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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在腾格里沙漠打造光伏“天马”
西北首个光储氢热一体化项目建成

□ 张小宝

甘肃省张掖市光储氢热综合应

用示范项目于近日建成。这是我国

西北地区首个光、储、氢、热综合应用

一体化项目。该项目把外送之余的

新能源电进行存储，并在“风光无

限”的河西走廊探索绿色氢能多元

应用。

张掖光储氢热综合应用示范项

目由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能建”）所属中国

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能建集团装备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总投资约 44亿元，建设内容包括

1000MW光伏发电、储能、氢能、综

合加注站等。

该项目负责人邓其国介绍，近

年来，我国风能、太阳能等产业发展

如火如荼，但由于其“看天发电”的

不稳定性，新能源电力仍面临着“白

天用电低峰送不出电”和“夜晚用电

高峰发不出电”的矛盾，该项目将针

对上述难题，对外送剩余的发电进

行消纳。

“把白天发的电储存起来，待晚

上用电高峰时再外送，还有剩余的电

可以通过电解水途径制氢。”邓其国

解释说，光电储能的原理，就是把一

个集装箱大小的储能电池当作“超级

充电宝”，不仅可以固定外送电力，还

能以移动式的电源形式向医院、体育

馆等公共场所提供应急电力保障，且

价格低于市场电价。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蜂腰”地

带，风光资源丰富，是河西走廊清洁

能源基地的组成部分和甘肃电力输

出重点市，也是中国“沙戈荒”大型

风光发电基地重点规划区域。目

前，当地已被列为甘肃绿氢生产及

综合利用先行示范区。

该项目将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

设，拓展氢能在交通、发电、供能、工

业等多领域全场景示范推广应用，

带动张掖市全产业链技术进步与产

业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未来将推

动电能与氢能、储能与电能融合发

展，助力保障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张掖市成本监测与重点项目服

务中心副主任田学飞表示，下一步，

张掖将牵头制定“河西氢能示范走

廊”建设计划，协同布局绿氢制、储、

运、加、用基地，挖掘河西地区在绿

氢制储、化工消纳、氢车替代等方面

的潜力，加速形成氢能产业集群。

作为一家为能源电力、基础设

施等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全产

业链服务的综合性集团公司，中国

能建紧跟氢能高速发展、市场需求井

喷的脚步，明确将加快培育发展氢能

作为公司业务重点。2022年1月，中

国能建成立中能建氢能源有限公司，

统筹引领集团氢能业务发展，开展氢

能前端技术研究，探索氢能商业模

式，全面布局氢能产业链，推进氢能

在工业、建筑、交通等主要终端领域

的低碳化应用。中能建氢能源有

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已签约多个氢能

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

2023年 1月3日，中能建巴彦

淖尔乌拉特中旗风光制氢制氨综合

示范项目获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批

复。该项目总投资23.15亿元，规划

建设 210MW风电、50MW光伏、

39MW/1h电化学储能，年生产绿

氢1万吨、绿氨5.7万吨。3月20日，

在内蒙古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座谈

会项目签约仪式上，中国能建与内

蒙古就中能建巴彦淖尔乌拉特中

旗绿电制氢制氨综合示范项目签

约，该项目计划2024年12月投产。

3月7日，中能建甘肃酒泉风光

氢储及氢能综合利用一体化示范

项目（化工部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

次公示。据悉，该示范项目总投资

约76.25亿元，拟建设年产1.7万吨

氢、3.9万吨合成氨的氢能综合利用

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

投资额39.2亿元，建设内容包含新能

源255MW、年产绿氢7000吨、年产液

氢330吨/年、年产合成氨9000吨/年

～20000吨/年，并配套建设300MW

新能源上网竞配项目。该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甘肃首个集气态和液态绿

氢、绿色合成氨于一体的氢能综合

利用项目，有助于传统化工产业深

度脱碳，完善当地氢能产业链布局，

稳定绿氢绿氨供应市场，推动当地

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构建。

4月25日，中能建氢能源有限

公司与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及东北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就中能建巴林左

旗绿色氢基化工基地示范项目签署

《绿色氢基化工基地项目投资框架

协议》。该项目计划投资50亿元，

主要建设年产2万吨电解水制氢设

施、年产 10万吨低压合成氨装置

和综合加能站，项目涵盖制氢、加

氢、氢能化工、氢能装备等全产业

链条。

5月12日，中能建氢能源有限

公司与鹿泉区政府就中能建石家庄

鹿泉区光伏制氢及氢能配套产业项

目签署投资开发协议。该项目计划

投资32亿元，项目涵盖电解水制氢、

综合加能站以及风电光伏等，并致力

于推动氢能研究院的组建与运营及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该项目日

前已获得备案。

5月29日，中能建绿色氢氨醇

一体化项目获吉林省能源局批复。

该项目是吉林首批“氢动吉林”大型

氢基化工示范项目，总投资296亿

元，计划分三期建设60万吨绿色合

成氨/醇和氢能装备产业生产线。

一期项目投资105亿元，建设内容

包括：90万kW新能源，年产4.5万

吨电解水制氢、20万吨级柔性合成

氨和2万吨绿色甲醇。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能建在氢能业务领域将紧紧瞄

准建设成为氢能源产业领军企业这

一发展目标，为贯彻执行国家能源

革命战略、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贡献

力量。

本报讯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立足乌兰布

和沙漠丰富的资源优势，大力推

进“林草光互补”的绿色电能发

展，走上“逐日”绿色电能发展新

篇章。

位于乌兰布和沙漠腹地的国家

电投磴口县三、四期光伏治沙项目

区，42万块光伏板阵列汇成一片“蓝

海”，64个发电单元吸足光能继而转

化为绿色电能，源源不断地汇入蒙

西电网。磴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

部边缘，年日照时数 3300小时以

上，充沛的光能资源和广袤的荒漠

沙区是发展光伏产业的优势所在。

磴口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条件，自

2011年开始，在巴彦淖尔率先开启

光伏治沙项目，通过招商引资，先后

引进国家电投、中国国电、中广核、

大唐等企业。截至目前，磴口共有

12家企业建成光伏发电项目，总投

资50亿元，年平均利用光照达1700

小时、发电量15.4亿kWh，并网规

模77万kW。

目前，国家电投已建成光伏发

电治沙项目8000余亩，并且全部实

现板上发电，日发电量160万kWh。

光伏板下85%的面积采用草方格

固沙，栽植梭梭、四翅滨藜、甘草等

沙生植物和中药材，在对沙漠实现

有效治理的同时，实现光伏发电

与生态治理的双赢效果。据了解，

国家电投三、四期光伏治沙项目总

装机容量200MW，于2023年 3月

28日全容量并网。截至目前，总发

电量9450万 kWh，单日最高发电

量120万kWh，投产直接发电效益

总收益2500万元。

今年，磴口将紧紧围绕实现

“双碳”目标，全面建设磴口乌兰

布和沙漠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

“十四五”期间，计划总投资600亿

元，装机规模达到1200万 kW，实

现固沙面积34万亩，并网后发电量

达240亿 kWh，实现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的良性循

环新局面。

（张莉婧）

乌兰布和沙漠光伏发电生态治理齐头并进

本报讯 隆基绿能日前通过科学

碳目标倡议（SBTi）的认证。目前，全球

已有4600多家企业参与SBTi并设定科

学碳目标，包括特斯拉、苹果、巴斯夫、

联想、腾讯等，而隆基绿能成为我国光

伏行业内首家获得SBTi官方目标审核

认证的企业。

SBTi是由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世界资源研究所

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一项号召

企业设立科学碳目标的全球倡议，是全

球商业气候联盟的组成部分。SBTi作

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的企业减排

指导框架，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根据气

候科学制定具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在

全球碳中和趋势下，参与和制定科学碳

目标成为新的商业规则，体现了企业在

可持续发展与ESG领域的竞争力和责

任感。

2020年，隆基绿能正式加入SBTi，

并提交科学碳目标承诺书。2021年，

隆基绿能发布首份气候行动白皮书，首

次提出自己的科学减排目标：承诺以

2020年为基准，2030年运营范围内的

温室气体排放下降60%；承诺在2030

年采购的每吨硅料、每瓦电池片和每吨

玻璃的碳排放强度相比2020年下降至

少20%。2023年，隆基绿能通过SBTi

审核认证，标志着隆基绿能的减排目

标与《巴黎协定》提出的1.5℃目标保持

一致。

2020 年 ，隆 基 绿 能 相 继 加 入

RE100、EP100、EV100三项国际倡议，

并参与SBTi，成为最早同时加入四项国

际倡议的中国企业。隆基绿能以光伏科

技创新赋能全球减排行动，2012年至

2022年，累计生产的光伏产品达290GW，

可累计输出的清洁电力超过11482亿

kWh，按照国际能源署全球电网平均排

放因子估算，相当于减少5.36亿吨二氧

化碳排放，占2022年全球能源相关碳排

放总量的1.46%。

隆基绿能品牌总经理霍焱表示，隆

基绿能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通过SBTi

的审核，代表着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

承诺获得全球权威组织的认可，也为

隆基绿能 2030 年之前的全价值链减

排提供明确的行动指南。隆基绿能期

待与更多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共同

行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零碳未来”。

（张小宝）

□ 张小宝

中核汇能白银深部铜矿废石场

100MW光储项目日前成功并网发

电。“新能源+矿山生态治理”的新模

式不仅有利于白银历史遗留矿山废

弃地的生态修复，还为企业未来可

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筑牢甘肃

省白银地区生态屏障，奏响废弃矿

山治理的“光伏曲”。

以加快推进白银历史遗留矿

山废弃地生态修复为目标，白银深

部铜矿废石场 100MW 光储项目

建设利用新能源技术进步新趋势，

项目全部采用天合光能至尊超高

功率 600W 系列组件。为更好支

撑电网、保障电网稳定运行，项目采

用“光伏+储能”模式，配套15MW/

30MWh储能项目，并采用来自天

合储能的 6 台 5.16096MWh 电池

储能集装箱产品。据悉，该项目建

成投用后，可有效修复治理矿山

2800亩，为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年1.57亿kWh的上网优

惠电价，节约标准煤约4.70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12.68万吨。具有

显著的节能、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

效益。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引领

下，废弃矿山的绿色低碳化改造势

在必行。《“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

规划》提到，“推进光伏电站开发建

设，优先利用采煤沉陷区、矿山排土

场等工矿废弃土地及油气矿区建设

光伏电站”。采取新能源开发与矿

山生态治理有机融合的方式，在促

进生态环境治理改善的同时，为当

地提供坚实的绿色电力支撑，既把

废弃矿山打造成绿水青山，又将绿

水青山变身为“金山银山”。

本次中核汇能与天合光能携手

打造的白银深部铜矿废石场光储项

目，不仅充分发挥超高功率组件高效

率、高发电的特性，绘制融合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新图景，还通过光储协

同效应，助力新能源并网消纳，进一

步推动光储一体化应用，创新发展

思路，提升废弃矿场土地利用效率，

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改善，推动地方

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从技术角度来看，“光伏+储能”

是保证新能源充分开发利用的最佳

解决方案之一。储能可以有效平抑

光伏出力波动、快速跟踪调节出

力、进行峰谷电价套利，降低综合

用电成本、削峰填谷，延缓变压器

增容的需求。“光伏+储能”还可以

有效解决供电生产的连续性和用

电需求的间断性之间的矛盾，实现

电力在发电侧、电网侧以及用户侧

的稳定运行。

在大基地建设如火如荼之际，

为实现新能源高比例、大规模应用，

支撑大电网安全稳定，新能源配储

能已成为市场发展趋势。以当下光

伏行业的主要技术迭代趋势为基

准，日前，天合光能发布新一代光储

电站系统，助力光伏电站项目发展

乘势蝶变，其核心是让光伏电站对

太阳能的利用由“被动”变为“主

动”，夯实电站的供电安全性、发电

稳定性，强力构筑网源友好型光伏

电站。

大力发展废弃矿山治理工程，

建造光伏基地助力产业转型，是甘

肃白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的生动写照。废弃矿山基

地通过生态治理重获新生，变身光

伏电站，绘出一幅幅清洁低碳的美

好图景。

作为大基地多场景解决方案领

军者，天合光能将紧跟“双碳”目标

的指引，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智慧

能源解决方案，在更多新能源应用

场景厚植天合光能系统解决方案的

绿色根基。

本报讯 日前，福建安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与亚洲领先的

EPC承包商Enter Enginner正式

签署470MW跟踪支架太阳能项目

协议。该项目位于乌兹别克斯坦，

计划将于2023年12月竣工。

该项目完工后，预计每年可输

送约60160万kWh清洁电力，减少

二氧化碳年排放量60万吨，能够有

效推动当地绿色能源的开发与建

设，助力其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助推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此次项目签

约，是安泰新能源在中亚地区最大

的光伏跟踪项目，也是安泰新能源

在海外市场深度开拓的又一里程

碑，对安泰新能源未来持续深入地

拓展中亚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采用安泰新能源1P独

立平单轴回转跟踪系统——驭光-

Simple，可实现发电量18.5%~24%

的提升。驭光-Simple经过顶级风

洞实验室CPP的严苛测试，严格按

照风洞测试数据设计，能在极端大

风、大雪条件下，保证支架运行的稳

定性，解决失稳问题，保证电站的安

全运营。

作为安泰新能源的实力跟踪产

品之一，该系统能够与大尺寸双面

组件完美适配并进行大角度跟踪，

进一步提升发电效益，降低运营成

本。面对项目的地形复杂多样、高

低起伏坡度不同，其地形适应性强，

具有高适用性和高实用性。

（陈学谦）

本报讯 特变电工新能源公司投

资建设的甘肃武威武晟150MW光伏发

电项目日前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全容

量并网发电后，可在25年内提供约63亿

kWh 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煤炭

215.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1.2万

吨，为“光伏+沙戈荒治理”提供了一个可

复制推广的典型案例。

该项目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九墩镇腾格里沙漠边缘，海拔高度约

为 1510 米，年平均太阳总辐射量为

1702.9kWh/m2，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

1676.49kWh。该地风势强烈，太阳能

资源丰富，是建设大型光伏电站理想

场所。武威武晟150MW光伏发电项

目光伏区全部使用特变电工新能源公

司TS228KTL-HV逆变器，结构上采

用智能分区热交换散热设计，保证设

备在环境温度 30℃、40℃、50℃可以

分别稳定输出功率 250kW、228kW、

208kW，具有优异的降额输出能力，能

够适应各类不同高温场景，可保障电

站在高温环境下的发电量，显著提升

电站的发电收益，实现 LCOE 更优。

同时，逆变器采用IP66的高防护等级，

防风、防尘、防沙，确保逆变器在沙漠

干燥高温的环境下也可以实现安全稳

定运行。

在该项目设计施工时，特变电工新

能源公司以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

马为参照，通过内部道路规划和组件色

差结合，使光伏组件列阵整体形象呈现

出“马踏飞燕”矫健的英姿和风驰电掣

的神韵，将武威作为“天马故乡”和历史

文化名城的精神内涵与新能源产业相

结合，擦出产业发展的“新火花”。一匹

光伏“天马”在广袤的腾格里沙漠中驰

骋，为武威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汇聚起

奔腾不息的动力，也为当地防风固沙、

绿色生态带来新的效益。

武威武晟150MW光伏发电项目全

部投入使用后，将以保障绿洲生态安全

为目标，破解沙化地区人、地、生态间的

矛盾，构建“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

种植”的生态治理体系。

（张小宝）

隆基绿能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认证

本报讯 日前，东方日升南滨基地

15GW（一期）异质结伏曦组件首片下线

仪式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南滨基地举

行。该基地项目位于宁波南部滨海经济

开发区百丈塘区块，总投资152亿元，用

地面积约1448亩。

近年来，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宁海

这座滨海之城聚焦“光伏+储能”赛道，积

极打造全链式千亿级产业链，布局电池

片、光伏玻璃、组件、储能系统集成等产

业，打造“生产制造+电站建设+储能+运

维服务”四位一体光储产业服务型制造业

总部经济新模式。数据显示，仅2023年

第一季度，宁海光伏储能产业合计实现工

业总产值66.5亿元，同比增幅78.8%，占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近20%。

东方日升董事、总裁伍学纲表示，该

项目投产以后将重点落实东方日升异质

结优势产品——伏曦组件的量产。伏曦

组件作为东方日升基于210mm超薄大

硅片+异质结技术平台开发的革新性产

品，采用独特的低温双面钝化接触、双面

微晶技术以及低银含浆料、钢边框等材

料工艺，降本增效优势突显。组件最高

功率可达 741.456Wp，组件效率可达

23.89%，具备极稳定的温度系数以及超

高双面率，30年产品功率保持率在90%

以上，碳足迹数值可低于 400kg eq

CO2/kWc，能够有效满足全球客户对

清洁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该高效组件

生产基地的落成大幅提升了东方日升核

心竞争力，同时，对宁海智能制造产业升

级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

宁海县副县长葛仁元表示，东方日

升作为领先的光伏制造企业，对行业发

展具有超前引领性作用。此次东方日升

南滨基地一期异质结伏曦组件首片下

线，标志着宁海光伏产业朝千亿产业链

发展又迈进了一大步。

未来，东方日升将继续推动高效组

件产能落地，以赋能宁海提速强链补链

延链，为建设现代化“双优”新宁海蓄足

新动能，助力区域加快布局千亿级“光

伏+储能”产业链。 （陈学谦）

东方日升南滨基地伏曦组件下线

中核汇能携手天合光能奏响“光伏曲”

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九墩镇腾格里沙漠的“天马”造型

（特变电工供图）

甘肃省白银深部铜矿废石场100MW光储项目 （天合光能供图）

安泰新能源签约乌兹别克斯坦光伏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