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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储能电站 1 个月的实际运行响
应统计中， 单体过压中度告警 28980
次、单体欠压重度告警 69 次、过温重
度告警 24 次。 真这样的话，运营团队
的腿得跑断了。 ”日前，国网江苏省电
力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展部主任王庭华

以一份“失真”的统计表为例，揭示出
储能电站存在的安全管理失效或 “伪
数据”问题。

多位业内专家坦言， 作为保障安
全的重要一环， 储能电站数字化建设
情况堪忧。

近年来，我国储能产业呈快速增长
态势，2020 年新增电化学储能更是突
破“吉瓦”大关。 业内预计，“十四五”期
间，储能产业将保持 57%的年负荷增长
率，如何应对频发的安全事故，是保障
行业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据记者了解，电化学储能电站的
设备选型、系统集成、电站设计、运营
维护等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
隐患。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
技术，开展电池状态分析、预判和主
动预警， 实现运行维护的提前判断、
故障急早排查，是行业主动解决储能
电站安全的积极举措。

在华能集团储能技术研究所副所

长朱勇看来，储能电站数字化建设意
义重大，一方面，实时获取电站的运
行数据，通过模型测算出电芯的健康
状态和寿命，对出现故障或存在潜在
隐患提前发出预警，将切实提升电站
安全性；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有助
于提高电站运维水平， 降低故障率，
间接提高电站的经济性。

储能电站经过多年发展，管理模式
已逐渐由“粗放式”走向“精细化”，在这
一过程中，数字化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未来数字化建设还将助力储能发挥
出更大的价值， 与新能源发电协同，参
与现货市场交易等功能的实现都离不
开数字化基石。

尽管储能电站数字化建设箭在弦上，
但实际上，当前行业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阶段，储能电站在安全设计部分
的投资力度较小。 ”业内人士坦言，对新
能源投资者来讲，配建储能是沉没成本，
考虑到控制投资总量， 最先砍掉的就是
安全消防部分。

“储能电站的早期预警非常重要，现
在采用的传统烟温方式要 20-30 分钟才

能达到报警阈值， 这种情况下爆炸可能已
经发生。”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所研究员张
颖琮指出， 当前国内储能电站整体造价中
消防方面的投入占比不到 2%，而国外电站
占比为 3%—5%。

“整体而言， 当前储能电站的故障预
测及运行维护存在困难。 ”王庭华举例指
出，“江苏户用侧储能电站约有 112 座，这
些项目投资成本较低，安全防护水平参差

不齐，其中 2/3 的电站没有报警和自动灭
火系统，50%以上的小型电站没有室外灭
火系统。 ”他进一步表示，目前行业对电池
管理系统的安全风险分析管控不足，检测
粗放、数据失真、数据迟缓、数据丢失造成
基础感知数据失效，储能电站运行工况下
热失控特征缺少预警和多重安全保护，消
防处置手段缺乏，防爆灭火技术不足等屡
见不鲜。

“目前储能电站的算法是‘一事一议’，
根据不同厂商电池、电芯，开发相应的算
法进行调参，较为复杂。 换一个电站、换一
家公司就不适用了。 ”朱勇坦言，储能电站
数字化建设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
者的观念。 早期储能电站不具备数据传输
条件，改造难度较大，数据采集传输在设
计早期就应予以考虑。

“仅对华能集团内部投建的几座储能

电站进行数据接入，就面临各种问题，每家
电站利用的数据标准不统一， 收集以后会
有大量的清洗工作，很麻烦。 ” 华能集团清
洁能源技术研究院储能项目开发部主任刘
明义坦言，规模化电化学储能数据密集，行
业缺乏统一的智慧运维， 若现在不进行规
范，随着未来储能电站项目的增加，再进行
调整会更棘手。

相较于电动汽车， 储能电站数据更为

分散， 参与厂家更多。 华为储能产品总监
刘石川认为， 储能电站数字化建设的难点
在于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 “将电池内部检
测的可靠性提升到 90%以后，再提升一个点
都是很难的事情， 这需要整个行业长时间
的积累。 ”他建议，储能行业可借鉴电动汽
车的做法，从车辆端对数据规范、格式和纲
要信息等内容进行系统性规范， 再对收集
的数据进行诊断、处理。

7 月 10 日 傍
晚， 江苏省宿迁市
泗洪县天岗湖乡光
伏发电应用领跑基
地， 大片光伏板排
列有序、整齐划一，
空中俯瞰犹如蓝色
海洋，蔚为壮观。

近年来 ， 泗洪
县因地制宜发展光
伏发电绿色清洁能
源产业，打造“阳光
工程 ”， 实现了经
济、 生态和社会效
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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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苏苏泗泗洪洪：： 发发展展光光伏伏发发电电 打打造造““阳阳光光工工程程”” 青海：

2030年风电、光伏
装机超过 1亿千瓦

本报讯 7 月 13 日， 青海省人民政
府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青海打造国
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行动方案》），着眼保障能源安全和应
对气候变化两大目标任务，锚定 2030 年
全省风电、光伏装机 1 亿千瓦以上、清洁
能源装机超过 1.4 亿千瓦的目标， 服务
全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0
年底，青海省光伏累计装机 16 吉瓦。

《行动方案》主要提出了两个层面的
目标。 一是到 2025 年，国家清洁能源产
业高地初具规模，黄河上游清洁能源基
地建设稳步推进，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发
电量占比、一次能源消费占比进一步提
高，清洁能源发展的全国领先地位进一
步提升。 到 2030 年，国家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基本建成，力争实现“双脱钩”，为全
国能源结构优化，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作出青海贡献。 二是建成零碳电
力系统。 到 2030 年，全面建成以清洁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建成零
碳电网。 光伏制造业、储能制造业产值
分别过千亿元。

《行动方案》为青海省加快推动清洁
能源高比例、高质量、市场化、基地化、集
约化发展部署了“六大行动”，分别是清
洁能源开发行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行
动、清洁能源替代行动、储能多元化打造
行动、产业升级推动行动和发展机制建
设行动。 （宗合）

宁波：
分布式光伏纳入
住宅小区改造清单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住建局、市发
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宁波市绿色建
筑创建行动实施计划（2021———2025）》，
该实施计划明确，今年起，分布式光伏发
电系统纳入住宅小区改造清单。

该实施计划要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纳入到住
宅小区屋面改造清单基础项内容，有序
推进符合安全要求的框架结构住宅小区
改造加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按照“统
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验收”
的要求，加快推进新建工业建筑、公共建
筑强制设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全面
启动教育、卫生、体育等既有公共建筑加
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改造。 大力发展
光伏瓦、光伏幕墙等建材型光伏技术在
城镇建筑中一体化应用；

保障措施上， 该实施计划要求，建
立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发展政策机
制，加大住房公积金信贷支持力度。 对
购房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二星
级及以上绿色建筑的商品住房，贷款额
度可上浮 20%。住建部门将建立绿色住
宅项目库，对列入项目库的住宅项目和
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绿色住宅达到星
级绿色建筑的，在宏观政策允许的情况
下，给予一定规模的授信额度。 对城乡
居民购买绿色住宅的，鼓励银行优先给
予贷款支持。 （江临秋）

产能供应缺口扩大，主要原材料价格水涨船高

锂电中下游企业布局锂矿谋“突围”
■■本报记者 李丽旻

预预警警预预报报““花花架架子子”” ，，投投资资规规范范““掉掉链链子子””

储储能能电电站站数数字字化化建建设设滞滞后后埋埋隐隐患患
■■本报记者 卢奇秀

大宗商品服务
平台生意社数据显
示，截至 7 月 12 日，
作为锂电池主要原

材料，电池级氢氧化锂价格已涨至 9.2 万
元/吨水平， 电池级碳酸锂价格突破 9 万
元/吨，同比上涨幅度均突破 70%。

锂价一路看涨，锂电原材料供不应求
的局面加剧，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开始加速
布局上游锂矿，寻求稳定供应。

“不仅氢氧化锂、碳酸锂等原材料，锂
电池四大主要材料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
电解液和隔膜价格都在不断上涨调整
中。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
应用分会秘书长刘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从需求侧来看， 今年以来，全
球电动汽车和储能市场出现了快速上涨
势头，对电池产能供应需求持续走高。 但
供应侧却不足， 受到国际大环境影响，上
游锂矿开采受制多方因素影响，产能布局
虽有所增长， 但产能释放需要一定时间。

短期来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正负极材
料供应依然紧缺。另外，目前我国钴、镍等
金属材料需要依靠进口，也导致当前部分
企业电池产能供应受限。 ”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
究分会发布的数据，今年 6 月，新能源乘
用车批发销量达到 22.7 万辆， 环比 5 月
增长 14.7%， 同比增长幅度达 165.7%，涨
势迅猛。 同时，6 月，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
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亚迪、上汽、江淮
汽车等品牌出口情况均较为可观。

在火爆的电动汽车市场带领下，锂电
池原材料供应“捉襟见肘”，价格更是水涨
船高。 据知情人士透露，六氟磷酸锂作为
锂电池行业中主流技术路线电池电解液
的主要成分之一，到今年 7 月已突破了 40
万元/吨， 较去年价格低点时增长了 3 倍
以上。

有分析认为， 每吉瓦动力电池所需
的六氟磷酸锂总量约为 140 吨，通常情况
下，六氟磷酸锂占电解液总成本的 35%左
右，不论对于储能行业还是新能源领域汽
车来说，这一材料成本的上涨都将大幅推
高成本。

根据西部证券发布的数据，7 月初锂
辉石价格已达 715 美元/吨， 较年初价格
420 美元/吨的上涨幅度达到 67.86%。

“国内锂电池上下游产业链上企业
开始做出调整。 对部分企业来说，此轮涨
价已经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尤其是那些
没有做好前期产能需求预判和原材料供应
布局的企业。 现阶段，原材料涨价压力不仅
会削弱企业盈利能力，还会让产品供应紧张
的局面持续更长。 ”刘勇表示，“头部企业稳
定供应链的能力相对好一些，因为产能布局
更大，市场占有率更高，对接上游资源能力
更强，此轮供应不足带来的风险尚在控制范
围内。 为稳定锂供应情况，多家头部锂电企
业已开始进入锂矿生产领域，逐步建立和完
善供应链保障体系。 ”

早在 2020 年第四季度， 国内电池龙
头企业宁德时代就斥资入股了某加拿大
锂矿生产商锂矿制造商， 以确保电池级
碳酸锂的供应。 3 月，国轩高科发布公告
称， 与宜春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合
资矿业公司，拟寻求碳酸锂生产供应，这
也是该公司首次布局上游锂矿资源。 7
月 9 日， 另一锂电池制造商亿纬锂能发
布公告称， 拟收购以金属锂为主营业务
的金昆仑锂业有限公司 28.125%的股权，
并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合作在青海省成
立合资公司，建设年产 3 万吨碳酸锂和氢
氧化锂项目，成为最新布局锂矿上游资源

的电池制造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布局上游产
业链外，锂电池制造商以及下游应用端企
业也正加大新技术路线的投入，以期利用
非锂原材料满足长期的市场需求。 5 月，
宁德时代曾发布公告称将大力投资钠离
子电池，表示将尽快实现量产。

尽管锂电池制造企业已在积极采取
应对措施，但在业内看来，由于上下游产
能布局和释放需要一定时间， 目前来看，
锂离子电池上下游价格上涨趋势很可能
持续到 2022 年底或 2023 年。 据了解，包
括澳大利亚、智利等多家海外锂业巨头仍
面临着资金紧张的挑战，短期内全球锂供
应缺口难以缩小。

“从目前情况来看， 上游原材料上涨
压力已传导到下游需求端，部分新能源汽
车已经提高售价，储能电池产品价格也在
调整当中。 ”刘勇称。

业内预测认为，在国内电池企业相继
投资本土锂矿资源的情况下，国内锂矿项
目建设进度明显加快，锂产量很可能出现
提升， 对外依存度或呈现逐步降低趋势。
据行业研究机构东北证券发布的数据，截
至 2019 年末， 我国锂储量及资源量分别
为 100、450 万金属吨，锂储量在全球排名
第四。 分析认为，锂市供不应求将有助于
行业利润向上游锂矿生产端转移，这也将
进一步刺激对该领域投资力度。

储能电站发展的关键一环

投资力度明显不足

数据规范性面临严峻挑战

需求释放，产能掉队

布局“上游”保障供应

供应缺口短期内难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