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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搭模式”成为动力电池系统新风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董董梓梓童童

我国单体规模最大
光伏治沙项目开工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日前，内蒙
古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
项目（以下简称“库布其光伏治沙项目”）
正式开工建设。 该项目是我国首批在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的 1 亿千瓦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之一， 也是目前我国
单体规模最大光伏治沙项目。

据悉， 库布其沙漠是我国第七大沙
漠，位于河套平原黄河“几”字弯里的黄
河南岸， 是内蒙古乃至全国沙漠化和水
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也是京津
冀地区三大风沙源之一。

库布其光伏治沙项目由亿利洁能和三
峡能源联合投资建设， 总投资金额尚未最
终确定；总占地面积 10 万亩，包括周边荒
沙修复整治区 2.2万亩和光伏发电核心区
7.8万亩。

上述项目将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
植、板间养殖、治沙改土、带动乡村振兴”
五位一体循环产业发展模式， 统筹对荒
漠的资源化利用与生态功能改善， 实现
对荒漠的“一地多用”立体生态修复，形
成“光、电、蔬、草、药、畜、禽”一体化全面
循环发展格局。

据介绍，由于光伏组件铺设密度大，
项目能够有效挡风防风， 阻止沙尘飞扬
与沙丘移动。 同时，组件吸收光照后，可
有效降低土地温度，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增加土壤水分累积。 此外，组件还具有遮
阴的效果， 植物生长环境也可以得到明
显改善。

预计库布其光伏治沙项目建成投产
后，年上网电量将达 41 亿千瓦时，可满
足超 160 万户家庭年用电量， 与同等规
模的燃煤电厂相比，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约 12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321 万吨。
同时，该区域植被覆盖率有望由不足 3%
升至 60%以上， 将有效构筑北方生态安
全屏障。

全球首个百兆瓦级多电源
融合技术实验平台竣工

本报讯 10 月 20 日，全球首个百兆
瓦级多电源融合技术实验验证平台，在
常德经开区竣工并运行。 据悉，这一项
目在多电源融合控制技术和大规模电
池储能系统管控技术方面，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该项目依托中科院技术成果，由中
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富能宝能
源科技集团公司、 北京中科科仪股份
公司、常德经开区共同建设。 项目占地
70 亩，总投资 1.6 亿元，于去年 5 月 18
日开工建设。 该平台系统可实现对新
能源设备、 储能设备、 储能监控系统
BMS、EMS、多电源无缝切换、黑启动、
微电网设计组网、 储能电站设计搭建
等进行实验、运行和验证，为储能和多
电源互补及微电网项目投资， 提供科
学有效支撑和前期评价与实证， 填补
国内外大规模储能技术和方案实验验
证平台空白。

据介绍，该平台创新的新能源设备、
储能设备、 多电源无缝切换等相关技术
支撑， 将吸附一大批设备生产类企业在
常德形成产业集聚，带动投资 75 亿元的
储能微电网产业，形成年产值 120 亿元、
税收 6 亿元的产业园。 （胡娟）

湖北下发 2021年
平价新能源项目

本报讯 10 月 18 日，湖北省能源局
正式公布 2021 年平价新能源项目名单，
明确 2021 年湖北省安排新能源项目总
容量为 1227.9 万千瓦。

其中， 百万千瓦基地 10 个、2021 年
安排容量 400 万千瓦， 平价风电项目 9
个、容量 96.4 万千瓦，平价光伏发电项目
75 个、 容量 731.5 万千瓦。 安排集中式
（共享式）化学储能电站（不含基地配置
的化学储能电站）37 个、容量 2536 兆瓦/
5372 兆瓦时。

百万千瓦基地先期均按照 100 万千
瓦规划，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分年度配
置建设规模。 2021 年每个基地配置建设
规模 40 万千瓦， 配置的建设规模应在
2023 年底前全容量并网发电。 对建设进
展快且有建设空间 （规模超过 100 万千
瓦）的基地，后期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
燃煤电厂机组灵活性改造用于配套基
地的，其单个电厂所有新增灵活调节能
力必须优先满足基地项目灵活调节配
置要求。

为有序推进储能电站建设， 切实提
高储能电站利用效率， 鼓励企业按 2021
年配套的新能源项目建设规模减容建设
（调减后的单个储能电站容量不得低于
50 兆瓦/100 兆瓦时）， 鼓励 1 个企业集
团的多个储能电站， 或多家企业的储能
电站， 采取共享或购买服务方式合并集
中建设。 对未列入 2021 年建设计划的化
学储能电站不得自行建设。 （江临秋）

地方动态

湖湖南南常常宁宁：：风风电电云云海海 壮壮美美如如画画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与郴州市桂阳县交界处的天堂山上，风力发电机在云海间若隐若现，美不胜收。天堂山风电场一期
工程装机容量为 4.99 万千瓦，设计安装 25 台风力发电机组，年上网电量约为 11086 万千瓦时。 人民图片

今年以来，光伏产业供应链价格一
直处于总体增长态势。 在采访中，多位
光伏组件企业高管告诉记者，原本以为
今年组件价格可以延续去年的下降趋
势，甚至下落至 1.3 元/瓦或 1.4 元/瓦，
但从一季度末就开始快速上升。 截至目
前，组件价格已经超过 2 元/瓦，且不断
冲击新高。

“当前， 光伏整个产业链供需失衡，
各主要环节产品价格高涨， 下游电站开
发从业人员苦不堪言， 行业正在面临非
常严峻的挑战。 ”日前，中国光伏行业协
会副秘书长刘译阳表示，1—9 月，全国光
伏新增装机容量仅约 2200 万千瓦，不足
2020 年全年装机规模的一半。这意味着，
如果要与 2020 年装机量持平，需要在不
到 3 个月的时间里， 完成比前三季度还
要多的装机任务。

组件价格突破 2 元/瓦

10 月中旬， 中广核新能源广东台山
深井二期项目开标。 据了解，此次招投标
是该公司今年第二批组件集采项目，容
量为 6 万千瓦，规格为 540 瓦双玻组件，
共有 11 家组件企业参与竞标。 其中，除
一家企业报出了最低报价 1.95 元/瓦以
外， 剩余 10 家企业的报价均超过了 2
元/瓦，最高报价为 2.208 元/瓦，均价约
2.1 元/瓦。

光伏行业研究机构 PVInfoLink 表
示，从国内招投标观察，组件开标报价
已有 2 元/瓦以上的价格， 高位甚至有
2.25 元/瓦以上的报价。 目前，集中式光
伏项目仍旧处于博弈中，且随着天气逐
渐转凉， 国内部分项目已在收尾阶段，
市场呈现报价持续上调，但成交量稀少
的情况。

集邦咨询旗下新能源研究中心集邦
新能源网 EnergyTrend 分析，由于产业供
应链上游的报价陆续上调，胶膜、背板等
辅材市场供应持续紧张， 组件市场排产
订单难以如期交付，生产成本再度增加，
推动组件市场价格随之提升。

来自 EnergyTrend 的报告显示，目
前，市场上的组件报价并未被终端接受。
近期，部分企业甚至已暂缓对外报价。 即
使是参与了投标，并成功中标的企业，日
子也不好过。 有企业反馈目前的组件成
本在 1.8 元/瓦以上， 大部分组件的报价
虽在 2 元/瓦以上， 但实际利润空间较
小。 为保证效益， 组件企业不再盲目生
产，将大幅下调开工率。

成本影响新增装机

在组件等供应链价格持续波动的情
况下，今年集中式光伏一反常态，呈现萎
缩趋势，新增装机规模远不及预期。 1-6
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规模为 1301 万千

瓦。 其中，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占新增装
机总量的 38%，分布式光伏占比达 62%。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荣誉理事长王勃
华不久前曾指出， 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
规模和占比超过集中式， 成为新增装机
的主要来源并不常见。 究其原因，和分布
式光伏电站相比， 集中式光伏电站受供
应链价格影响更为强烈。 由于组件价格
没有明显回落， 多数投资企业持观望态
度，集中式电站建设缓慢。

虽然第三季度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
规模增速明显加快， 但总体表现仍然不
佳。 “前三季度，全国新增装机规模约为
2200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超过 1000 万千
瓦。 ”刘译阳说。

按照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新能源工
程院资源与总图所所长惠星的测算，今
年， 集中式光伏占新增装机的比例将逼
近 70%。 “大型光伏基地肯定是产业主要
发展的模式之一， 但不能忽视在成本和
经济性上面临的挑战。 ”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
研究中心研究员时璟丽表示， 根据今年
发布的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 按照合理
利用小时数进行测算，全国各省份之间、
各省份内部的项目经济性差异比较大。
“考虑组件价格 1.8 元/瓦、光伏电站系统
造价 4 元/瓦，全国光伏电站项目平均资
本金内部收益率约 8%。 但近期组件价格
不断上涨，会影响经济性和成本。 ”

大基地建设带来新机遇

目前，尽管受光伏全产业供应链价格
波动影响， 集中式光伏项目进展缓慢，但
产业内部认为，在政策的支持下，大型光
伏基地建设是未来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 我国宣布
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 第一期装机容量约 1 亿千瓦的项
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

中信博营销中心负责人高级副总裁
容岗指出，当前，市场供需波动是受硅料
紧缺等多种因素影响， 集中式光伏项目
需求后移，但潜在开发容量并没有减少。
未来， 以大型光伏基地为代表的集中式
光伏电站开发模式仍将在光伏新增装机
规模中占有一席之地。

另有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十四五”
是光伏产业发展的窗口期， 集中式光伏
和分布式光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预计
两者以后将保持 1:1 的光伏新增装机容
量占比，共同促进产业的发展。

不过，刘译阳强调，当前，供应链价
格的波动已经给行业敲响了警钟。 如果
高价持续， 光伏作为便宜的清洁能源的
竞争力和优势也将受到影响。

近期，蔚来汽车（以下简称“蔚来”）
宣布正式推出三元铁锂标准续航电池
包， 该电池包采用三元锂配方与磷酸铁
锂配方混装的方式，相比于老款 70 千瓦
时电池包，不仅增加了容量，还提升了循
环寿命。 有业内人士认为，蔚来这一举措
打破了三元锂电池与磷酸铁锂电池之间
的界限，是有益尝试。

竞争压力催生新模式

中科院院士欧阳明高曾在 9 月公开
表示：“三元锂电池与磷酸铁锂电池混
合，将成为动力电池系统的新方向。 ”蔚
来车是首个将这一系统商业化的车企。
据蔚来官方介绍， 该公司将磷酸铁锂电
芯和三元锂电芯组成的组合型电池模
组， 用串联连接的方式集成在一个电池
包内，从而构成了“混搭式”电池系统。

其实，动力电池“混搭”的趋势早有
体现。 今年 7 月，宁德时代发布了钠离子
电池，在系统创新方面，同样开发了 AB
电池系统解决方案， 即把钠离子电池与
锂离子电池两种电池按一定比例进行混
搭，集成到同一个电池系统里，通过精准
算法进行不同电池体系的均衡控制。

那么，动力电池“混搭”趋势出现的

原因是什么？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
独立研究者曹广平认为， 当前动力电池
原材料价格上涨， 新能源汽车整车补贴
逐渐退坡， 竞争压力催生新技术乃至产
品变化的新方向。

“现在三元锂电池原材料里的钴和
镍都是进口的，近期涨价较为厉害，尤其
钴元素的地球储量有限， 按照现在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速度，2025 年地球上的钴
元素将供不应求。 而动力电池‘混搭’模
式能把一部分容量用不含钴的磷酸铁锂
代替，减少钴元素需求。 ”北方工业大学
汽车创新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

行业发展过渡措施

“由于目前电池的技术路线各有优
劣， 单打独斗都很难完全达到用户对车
辆性能的需求。 ”曹广平认为，当前锂离
子电池的各条技术路线已接近于理论上
的储能密度天花板，电池“混搭模式”是
最后合力顶起“行业发展天花板”的过渡
措施。

根据蔚来官方消息， 与主流三元锂
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相比， 三元铁锂标
准续航电池包低温续航损失降低 25%，
实现整包低温性能提升； 同时相比原三

元锂 70 千瓦时电池包，三元铁锂标准续
航电池包做到了同体系能量密度提升
14%， 也使得 ES6、ES8 等各款汽车的续
航里程相应的增加了 30-35 公里， 缺点
是重量有所增加。

安全性方面， 三元铁锂电池继承了
磷酸铁锂电池的优势， 确保在热失控后
不会引发连锁反应至起火爆炸。

事实上，无论是蔚来的三元铁锂电池
包，还是宁德时代的钠锂电池包，这类 AB
混合电池包都能够降低成本、弥补能量密
度短板，兼顾发挥两种电池材料的综合优
势性能。

同时，张翔也提出，“混搭”会增加系
统复杂度，导致开发成本的增加。 “以前没
有出现过动力电池‘混搭’，原因在于汽车
的设计要简单化不是复杂化，三元锂电池
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以及材料都不同，
导致单体电池的电压、放电电流以及充放
电的特性都不同。现在把这两种电池放在
一起混搭，其控制系统会非常复杂，电池
体积也会增大，总体来讲这种做法目前还
有待商榷。 ”

适用于利润空间较高车型

业内有分析认为，蔚来、宁德时代

目前只是率先发布了创新思路和技术，
未来 AB 混搭的电池方案也会继续跟随
迭代升级。

“目前，‘混搭’ 的电池在成本、安
全、一致性、电池管理、电池热管理、标
定、寿命等方面的工作，电池企业乃至
车企都在做，完全试验装车成功乃至量
产还需要一个过程。 理论上说，两类电
池性能上互补后总体性能越优，成本都
较低，才是占优的路线，实践中也必须
追求这一点。 ”曹广平表示。

曹广平还指出，当前判断电池混搭
路线是否可行的关键，是电池“混搭”后
的综合性价比。 “电池混搭时，会产生为
两类电池的组织开发、生产工艺、质量控
制等付出的两类运营成本。 在电池内部
的设计上， 也会有两类电池的设计和兼
容乃至融合的软硬件开发成本， 这些成
本上的提高换来的综合性价比更高才有
意义。 ”

同时， 张翔提醒：“因为蔚来的车型
售价较贵，利润空间较高，因此做这种复
杂的‘混搭’系统具备可行性。 但如果是
在一些 10—20 万左右的车型上就不合
适了， 增加其系统成本， 竞争力就会下
降。 另外，‘混搭’系统在电池容量较大的
情况下才能拥有优势。 ”

■■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姚姚美美娇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