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谈判，欧盟终于就
《欧洲气候法》艰难达成共识，但各成员国
的能源转型进度不一，对于如何实现上述
目标，更是存在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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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绿色转型
分歧“一箩筐”

加拿大气候行动
言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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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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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
煤企重组整合启幕

“因光伏储能电站突发事故，导致供
电系统故障， 本商城暂停营业。 ”4 月 21
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集美家居大红门
商城门可罗雀，出入口处一张紫色的《暂
停营业通知》格外显眼。 30 万平方米的场
地仅有保安严守着各出入口，与往日人来
人往的热闹景象形成巨大反差。

几天前，该商场内的国轩福威斯储能
电站突发火灾爆炸事故，消防部门出动共
计 15 个消防站、47 辆消防车和 235 名消
防员。 大火燃烧了 12 个小时才得以扑灭，
2 名消防员在灭火救援行动中牺牲。

这是目前我国发生的最严重的储能
安全事故。储能电站的安全性问题随之被
推向风口浪尖。

出事项目曾创四个“全球第一”

4 月 16 日 14 点 14 分，丰台区三里南
小区的微信群 “炸了锅”：“地震了吗”“楼
在晃”“要不要跑”……这里距离事故发生
地仅有 1.3 公里，是最近的居民楼之一。

“黑烟很大，轰的一声。很吓人。”小区
居民潘女士向记者表示，“平时商城人很
多，自己也常去逛，但并不知晓里面有储
能电站。 ”

据了解，国轩福威斯集美大红门电站
为光储充一体化项目，包括国轩高科生产
的 25MWh 磷酸铁锂电池储能设备 、
1.4MWh 的屋顶光伏和 94 个车位的单枪
150KW 大功率直流快速充电桩， 于 2019
年 3 月投入运营。 项目开发商为北京国轩
福威斯光储充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曾宣
称，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四个应用技
术第一：用户侧最大规模储能电站、城市
中心最大规模充电站、第一个直流光储充
一体化项目、第一个区域直流增量配网项

目。 据记者了解，该项目此前曾多次组织
参观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全球范围
内累计发生了逾 30 起储能火灾事故。 对
此，有业内专家指出，储能是一个横跨多
个学科领域的新兴产业，涉及电气、材料、
热物理、机械、控制、信息等。 电芯热稳定
性能、漏电、过电、过流、泄压、次生灾害等
都可能导致化学储能电站火灾事故。

截至记者发稿， 国轩福威斯集美大
红门电站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标准和监管缺失问题暴露

火灾原因虽未最终确定，但事故本身

已为“极速奔跑”的储能产业发展敲响了
安全警钟。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储能
出现严重安全事故，症结在于标准和监
管缺失。 近年来，储能产业快速发展，但
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并没有跟上，很多标
准和评价体系仍在延用动力电池产业
的内容。 “但二者之间的应用场景不同、
参数需求有很大区别。 动力电池瞬间输
出，需要恒电流放电，而储能电池要求
恒功率放电，其标准不能简单套用。 此
外，动力电池容量相对较小，而储能电
站有成千上万个电芯， 在建造设计、消
防安全、交接验收等环节都要制定严格
的标准。 ”

“作为新生事物，储能标准建设存在
滞后。 尤其是用户侧储能，连消防验收
都没有标准可以执行。 ”在华能集团清
洁能源技术研究院储能项目开发部主
任刘明义看来， 业内对储能安全缺乏
敬畏，其项目参与主体如电池厂、设备
供应商， 都是站在部件供应的角度看
待储能。 而电力产业是复杂的大系统，
从电力角度来审视储能电站， 建设、运
营和监管方面都必须有制度化的操作
规范。

能源
视

储能产业安全漏洞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卢奇秀

下转 2 版

近日发生的光伏储能电站安全事故，仅是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伴生
的乱象中的一个极端缩影。产业标准缺失、企业鱼龙混杂、低质伪劣产品
泛滥等问题层出不穷，正在埋下巨大隐患———

“说一套做一套”，使得加拿大在温室气
体减排方面始终落后于全球。有数据显示，过
去 20 年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几乎没有发
生实质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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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规模用户侧储能电站”
“全球城市中心最大规模充电站”……
头顶多个“光环”的北京丰台国轩福威
斯储能电站，日前突遇火灾事故，着实
震动了整个储能行业。

储能是能源电力系统的“充电宝”
和“蓄水池”，浑身上下都是优点：能够
为电网运行提供调峰 、调频 、备用 、黑
启动、需求响应支撑等多种关键服务；
能够显著提高风、 光等可再生能源的
消纳水平，支撑分布式电力及微网；能
够促进能源生产消费开放共享和灵活
交易、实现多能协同。 主管部门更是对
储能寄予厚望， 将其视为提升传统电
力系统灵活性、 经济性和安全性的重
要手段， 推动主体能源由化石能源向
可再生能源更替的关键技术， 推动电
力体制改革和促进能源新业态发展的
核心基础。 如此之高的评价和定位充
分说明， 储能在未来能源电力系统中
不可或缺。

但国轩福威斯电站的事故深刻提
醒我们， 安全是储能发展的首要前提。
如果安全性存疑，功能强大的“充电宝”
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枚危险至极的
定时炸弹。 而储能应用场景广泛，贯穿
电源侧、 电网侧和用户侧等各个环节，
对电力系统的安全影响可谓无处不在，
更需重视安全问题。 尤其是直达消费者
的用户侧储能，一旦发生事故，将直接
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
对其安全性的要求再高、 再严都不为
过。 此次火灾事故的具体原因虽然仍在
调查之中，但其造成的巨大生命和财产
损失已是既成事实，足以证明储能电站
的保险栓还未拉上， 必须予以高度重
视、充分预案。

在此之前，业内更多将储能视为保
障电力系统高效运行的“守护者”，很少
考虑到它对系统的负面影响，也没有真
正意识到储能也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但
如今我们必须承认，对于能源电力系统

来讲，储能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风险
源”， 应对失当将产生巨大破坏力。 因
此，安全性理应成为评价储能项目优劣
的关键指标， 今后储能项目在规划、选
址、技术路线等方面也都需要进行同步
调整、优化。

安全意识的转变提升之外，构建完
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同样必不可少。 没有
后者的保驾护航，再强的安全意识也是
纸上谈兵，难以取得实效。 然而任何体
系的构建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
绝非一日之功， 尤其是在国际上也缺少
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 因此亟需上下
游企业和相关各方齐心协力、主动摸索、
久久为功。唯有如此，才能为储能系上安
全带、织好安全网，“只帮忙、不添乱”。

可喜的是，主管部门在这方面已经
有了新动作。例如，4 月 21 日发布的《关
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要“加强安全
风险防范”， 并将督促地方明确新型储

能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主体，强化消
防安全管理；明确新型储能并网运行标
准， 加强组件和系统运行状态在线监
测，有效提升安全运行水平。 官方的及
时表态，为问题的解决开了个好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福岛核
事故并没有宣告核电行业的消亡，而是
让核电变得更加安全。 储能行业此次遭
遇的爆炸事故，也必将让储能变得更加
可靠。 安全事故短期内可能带来冲击，
但储能产业的大好发展形势不会因此
改变。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近年来，我国
新型电储能技术发展取得重要进展，目
前已基本实现了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
初期过渡。 “十四五”将是储能实现规模
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绝对不能在安全环
节掉了链子， 影响能源转型发展大局。
时间紧、任务重，推动建立储能产业设
备制造、建设安装、运行监测的安全管
理体系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系牢安全带，储能才有未来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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