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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合合光光能能：：

大大尺尺寸寸组组件件成成出出货货主主力力军军
关注

■本报记者 董梓童

国内陆上单机容量
最大风电机组下线

本报讯 4 月 20 日， 由东方电气风
电有限公司自主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 DEW-5.5S-172 型永磁直驱
陆上风电机组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国内
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大的永磁直
驱陆上风力发电机组。 其成功下线，标
志着东方电气陆上风电机组正式开启
“6MW 时代”，在陆上大功率风电机组
研制领域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该机组是东方电气针对国内陆上
中高风速区域研制的新一代陆上大功
率风电机组， 采用 1140V 中压电气系
统、永磁同步发电机、全功率变流的总
体技术方案。电气系统采用双回路设计
方案，可实现单回路独立运行；发电机
采用双轴承支撑结构， 承载能力强，永
磁电机磁钢采用专利防护技术，确保磁
钢安全可靠；自研电控系统基于多重冗
余设计理念，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可达
3600 小时以上； 叶片采用高效率柔性
设计，应用涡流发生器、襟翼和锯齿尾
缘等先进技术， 有效提升叶片气动性
能、降低叶片噪音。

DEW-D5.5S-172 型永磁直驱风
电机组单机容量 5.5-6MW 可调，叶轮
直径 172 米。该平台机组采用模块化设
计理念，重要部件通用化比例高，且经
过充分验证。 在设计风速下， 单台
6MW 机组每年可输出 2200 万度清洁
电能，可减少燃煤消耗 7150 余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17300 余吨、二氧化硫排
放 120 余吨、 氮氧化物排放 180 余吨，
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该机组的研发、 生产和投入使用，
可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和工程造价，与
3-4.5MW 机组相比， 可减少机位数量
25%至 50%， 工程造价可降低 600 至
1000 元每千瓦。

随后， 该机组将运往试验风场，进
行吊装，在经过充分试验验证后批量化
生产。 （王德辉 李洪鹏）

国内最大 7.XMW高速
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下线

本报讯 4 月 21 日， 由中车永济电
机公司自主研制的 7.X MW 高速永磁
同步风力发电机在山西永济成功下线。
这是目前国内最大功率海上高速永磁
同步风力发电机，已获得北京鉴衡认证
中心认证，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
实施和风电技术的不断进步，高速永磁
风力发电机因其体积小、效率高、成本
低等特点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此次下
线的 7.XMW 发电机配套中国海装风
电机组。

7.X MW 高速永磁同步风力发电
机项目自 2020 年 12 月启动，历经 5 个
多月完成研发试制。 2021 年是 “十四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风电平价上
网元年。7.X MW 高速永磁发电机是国
内首台 7MW 级高速永磁发电机，其高
可靠、低成本的优势，将有力助推海上
风电发展。 （吴怿）

贵贵州州黔黔西西：：石石漠漠化化山山区区““变变身身””光光伏伏发发电电站站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4 月 22 日，工人在贵州省
毕节市黔西县观音洞镇青岩
村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点安装
光伏发电板。

黔西县洪家渡水光互补
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全部建在
连片石漠化荒山上，占地面积
5200 亩 ，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150MW。 当地村民通过流转
荒山参与项目建设，流转费在
每亩固定的基础上，每隔五年
再按 10%的系数递增增加收
入。 目前，部分项目建设点已
建成并网发电。 人民图片

4 月 20 日，2021 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
览会（下称“四新展”）在京开幕。 组件功率
670W+，转换效率 21.6%———天合光能 210
至尊系列最新产品在展会上亮相。 自 2020
年 2 月， 天合光能面向全球推出首款 210
组件至今，210 至尊系列现已包括 400W、
500W、550W、600W 和全新的 670W 共 5
款组件产品， 适用于屋顶分布式、 地面电
站，农光渔光互补在内的全应用场景。

大尺寸、高功率，这是行业内公认的组
件发展大趋势，而在技术、产品迭代周期不
断加快的背景下， 市场对 210 组件的争论
也从未停止。 “四新展”上，天合光能再一
次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年 100W

大尺寸、 高功率组件被视为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利器，成为光伏企
业升级换代的主旋律。 四新展上，不管是新
产品、新技术，还是新系统、新解决方案，都
无一例外的积极适配组件发展“大”趋势。

600W+，两年前人们无法想到组件功
率升级会如此突飞猛进。 2018 年以前，组
件功率仅以每年 10—15W 的速度增加。
2019 年开始，大尺寸发展趋势渐明，组件

功率每年可增长 100W 甚至以上。
“大尺寸是我们早订下的发展战略，去

年 2 月推出了公司首款 210 组件， 功率达
500W+。 2020 年 7 月中旬，我们又推出了
600W 大尺寸组件， 这一次更新换代还不
到半年时间。 ”天合光能全球产品战略与
市场负责人张映斌告诉记者。

今年 3 月，天合光能携 670W+组件登
场，不断刷新纪录。 张映斌说，670W 组件
除了延续此前 210 至尊系列无损切割、高
密度封装等大尺寸组件创新型技术外，最
重要的突破是组串功率的提升。 “670W 组
件每串可以配置 28 块组件，每串组件总功
率高达 18760W，对比行业内其它 500W+
高功率组件产品提高了 34%以上。 ”

提升组串功率是关键

组串是什么？ 张映斌向记者解释，组
串是基本电路单元。 组件经过串联形成组
串，达到逆变器的启动电压，对外产生交流
电力， 光伏方阵通过组串并联累计功率。
简单来说，组件要想提升功率，要么提升电
压，要么增加电流，而提升组串功率则成为
了提升组件功率的最优解。

其实， 组串功率的提升不仅能增效，还

肩负着降本的职责。 “在相同的装机功率下，
组串功率越高时，所需的串数就越少。 ”张映
斌表示，“无论是系统电压还是组件功率增
加，在光伏系统里表现为组串功率提升，最终
体现在 BOS下降。 所以说，提高组串功率是
降低系统 BOS成本的核心因素。 ”

基于此，天合光能从系统应用出发，采
用低电压大电流设计组件，开发了 600W+
产品。 但由于电流变大，210 组件也因此被
质疑热斑和高温风险。

鉴衡认证中心太阳能事业部总经理周
罡说， 热斑风险因素并不是由电流大或功
率高直接引起的，而是因为局部漏电电流。
对于高功率电池片来说， 控制电池片的均
匀性及边缘漏电流就可以防范热斑风险的
发生。

“单位面积下，组件受到的太阳辐射能
中未能被转化成电能而被辐射出组件的热
量是一致的，基于相同组件封装体系，安装
及综合散热条件下， 组件尺寸变大并不会
导致工作温度提升。 ”张映斌指出。

全生态布局

从 400W、500W 到 最 新 发 布 的
670W+，天合光能致力的不仅仅是大尺寸

组件本身， 而是从整个产业链范围上推动
大尺寸组件的应用发展。

2020 年 7 月，600W+光伏开放创新生
态联盟成立。 截至目前，联盟成员达 70 余
家，包括产业链上下游的硅片、电池、组件、
支架、逆变器、玻璃等各环节。今年以来，华
为、 上能电气、 阳光电源纷纷发布适配
600W+的逆变器产品。

天合光能则是以支架为发力点， 进行
组件和支架的一体化集成设计。展会上，天
合光能展出了安捷 1P 双排联动跟踪支架
和开拓者 2P 独立单排跟踪支架， 产品不
仅仅是考虑组件尺寸重量变化、 横梁受力
变化、 组串长度调整等， 更是从系统端出
发，看待支架在产业链中的作用。

“目前跟踪支架多关注硬件优化，但还
需更多在软件例如智能算法、 监控平台做
长期的布局，和组件、逆变器、清洁机器人
等协调统筹。”天合光能跟踪支架业务总经
理段顺伟说。

随着大尺寸全生态布局的不断完善，
张映斌预计， 今年大尺寸组件的市占率将
达到 25%—30%，未来 2—3 年将进一步提
升至 50%。 “而就天合光能来说，今年组件
出货中 210 产品的占比将达到 70%—
80%，真正成为主力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