本经济性方面具备

全面领先优势的全产业链项目。

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利润约35亿

元，上缴税收约20亿元，带动就业

约12,000人。

隆基绿能以可靠、高效的产品助力中国风光大基地有序、高效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