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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新

过了寒露，北方地区寒意渐浓，社会

用暖、用电耗煤逐日递增。作为能源央

企，国家电投全力以赴做好能源保供工

作，强化燃料供应保障，推进自有煤增产

增供。截至11月 13日，整体电煤库存

1801万吨，可用天数40天，为今冬明春

安全保供多发电、多供暖创造良好条

件。同时，发挥新能源项目保供作用，加

强在建电源项目管理，探索多种可再生

能源保供新路径。

在河北省承德市下辖的平泉市小寺

沟镇，当地百姓用上了“分布式光伏+电

取暖”用能模式。村民在家中安装电采

暖设备的同时，加装了屋顶光伏发电板，

发电板产生的电能优先供给村民取暖，

多余电能送至电网。该项目每年贡献绿

色电力约 900 万千瓦时，为小寺沟镇

1656户村民额外增加99.36万元的清洁

取暖补贴收入。

“过去我们在家里烧煤取暖，墙都被

熏黑了，现在用上了光伏取暖，在家就能

发电，家里很暖和、很舒服。”小寺沟镇村

民说。

这套由国家电投建设的“分布式光

伏+电取暖”模式与煤改气、煤改电其他

取暖方式相比，具有清洁无污染、利用效

率高、施工难度小等诸多优点。这种新

型发电+采暖模式可建设、可持续、可复

制、可推广，能够进一步满足农村日益增

长的供暖需求。

在太行山一带，当地百姓也同样体

验到了“光伏+电取暖”模式的温暖与便

利。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地处太行深山

区，平均海拔超1000米，自然条件恶劣，

但拥有极为充沛的光照资源。国家电投

利用建筑闲置屋顶面积为当地居民安装

屋顶光伏，不仅不需要村民出钱，村民每

年还能获得租金，抵消大部分取暖费。

目前，国家电投已在河北省承德、唐

山、保定等地实施“光伏+电取暖”模式，

惠及6个县6368户百姓。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新型供热模式

为北方清洁供暖提供全新供热方案。基

于北方城乡自然禀赋、气候条件、经济发

展水平等因素，国家电投创新空气能热

泵供暖、地热供暖、风电+供暖、光伏+供

暖、生物质掺烧供暖、大温差改造六种新

型供暖模式，成功落地多个极具示范性

的绿能供热样板。

在雄安新区，国家电投建成的郊野

公园管护用房“地热供暖+多能互补”项

目于2021年12月31日投入运行，有效

降低了用户用能成本，提高了能源利用

效率。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机组保养和

设备轮换实验，设备状况良好，今年冬天

供暖温度将保持在21℃~22℃左右。

不再需要烧煤，凭借风电供暖，享受

到了和市区同样的供暖服务。每当谈起

供暖情况，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

旗的居民们都赞不绝口。这份“温暖”源

于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扎鲁特旗供热

站。该供热站供热能力共56.7 万平方

米，能够源源不断将清洁能源的“热量”

输送到1.2万户共5万居民家中。“咋也没

想到吹了一辈子的山风，现在能供暖了，

整个冬季室温平均可达到24.5℃。”扎鲁

特旗居民说。

扎鲁特旗地处蒙东高寒地区，冬季异

常寒冷干燥，最低气温达零下30℃，取暖

期长达6个月。一直以来，燃煤锅炉供暖

是这里的主要供暖方式，但环境污染大、

覆盖面积小、供热温度长期不达标。国家

电投基于当地能源结构特点和供暖实际，

推广实施“以电代煤”。

扎鲁特旗风电场场长贲星表示：“相

比常见的燃煤锅炉供暖，这次采用的是

使用寿命长、耗能低、升温快、可连续不

间断工作的清洁能源供暖方式——蓄热

式电锅炉供暖，能够实现‘停电不停暖’，

保障了供暖的稳定性、连续性。”

该模式在给镇里带来温暖便利的同

时，一笔经济账单更惹人注目。经过测

算，一个供暖季期间，可节约标煤8152.6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万吨，节约资

金840万元。这份看得见的实惠，不仅省

下了真金白银，也体现了国家电投助力

地方绿色发展的担当与使命。

□ 张小宝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合光能”）日前发布的2023年第三季度

报告显示，前三季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1.2亿元，同比增长39.38%，天合光能累

计支架出货量5.6吉瓦。

自 2020 年 9 月，天合光能完成对

西班牙跟踪支架企业Nclave Renew-

able S.L.的全资收购，收购后正式更

名为“天合跟踪”。正式进军跟踪支架

市场后，天合跟踪的业绩三年来稳步

提升。截至 2022 年底，天合跟踪已成

为中国第一、全球前八的跟踪支架制

造企业。

根据全球知名咨询公司标普全球的

报告，天合跟踪2022年亚太地区跟踪支

架出货量排名第一、中国地区跟踪支架

出货量排名第一。今年前三季度，天合

跟踪亚太地区订单量继续增加，875兆瓦

卡塔尔工业城市太阳能发电项目、510兆

瓦乌兹别克斯坦太阳能光伏项目陆续发

货中。

报告显示，天合跟踪2022年度在拉

美地区出货量排名前五，2023年在拉美

地区的出货量进一步提升，在巴西、智

利、阿根廷等市场将处于领先地位。天

合跟踪“硬件+软件+服务平台”三合一的

智能跟踪解决方案可显著提升跟踪电站

整体发电量，提升工程施工效率，在拉美

地区广受欢迎。巴西最大的太阳能项目

之一，520兆瓦圣卢西亚综合体100%使

用天合智能跟踪解决方案。

天合跟踪持续专注于复杂应用场景

下跟踪支架的性能提升，在我国江苏省

常州市、西班牙比亚纳都有研发与工程

设计中心。全球独家专利球形轴承可自

动调节施工误差，便于安装，高分子材料

耐久性强，保证跟踪电站在户外严酷环

境下的稳定运行。创新TrinaClamp安

装夹具可节省50%安装时间，在高人工

成本地区可显著降低工程人工成本，具

有较强的优势。

开拓者1P作为一款适用多场景的产

品，自上市以来全球订单量超3.3吉瓦，

项目遍布全球10余个国家。今年12月，

天合跟踪将发布全新一代开拓者1P，升

级后的产品拥有独特的模块化设计以及

保护策略，将成为应对各类复杂地形和

严苛天气的有力武器。同时，新的开拓

者1P与最新的210N型组件的匹配上堪

称完美，其“组件+支架”一体化方案能够

提高更多土地的利用率，在降低客户初始

投资以及提升投资收益率方面大有裨益。

天合跟踪在智能控制系统方面的研

发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截至今年10月底，

已实现全球累计签单量3吉瓦以上。天

合智能控制系统由“电控设备+智能算

法+软件平台”三部分组成，高精度智能

跟踪算法可以优化高散射辐照天气下的

发电量，解决电站在复杂地势带来的遮

挡问题；数字化支架监控平台具备“数据

分享”“数字地图”“健康诊断”等特色功

能，进一步提升光伏跟踪系统发电能效

和运维效率。通过在运营项目及实证

案例的数据显示，天合智能跟踪控制系

统较常规跟踪系统可额外提升3%以上

的发电量，对提升光伏电站LCOE效果

显著。

今年9月，天合跟踪在巴西萨尔瓦多

成立全球第三个制造工厂，产能2.5吉

瓦，用于满足当地的本土化制造要求以

及进一步提升整个拉美地区的交付和服

务效率。天合跟踪同时还在积极加速全

球化布局，为进一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做准备。

全球光伏产业链中，支架是目前本

土化要求最高的环节，如美国关于跟踪

支架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印度对中

国钢结构征收的额外关税，巴西的本土

化成分要求，欧盟和澳大利亚也计划出

台此类政策。未来，天合跟踪将根据市

场潜力和当地政策评估中东和澳大利亚

等地区的本土化制造，结合自有工厂建

设及与当地主流供应商合作两种方式实

现本土化制造。

天合跟踪也将通过进一步的全球化

来提升跟踪项目的交付和服务。与组件

和逆变器等标准产品相比，跟踪支架更

多的需要定制化的方案，需要供应商提

供从项目设计、交付到现场工程支持在

内的一系列服务。

作为提升光伏系统发电量、降低光

伏电站LCOE的重要技术手段，跟踪支

架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根据第三方

机构预测，2023年至2030年，全球跟踪

支架新增装机量规模将达到900吉瓦以

上，市场分布也将更为均匀。天合跟踪

未来将持续保持产品与技术的领先地

位，通过26年的组件研发与项目经验，提

供更优的“组件+支架”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引领行业发展，

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变革，创建美好低碳

世界。

本报讯 中国石化首座超级充换电

综合能源站——安徽石油大众综合能源

站日前在安徽省合肥市投入运营。该站

集加油、充电、换电、光伏、储能等功能于

一体，是中国石化目前充电终端数量最

多的站点。其中，由充电车棚变身而来

的光伏发电站年发电量约22万千瓦时，

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19吨。这

是中国石化打造世界一流现代化综合能

源服务商的最新实践，将有效推动我国

加快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助

力“双碳”目标实现。

高质量打造充电基础设施，为新能

源车出行创造便捷补能体验。大众综合

能源站位于合肥市政务新区，周边高端

商场、写字楼众多，有着较大的充换电市

场需求。该站总面积达1.12万平方米。

其中，充电区占地面积达7622平方米，相

当于18个标准篮球场，设快充、货车快

充、液冷超充等不同类型的充电车位142

个，充电最快仅需10分钟。此外，该站还

设有1座合作充换电站，单次换电仅需

5分钟。用户可通过“易捷加油”一键充

电与“合肥充电”平台自助体验充换电服

务，大幅提升车辆补能效率。

创新融合光伏、储能等前沿技术，践

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众综合能源站

引入“光、储、充、放”一体化智慧管理系

统，将充电车棚变身光伏发电站，总装机

功率200千瓦，年发电量约22万千瓦时，

年减排二氧化碳219吨，相当于植树1.2万

棵。同时，还配备645千瓦时储能设备，

在保证光伏产生的绿电稳定输出给用户

端的条件下，也可储存低谷电及平电，供

给用户使用。

打造“人·车·生活生态圈”，满足“一

站式”消费需求。该站引入了“易捷臻

选”旗舰店、甄酒馆、快餐简食、司机之

家、爱心驿站、娱乐休闲、发卡中心等多

种业态。易捷购物区涵盖上千种易捷商

品和近百种来自易捷海购平台的跨境商

品。司机朋友在加油、充电之余，还可享

受就餐、洗车、按摩、阅读等增值服务，为

等待的客户提供了更多优质体验，成为

广大老百姓家门口的生活驿站。

作为国内最大的油品销售企业，中

国石化也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参与

者和推动者。公司持续加快新能源转型

步伐，利用网络优势、品牌优势等，不断

加快布局充换电业务，大力开展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为消费者提供综合能源补

给。同时，中国石化坚持用创新赋能绿

色发展，成功攻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公司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薄弱环

节，加快氢能、汽车轻量化以及电池材料

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已经在电解水制

氢技术以及燃料电池催化剂、气体扩散

层等核心零部件材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建成投运国内首座甲醇制氢加氢一

体站，成功实现新型汽车轻量化合成树

脂、电动汽车轮胎用的特种合成橡胶产

业化，实现锂电池隔膜用特高分子量聚

乙烯料专用料工业量产。此外，中国石

化通过战略投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在燃

料电池、汽车产业、氢能、化工新材料等

领域，与境内外合作伙伴深化互利合作，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张莉婧）

本报讯 山东能源集团

东营“双千万·双园区”新能源

基地 160万千瓦海上风电+

200兆瓦时储能项目启动仪

式日前在山东省东营市举

行。此次同时启动的项目有

山东能源渤中海上风电G场

址90万千瓦项目、B1场址续

建10万千瓦项目、E场址60万

千瓦项目。

据悉，该项目是继 2022

年A、B场址90万千瓦全容量

并网、创出“五个当年”纪录

后，山东能源集团全面总结

成功经验，再次规模化开发、

启动的大型新能源示范项

目，也是山东能源加快推进

“双千万·双园区”落地的重

要举措。

作为省级新能源投资平

台，山东能源集团近年来大力

开发建设千万千瓦级渤中海

上风电基地，促进新能源产业

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努力打

造全国首个“双千万·双园区”

新能源基地。其中，“双千万”

代表渤中千万千瓦级海上风

电基地、盐碱滩涂千万千瓦级

风光储基地；“双园区”指的是

“海陆风光氢储牧”多能互补

绿色能源园区、新能源装备零

碳产业园区。

本次山东能源集团将投

资约185亿元。项目建成后，

预计每年供应绿色电能51.2亿

千瓦时，等效每年节约标准

煤16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402万吨，对东营市乃至全

省能源结构优化、生态环境

保护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产

生积极作用。

作为海上风电产业链“链

主”企业，山东能源集团将以

资金、资源优势带动产业链上

下游发展，继续引领山东平

价海上风电发展进程，大力推

进绿色低碳转型，着力畅通

经济循环，将新能源打造成为

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效益支撑和重要引擎，在加快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贡献山能

力量。 （陈学谦）

本报讯 安徽华晟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晟新能源”）日前顺利完

成C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中

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领

投，中银资产与中邮保险跟

投，无锡国联金投致源与新

兴资产继续加码，融资总额

超 20 亿元。本轮融资将用

于华晟新能源高效异质结产

品的持续扩产以及对于异质

结-钙钛矿叠层电池等前沿

技术的研发。

央国企股东的加入为华

晟新能源的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轮融

资完成后，华晟新能源的股

权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华

晟新能源凭借卓越的创新

能力和不断攀升的经营业

绩，年内完成两轮超50亿元

融资，彰显了资本市场高度看

好华晟新能源强劲的企业

实力和异质结技术广阔市场

前景。

华晟新能源自创立以来

便聚焦超高效硅基异质结太

阳能技术研发与产品规模化

量产，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

的太阳能科技公司，为客户

提供更高效率、更优性能、更

佳回报的异质结产品解决方

案。该公司现已投产12吉瓦

高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产

能，向全球交付了超过3吉瓦

高效异质结组件产品。

华晟新能源董事长徐晓华

表示，2023 年，华晟新能源

在推进异质结产业化和商业

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成长

为行业认可的独角兽。华

晟新能源不仅在海内外订单

收获颇丰，实现业绩稳步增

长，9月份实现全公司运营

盈利，在异质结领域实现了

产业化和商业化的成功，还

创造了 750.54 瓦的异质结

组件全球效率纪录。预计到

今年底，华晟新能源将拥有

近20吉瓦异质结产能。无论

是技术创新、产能规模，还是

出货量及市场占有率方面，

华晟新能源已快速发展成

为全球异质结领域的领军

企业。

（张小宝）

本报讯 中国石油新闻

办日前透露，截至目前，我国

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塔里木油田 34 年来累计生

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5亿吨。

其中，原油1.6137亿吨，天然

气4249.98亿立方米，为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进一步

夯实了塔里木油田作为我国

油气上产战略接替区的重要

地位。

据悉，塔里木油田有大

部分生产场站及油气井位于

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

玛干沙漠腹地及其周缘，地

表环境恶劣，地质构造复

杂。2022年，油田平均钻井

深度超7000米，是我国东部

油田井深的两倍多，被业内

公认为世界油气勘探开发难

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作为我国陆上第三大油

气田和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

塔里木油田直面“世界少有、

我国独有”的超深、超高温、超

高压、高含硫“三超一高”勘探

开发难题，大打超深复杂油气

地质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战。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

已累计钻成轮探 1 井、果勒

3C 井等 130 余口 8000 米级

“地下珠峰”，超深层油气年

产量突破1800万吨，位居全

国首位，成为我国最大的深

地油气富集区。今年5月30

日，我国首口万米深井——

深地塔科1井在塔里木盆地

开钻，推动我国成为全球第

三个实现万米深井钻探的

国家。

同时，塔里木油田还坚决

扛起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和

南疆首要气源地的职责使命，

累计供气量突破3900亿立方

米，惠及西气东输下游15个

省区市4亿多居民，覆盖南疆

42个市县800多万各族群众，

牢牢守住了民生用能底线。

（尤新文）

山东能源160万千瓦
海上风电项目启动

华晟新能源完成
超20亿元C轮融资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供气量
突破3900亿立方米

国家电投：可再生能源拓展保暖保供新路径

中石化首座超级充换电综合能源站投入运营

“天合跟踪”加速全球化布局

海阳核能供热首站 （国家电投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