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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是助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目标的中坚力量。光伏作为最经济适用

的清洁能源之一，得到广泛认可。2024

年，新能源院坚定实施国家能源集团

“1331”科技创新战略，认真践行“两高一

低”总体要求，肩负使命与担当，坚定走

好光伏技术创新之路。在“沙戈荒”的广

袤旷野，在波澜壮阔的沧海之滨，新能源

院勇攻技术难关，追“光”逐“智”，加速推

动光伏技术不断迈上新台阶，助力“光伏

蓝”赋能“生态绿”。

创新突破

多项技术实现行业领先

以重大工程项目为切入点，新能源

院围绕设计优化与科技研发开展了一系

列创新攻关。面对不同项目的资源水

平、地质条件及送出方案等复杂边界条

件和严苛要求，新能源院光伏科研团队

通过深入探索研究，形成新能源工程一

体化设计方法，实现了由程序自动交互

替代各专业提资，由程序全局迭代计算

替代人工迭代，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力

成本，提升设计优化质量；光伏系统长组

串设计方法，在保证系统电压安全的同

时，增加组串内光伏组件数量，有效降低

BOS 成本；主动适应电力市场的光伏系

统设计方案，采用包括 V 形光伏优化阵

列、平单轴、柔性跟踪等系统性设计优化

方法，平滑光伏电站出力曲线，提升了光

伏项目的效益，为实现工程降本增效提

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在“沙戈荒”大基地中，光伏组件像

一颗颗闪烁的蓝宝石，镶嵌在广袤无垠

的沙海中，给这片荒凉的土地带来了新

的生机和希望。沙漠中，无论烈日炙烤，

还是风雪肆虐，新能源院科研人员迎难

而上，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

光伏设备的适应能力和运行稳定性。

新能源院承担的多项技术研发实现

了行业领先。光伏一体化组件技术和大

规模光伏方阵机械化施工技术光伏一体

化组件，打破当前行业内组件与支架分体

设计、采购、安装的低效模式，将传统组件

支架完美融合，实现方阵的机械化施工，

使施工效率提升了28%，降低系统造价40

元/千瓦，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提高了施

工质量与安全性；规模化DC2000伏光伏

系统，将传统系统电压由 1500 伏提高至

2000伏，有效降低直流损耗及系统造价，

推动光伏系统效率提高 1%；基于沉降观

测和主动纠偏的沉陷区光伏支架技术，采

用“空天地”一体可视化观测，同时优化传

统支架底座及铰连接设计，成功降低地面

沉降对设备可能造成的不可逆损害，赋予

支架坚韧的“生命力”……一系列创新技

术和设计方案在这里经受考验、不断完

善，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数据支

持，极大提升了集团光伏产业的市场竞争

力及行业影响力。

蓝海启航

攻克海上光伏核心技术

海上光伏，凭借其高效的发电能力和

对陆地资源的低依赖性，已成为新能源的

重点发展方向。然而，高昂的投资成本、

极端的海洋环境，成为海上光伏产业规模

化发展的瓶颈。于浩渺蓝海之上，新能源

院犹如勇毅航船，扬起科研攻关之帆，破

浪前行，开辟海上光伏新篇。

经过新能源院研发团队深耕打磨，

一项项核心技术如璀璨的明珠般闪耀出

世。新型高效 BC 组件可以高效捕捉每

一缕阳光，提升发电量约 1%以上；复合

材料一体化低成本支架，以其轻量的设

计和低廉的成本，稳稳地撑起光伏桁架

平台，可以实现工程造价降低 100 元/千

瓦以上；全光纤一体化结构变形监测，可

以时刻洞察海上光伏支架的细微变化；

海上光伏全生命周期新型防腐技术，可

以高效抵御海水侵蚀。

前瞻布局

勇攀光伏科技前沿高峰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光伏领域新赛道如雨后春笋般

纷纷涌现。新能源院率先布局、持续投

入，助力集团构筑光伏产业发展新优势。

新能源院光伏团队聚焦“沙戈荒”大

基地光伏、海上光伏、漂浮式光伏等，超

前开展高精度光伏发电系统能效及发电

量测算、“沙戈荒”地区流动沙丘场景光

伏电站建设及防护、漂浮式海上光伏发

电系统设计、“光伏+石漠化治理”融合

发展、光伏场站能效优化提升与故障诊

断、新型高功率密度光伏中压直挂、超大

子阵构网型光储等前沿技术研究，全方

位推动光伏产业的技术进步与升级迭

代，持续提升创新能力，更好赋能集团新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节能降碳 我们在 动动行行

我眼中的 国能大大美美

内蒙古公司托清600兆瓦
绿色供电项目成功并网

本报讯（通讯员 李欣蕾）2024 年 12 月 29 日，内

蒙古公司托清600兆瓦绿色供电项目成功并网。该项

目是国家能源集团和内蒙古自治区共同推动的2024

年并网重点项目，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六类市场化

示范项目、呼和浩特市首个园区绿色供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和清水河县境内，采用光伏、风力与储能相结合的发

电模式，总装机容量 600 兆瓦，其中光伏 300 兆瓦、风

电 300 兆瓦，并配置储能系统 90 兆瓦/360 兆瓦时。

预计项目年发电量12.8亿千瓦时，年节约标煤34.3万

吨，减少碳排放量 97.7 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湖北汉川公司
脱硫废水治理通过鉴定

本报讯（通讯员 钱友华）2024年12 月 29 日，湖

北汉川公司“脱硫废水磺化处理协同空预器堵塞治

理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科技成果通过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鉴定。

该技术针对燃煤电厂脱硫废水处理难、蓝色烟

羽治理及空预器 ABS 堵塞问题，在脱硫废水中加入

新型三氧化硫高温磺化复合剂，通过高温烟道喷雾

蒸发技术在空预器前端烟道喷入混合后的钝化废

水，有效降低空预器入口烟气中的三氧化硫，大幅减

少硫酸氢氨的生成，减缓空预器堵塞问题。项目通

过研发复合剂乳液制备及烟道专用喷射装置，实现

装置撬装化和控制智能化；研制出一种具有氯离子

钝化功能的三氧化硫磺化复合剂，有效降低脱硫废

水中氯离子腐蚀性，协同脱除烟气中三氧化硫浓度

50%以上，不仅增强了机组对煤种的适应力和低负荷

运行灵活性，还节省燃料成本，延长空预器和蓄热元

件使用寿命，提高锅炉效率。

目前，该成果已在该公司 3 号机组成功应用，年

减少废水排放约 15 万吨，节约费用 90 万元。项目成

果可应用于能源领域的燃煤机组，为脱硫废水零排

放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空预器堵塞、腐蚀

治理提供解决方案。

从往昔单一的火力发电，到如今风能、光能、水能、

火电多元并进的发电新格局，身为国能火电厂一名普通

的员工，我有幸见证了这片热土上演的绿色变革奇迹。

一望无际的光伏阵列与风力发电机如同雨后春笋

般拔地而起，绚烂地点缀着广袤大地，为这片区域带来了

勃勃生机的“绿能”。那些巍峨壮观、直指云霄的风力发电

机，宛如大地上的忠诚卫士，将自然界中呼啸奔腾的风能悄

然转化为绵绵不绝的电能。而光伏发电站那一片片熠熠生

辉的蓝色光伏板，在阳光的沐浴下闪耀着璀璨光芒，它们犹

如大自然慷慨赐予我们的瑰宝，将光明与希望播撒至每一个

角落。我也深刻感受到企业矢志不渝地推行绿色发展理

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信念与非凡魄力。

（作者单位：国电电力绥中公司）

在“沙戈荒”的广袤旷野，在波澜壮阔的沧海之滨，新能源院攻坚克难、不断探索，加速
推动光伏技术不断迈上新台阶——

追“光”逐“智”掘绿能
■ 本报通讯员 柴 晋

向绿而生

作为被誉为“海上火电厂”的河北公司沧东电厂

的一员，我深切感受到企业始终秉持着低碳转型与

综合能源发展的宏伟目标，一路攻坚克难，矢志不渝

地向“绿”而行，致力于打造热效率高、能耗低、运行

成本低的煤电机组新标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河北公司沧东电厂正

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加速推进“抽汽蓄能”“无废企

业”“海水淡化抽汽梯级利用”“无人值守”等示范项

目，提高发电和制水综合效率，在绿色发展、向美而

行的道路上勇毅前行。

（作者单位：河北公司沧东电厂）

■ 康欣宁

辽宁沈西厂与沈阳感光
签订光伏发电项目合同

本报讯 （通讯员 韩国华）近日，辽宁沈西厂与

沈阳感光化工研究院签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

合同，标志着双方合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根据合同约定，双方明确了合作模式、权利和义

务、用电量计算、电费结算等条款。辽宁沈西厂将利

用沈阳感光提供的综合楼、公用工程站、活动中心屋

顶、车棚及部分空地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提

供专项节能服务。该项目装机容量为 1 兆瓦，采用

670 峰瓦单晶硅光伏组件 1718 块，年均发电量 115.07

万千瓦时，上网模式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节能

效益分享期为25年。

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光伏项目早日落

地，为地方经济发展输送更多“绿”电，为打造“城市

智慧综合能源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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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准能集团转型发展的鲜明

底色。从昔日的荒芜之地，到如今的绿

意盎然、生机勃勃，准能矿山不仅实现

了自身蜕变，更为能源行业的绿色发展

树立了标杆。在矿区，叠翠林区、紫东

农区、毓秀景区等八大生态功能区点缀

其间，植被覆盖率高达80%以上，生态

系统实现正向演替和良性循环。

春日里的鄂尔多斯，草木萌动。

2024 年 4 月，“青春守望北疆、构筑绿

色屏障”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在此启

动，500 余名青年志愿者为 70 余亩复

垦区披上绿装。这一场景，是准能集团

连续九年开展义务植树的一个缩影。自

2016年起，准能集团干部职工累计6000

余人次参加义务植树，共栽植各类树木

7万余株。

“看，那片树林就是我们今年新

种的。”生产服务中心绿化队队长段

国君指着不远处的一片树林，眼中充

满自豪。这也是他们去年复垦绿化

的成果之一。2024 年，矿区共完成造

林273亩，超额完成“国家能源集团生

态林”200 亩的建设任务；年度到界排

土场复垦绿化达到1134亩，复垦率为

100%。此外，矿区内工业广场、行政

办公区等区域景观绿地也得到全面

提升，总面积达到359亩。

多年来，准能集团累计投入28.81

亿元用于复垦绿化，共完成绿化面积

9.85万亩。2024年10月8日，黑岱沟露

天煤矿和哈尔乌素露天煤矿均取得绿色

矿山建设5A级认证证书，标志着准能集

团绿色矿山建设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黑岱沟露天煤矿生态修复案例入

选自然资源部首批生产矿山生态修复

典型案例，准能集团先后获评鄂尔多

斯市“可持续发展示范点”“绿色矿山

先进企业”“生态环境宣传先进典型单

位”等荣誉称号，成功承办全区绿色矿

山培训会、煤炭企业管理创新大会，绿

色矿山建设成果作为全区典型受邀在

中国地质博物馆展出。

绿色矿山建设不仅极大地改善

了矿区的生态环境，更为生态旅游业

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如今，准能矿

区已发展成为集农业、牧业、林果、文

旅、研学等多元产业于一体的生态旅

游胜地——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2024 年，准能矿山生态旅游区已接待

游客 13.2 万人次，有力带动了地方经

济高质量发展。

2024 年 4 月 27 日，矿区党员教育

实践基地内，一堂别开生面的“矿山

里的思政课”正在进行。学生们围绕

着用矿山废旧零件打造的红船、井冈

山、宝塔山铁艺作品，惊叹不已。“原

来思政课还能这样生动，工业与红色

文化的结合，让人印象深刻。”准格尔

旗第九中学的学生兴奋地说道。

准能集团精心打造的特色研学

线路，吸引了众多研学群体的目光，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赞

誉，被授予“准格尔旗中小学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红色历史的厚重与绿

色生态的和谐共生，成为矿山里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目前，已接待游客

1746人次。

2024年8月10日，第二届“世界青年

能源行”团队走进准能参访交流，来自俄

罗斯、英国、巴西等10余个国家的国际青

年在准能矿山开启了一场探寻中国能源

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非凡旅程。

“没想到矿区的生态环境竟然这么

好，准能集团的转型发展道路令人印象

深刻，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借鉴。”巴西

籍的布拉兹诺特初创公司创始人凯丝

说道。生态旅游不仅为矿区带来了新

的生机与活力，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

能源现代化的“准能样板”。

在准能矿山生态旅游区，绿水青

山皆含情，热忱欢迎八方宾朋纷至沓

来，共赴绿色之约。

2024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国资

委组织开展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矿业行业）名录发布活动，黑岱沟露

天煤矿成功入选。作为国家“八五”

“九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黑岱沟

露天煤矿历经34载，实现了生产能力

质的跨越，拥有世界先进露天采掘工

艺与设备，打造露天开采行业环境保

护与开发并重的“中国最美矿山”。

在其辉煌的发展历程中，留下集工业

文化传承、工业文明展示为一体的工

业遗产，它们宛如一部生动的史书，

向世人展示着工业化进程的荣耀时

刻，也见证了从“黑色文明”到“绿色

文明”的华丽蜕变。

“露天印象展览馆由黑岱沟露天

煤矿第一调度楼改建而成，20多年前，

露天矿的第一采坑在这里形成……”

在露天印象展览馆，讲解员张诗塬正

在向游客介绍矿区的历史和发展。大

家看着墙上的照片和模型，听得津津

有味，仿佛置身于那段火热的工业岁

月之中。

在露天印象展览馆对面，与之遥

遥相望的 1260 平台上，停放着已经

“退役”的大型生产设备。这是由 30

余台废旧设备和450余件废旧配件开

发再利用改建而成的工业遗产景观，

承载着准能人为绿色开采执着坚守、

接续奋斗的矿山情怀，诠释着准能集

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熠熠初心。

如今，准能集团所辖两座国家级

绿色矿山引进了先进的采矿设备，全

员工效、设备效率均居领先地位；打

造“智能矿山”标杆，煤炭开采与物联

网、“北斗+5G”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

深度融合，国内首家 300 吨级无人驾

驶卡车实现多工作面同时工业运行，

96 台矿用卡车具备无人驾驶功能，实

现 多 编 组 装 、运 、卸 全 程 自 主 运

行……

准能集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方向发展，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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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能集团生态矿区航拍图准能集团生态矿区航拍图。。

渤海湾畔的绿色明珠
■ 邓志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