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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大数据
光 伏

电科装备：助力中国光伏技术“扬帆出海”
■■ 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单晶用料价格环比
涨幅突破 10%
������上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
9.3-9.8 万元/吨，成交均价上涨至 9.52
万元/吨 ，周环比涨幅为 10.19%；多晶
免洗料价格区间在 6.0-6.5 万元/吨 ，
成交均价上涨至 6.16 万元/吨，周环比
涨幅为 0.65%。

上周多晶硅市场价格维持大幅回
升走势 ， 单晶用料成交价涨幅均在
10%以上， 涨价幅度周环比继续提升，
新成交企业数量略有减少。 上周硅料
价格继续上涨的原因， 仍然是新疆地
区半数以上产能检修减产， 且尚未明
确复产时间，同期需求稳步增加，供应
严重短缺的现状依旧持续，因此，为硅
料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 上周有新订
单成交的企业数量有所减少， 主要是
由于各企业成交订单量较大， 剩余可
签余量极少，无货可出；与此同时 ，下
游终端面对各环节价格上涨压力有所
体现，市场开始呈现博弈的局面。

截至上周， 国内在产多晶硅企业
仍维持在 11 家，其中正在进行检修的
企业有 4 家，均集中在新疆地区，复产
时间均为待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8 月
份国内多晶硅市场供应量环比仍维持
下降的预期， 硅料供应紧缺的现状依
旧明朗，多晶硅价格上涨动力充足。 鉴
于任何环节价格波动都会存在上下游
博弈， 市场价格或许会受到产业链市
场价格流动性、 各环节成本承压能力
等因素影响， 但只能影响价格涨跌幅
度，难以改变价格走势，市场价格走势
最终仍取决于本环节的供需平衡度 。
多晶硅价格从 4 月中到 7 月中， 在成
本线上下艰难维持了 3 个月之久 ，同
样是由于需求释放，供应不足，才支撑
了多晶硅价格逐步回升， 价格触底回
升初期同样存在上下游博弈， 但也只
是影响了价格上涨幅度， 走势正如预
期。 因此，根据 8-9 月份多晶硅环节供
需情况， 预计硅料价格仍将维持上涨
趋势， 但涨幅或受下游各环节博弈影
响有所回落。 （刘晶）

当前，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新能源项目
配置储能。 储能在发电侧又迎来一波行情。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
刘彦龙表示， 由于可再生能源与分布式能
源在大电网中的大量接入， 结合微电网与
电动车的普及应用， 电化学储能技术将是
协调这些应用至关重要的一环。预计未来 3
年， 储能用锂离子电池市场将以年均 30%
速度增长。

然而，业内人士也提醒说，在锂离子
电池储能爆发的前夕， 更要重视安全问
题。 莫让安全问题成为储能产业发展的
“绊脚石”。

储能电池安全问题凸显

目前， 锂离子电池在储能应用中逐渐
成为主流，占比已达 87%，业内认为，最迟
到 2020 年底，将会在储能的一两个细分市
场实现大规模爆发， 但是锂离子电池安全
状况却让业界担忧。

在中关村储能联盟日前举办的线上交
流会上， 中国电科院储能与电工新技术研
究所副总工杨凯表示， 随着锂离子电池储
能的大量建设， 安全风险也在逐步增加。
“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锂离子电
池中的电极材料、隔膜等均为可燃物，热失
控时极易起火；另一方面，在系统集成与应
用环节，由于认知的局限和成本的考虑，集
成商往往会忽视安全防控措施配置。 这将
导致一旦发生火灾，无法有效抑制，造成储
能系统整体烧毁。 ”

“我国目前针对锂离子储能安全防控
措施的相关标准尚未完全建立， 这两年有

相关机构在推动包括储能电池本体、集成、
应用和运维等方面的标准建立， 相信伴随
标准的建立， 锂离子储能的安全防控措施
也会相应完善， 锂离子电池储能安全性也
将大幅提升。 ”杨凯表示。

盛威集团有限公司储能事业部总经理
黎朝晖表示，2018 年， 电化学储能电站领
域曾出台过包括纯电池与电池组、 通讯基
站等行业标准， 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却存在
问题， 如标准的编制进度跟不上产业发展
的速度；在实际应用中，有的地方并没有很
好的执行标准。

“锂离子电池作为电子元件，非常复杂
和特殊，当作为一个能量载体，本身就存在
安全隐患， 一旦发生在储能领域起火或爆
炸，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影响行业整体发
展。 ”黎朝晖说。

不能轻视潜在安全风险

储能系统电池串并联数量多、规模大、
运行功率大， 安全风险和影响比电动汽车
动力电池更加突出。业内人士认为，就目前
现状来看， 我国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在实
际运行中潜在风险并不小。

杨凯表示， 我国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

在实际运行中的
安全风险主要体
现在四个方面。 第
一，储能热管理系
统设计存在缺陷， 这将造成不同温度区域
的电池性能衰减速度不一样， 并直接造成
性能衰减快的电池逐步产生安全隐患；第
二，安全预警的时效性不高，有明显的滞后
性，当发现异常时，热失控反应往往已经开
始；第三，安全防护措施缺失，没有将热失
控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一个电池热
失控后会在短时间蔓延，让整个系统烧毁；
第四，消防安全措施针对性不强，95%的消
防使用的是七氟丙烷， 但这仅对消灭小范
围明火有效，在复燃或大面积燃烧时，并没
有效果。

黎朝晖认为， 锂离子电池在日常储能
应用中，除了正常的充放电反应外，还有很
多放热副反应，在电、热等刺激下，放热副
反应会被触发，从而造成热量的大量积聚，
最终导致电池热失控。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储能与
电工新技术研究所主任官亦标也表示，对
于电池的理解， 不能供应商说什么就是什
么；另外，从工程实践来讲，业内并不了解
如何计算整个储能电站的容量， 这对于一

个高速发展的行业来说非
常危险。

筑牢安全防护底线

数据显示， 从 2017 年
至今的三年间，国内外发生
了多起锂离子电池储能系
统/电站火灾事故。 安全问
题已经无法回避。

杨凯指出，解决安全问
题，要从多方面入手。 其中
最关键的两点，第一，要从
选用高安全电池本体开始，

包括选用高热稳定性正极材料、 隔膜无机
化、电解质固态化等；第二，一定要按照国
标中的规定， 对储能用锂离子电池做针对
性的安全测试。

“此外，要注重高效热管理、完善安全
预警机制、做好安全防护要、消防安全和市
政消防措施一定要到位。”杨凯说，“只有多
方面协同发力， 才能让锂离子储能安全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

“在锂离子储能电站的电池选择上，要
尽可能选择磷酸铁锂电池保障安全性；业
内要强调电池管理系统在全生命周期中的
可靠性，不要一味追求主动均衡的功能。要
在电池的生命周期内， 测准温度， 降低误
差，同时要管控住电池过充或者过温。 ”黎
朝晖说，“另外， 一些包括空调在内的辅助
性设备，该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更换，该日常
维护就必须日常维护。 ”

官亦标说， 在储能行业发展的十字路
口，要想稳健前行，就必须全环节严格执行
有效标准，这关乎产业的持续发展。率先执
行标准才会少走弯路、抢占先机。

福建首个光伏路面
示范项目月底投用

本报讯 福建省首个光伏路面示范项
目落地永泰县荷溪公路服务区， 以后驾
驶电动车辆再也不怕中途没电啦。

该光伏路面应用示范项目为福建省
首例建设的光伏路面工程， 也是永泰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今年的技改项目之一。
光伏道路面板利用多种复合材料和特殊
结构设计，具有减震、耐久性好、承载能
力高等优点， 安装了光伏道路面板的路
面不仅可以发电还可供正常车辆通行。

据介绍， 这是一种可以自发电的路
面，每平方一天发电量可达到一度左右，
本次实施的项目有 100 平方米。 目前，项
目已进入扫尾阶段， 预计本月底前可投
入使用。 该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荷溪公路
服务区的供电以及汽车、 电动车充电桩
的充电需求， 也为未来能源自供新基建
道路提供了技术示范和支持。 （肖天）

天津首个“高速公路+
绿色能源”项目落地

本报讯 历经半年建设期，日前，天津
高速集团首个分布式光伏绿色能源合作
项目———滨保高速七里海服务区光伏项
目成功并网发电，这也是天津市首个“高
速公路+绿色能源”项目。

该项目利用天津市七里海高速公路
服务区停车场闲置资源， 在新建停车区
罩棚、公路边坡安装光伏发电板，利用太
阳能进行发电。 项目投资约 93 万元，运
行年限 25 年， 年均发电量约 15 万千瓦
时，主要供服务区使用，多余电量接入国
家电网。 （张显）

天合光能投建
高效 210mm电池

本报讯 8 月 12 日， 天合光能股份
有限公司宣布与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签署 210mm 大尺寸太阳能
电池投资协议，将在盐城投资新建及技
改合计 10GW 高效 210mm 大尺寸太阳
能电池项目。

天合光能太阳能现有电池产能为
12GW，在此基础上，公司将通过新增境
外电池产能 2.5GW， 在盐城基地新建
7.6GW 和技改升级 2.4GW 的形式增加
10GW 电池产能， 以及在其他基地技改
或新建部分产能，预计到 2021 年底电池
产能达到 26GW 左右，其中 210mm 大尺
寸电池产能占 70%左右。 （杨菲）

作为新兴产业，我国光伏产业快速腾飞，
不管在技术上还是产能上均保持全球前列，
这离不开光伏装备产业的不断更新迭代。

从用国外的设备做自己的产品，到如
今基本实现国产装备替代， 中国光伏装
备产业经历了从“0”到“1”的蜕变。 在产
业降本增效提质进程持续加速的背景
下， 我国光伏装备产业如何紧跟甚至引
领行业发展， 源源不断向市场输送具有
竞争力的产品？

中电科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
“电科装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致力于光伏装备国产化

我国光伏产业起步较晚，发展至今，不
过 40 年。 在电科装备董事长、党委书记左
雷看来，这短短的数十年，中国光伏装备产
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前，我们是用国外的设备做自己的产
品。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实
现了国产装备的替代， 国产装备水平和产
线覆盖率均位于全球前列。 ”在 SNEC 光伏
展间隙， 左雷接受采访时称，“电科装备有
幸参与了这一过程。 ”

2001 年，凭借在半导体装备领域技术
的深厚积淀，电科装备成为国内最早从事
光伏装备研制生产的单位，先后推出第一
台国产多晶铸锭炉、软着陆扩散炉、管式
PECVD、 等离子体刻蚀机等光伏专业装
备。 截至目前，电科装备自主研发生产的
装备已经服务于国内 80%以上的光伏制造
企业。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目前，我
国在硅料生产、硅片加工、电池片生产、组
件生产等各类生产设备方面，绝大部分已
经实现国产化供
应， 并涌现出了一
批高端核心设
备制造商。

“2019 年，国产设备已经成为企业扩
产的主流选择，部分光伏生产设备在技术
水平、产能水平、稳定性、配套服务等方面
已经或开始超越进口设备。 ”中国光伏行
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说。

左雷认为，在大尺寸化，TOPcon、HJT
等技术发展趋势下，光伏装备行业将面临
更大的发展机遇。

“装备+工艺”深度融合

实现装备国产化只是助力产业发展的
第一步。 随着我国装备产业竞争力不断提
升，如何保持国产光伏装备的先进性成为
电科装备思考的问题之一。

左雷认为，一直以来，装备端的研发升
级都是跟随市场而动，硅片、电池片、组件
技术的发展趋势就是装备未来的发展趋
势，但如果要真正保持先进性，就不能顺势
而为，而是提前出击。

在这方面，电科装备显然更有经验。
借鉴多年以来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领

域攻关的经验积累，电科装备提出“装备+
工艺+验证”的发展思路。 “作为‘泛半导体
装备’的一种，电池片核心工艺装备具有
‘一代工艺，一代装备，一代产业’的发展特
点。 ”左雷对记者说，“具体来讲，电科装备
是拥有前沿电池片工艺技术研发和验证、
光伏装备开发和验证以及光伏装备量产能
力的企业，建设电池片和组件产线就是为
了了解制造端最新技术革新，以此来验证
装备的可行性和先进性。 ”

左雷表示：“制造装备， 并不只关乎于
装备。 示范产线更直观将设备的价值展现
给客户。 因此，对于电池片和组件产线，我
们关注的并不是规模，而是保证一定单元

内的最高技术水平。 ”
目前，电科装备 600 兆瓦 PERC 电池

片智能制造生产线的核心智能装备国产化
率达到 91.8%， 电池片转换效率已经达到
22.9%，生产效率提高了 20%，生产人员相
比传统车间减少 70%以上， 生产工艺数据
自动数采率达到 90%以上， 工厂自控投用
率达到 90%以上。

先进的整线集成技术水平让电科装备
打响了高端装备的中国品牌， 不仅增强了
国内光伏制造企业的发展信心， 还收获了
扬帆出海的机会。

高举技术发展大旗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电科装备扛起
央企使命担当，斩获了一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光伏制造产线 EPC 项目，不断将中
国技术推向海外，成为举大旗者。

2018 年，电科装备在印度完成了一期
200MW 光伏电池片生产线的建设， 创造
了当年开工、当年试投产、当年满产满销、
当年盈利的建设目标。 该产线的核心光伏
装备、工艺全部由电科装备制造，实现了装
备、技术、标准、产能、产业、服务的输出。以
此为契机， 电科装备切入印度光伏产业市
场，并辐射南亚、东南亚、中东、东非等地。

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也没
有阻挡电科装备的建设进程。 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 电科装备保质并快速推进
土耳其光伏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被列为土
耳其国家经济转型发展重点项目， 由电科
装备和土耳其 Kalyon 集团共同建设。 其
中，电科装备为其提供了涵盖拉晶、切片、
电池片、 组件的 500 兆瓦全产业链交钥匙
工程以及配套的工艺技术、人员培训，成体
系带动了国产设备走出国门。

好消息不断传来。 8 月 5 日，土耳其历
史上第一根长 2.7 米的晶棒顺利产出。8 月
7 日， 该项目第一片硅片产出。 “更快，更
高，更强。 ”电科装备不断创造新纪录。

在左雷看来，联合起来才能办大事。
未来，电科装备将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政策和市场研究，有侧重地发挥
资源优势，设立办事机构，更加深入地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聚焦智能制造，
进一步发挥在光伏装备领域的核心技术
优势，将产业布局及技术成果惠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为世界经济稳定贡献中国
力量。

核心阅读

随着锂离子电池储能电站的大量建设，安全风险也在逐步增加。 一方面，锂离
子电池中的电极材料、隔膜等均为可燃物，热失控时极易起火；另一方面，在系统集
成与应用环节， 由于认知的局限和成本的考虑， 集成商往往忽视安全防控措施配
置。 一旦发生火灾，将造成储能系统整体烧毁。

防防控控措措施施配配置置不不足足 相相关关标标准准有有待待完完善善

安安全全性性欠欠缺缺成成锂锂电电
储储能能产产业业““绊绊脚脚石石””

光伏产业等风来
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展会，全

球最大的光伏展览会 SNEC 近日
落下帷幕。

相比往年， 今年的 SNEC 又冷
清了一些。补贴逐渐退坡，加之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 这些变化在业内人
士看来，是意料之中。参展商对此却
不以为然：“之前的光伏 ‘火’ 出了
圈，什么人都想进来‘捞’一笔，‘夫
妻店’也来参展，人自然多。这两年，
产业进入调整期， 没那么热闹很正
常，产业总要走向成熟。 ”

新品发布是每年 SNEC 的重头
戏，但今年新品发布活动少了不少，
不再需要“跑断腿”。 熟识的工作人
员毫不忌讳地说：“这几家企业今年
都没活动，就一个展位。即使有活动
的，也都是量产仪式。新品早在上半
年就发布了。 ”

活动后的群访环节， 一来一去
的问题好似复制粘贴了去年场景，
“大尺寸化， 大功率化，TOPcon、异
质结”等电池片技术，叠瓦、半片等
组件技术……媒体间窃窃私语，“今
年实在没什么好问的。 ”

在企业高管看来， 光伏行业发
展方向既定， 目前企业正探寻实现
目标的不同路径， 不管是下一代技
术，还是系统端协同发展，又或是光
储融合，都有新规划、新布局和技术
储备， 只要能经过市场和时间的检
验，产业将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正如全球绿色能源联合会主
席朱共山在开幕式致辞时所说，经
历新冠肺炎疫情后，光伏企业更加
需要一个权威平台， 让新技术、新
产品绚丽绽放 ，新需求 、新理念广
泛传播。 同步激荡，超前思考，定义
未来。

业内预测， 明年我国光伏发电
将全面实现平价上网。 平价上网并
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光伏产业期待风起 。 风来 ，
花开 。 这风 ，是技术之风 ，是创新
之风 。 （董梓童）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