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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户用用光光伏伏将将参参与与电电网网调调峰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姚姚金金楠楠

山山西西芮芮城城：：黄黄河河岸岸边边““零零碳碳村村””

1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春节及重
大活动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工作的通知》，提出春节期间，以保障电网安全
和供热稳定为前提，在常规手段无法满足电网调峰需要的负荷低谷时段，要按
照“先集中式、后分布式”、“先非户用、后户用”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合
理安排新能源电力参与调峰，以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随后，各地级市也
根据精神，下发了《春节期间低压分布式光伏参与调峰告知书》。 这意味着，在
一些装机大省，户用光伏将在特定时段参与电网调峰。

1 月 12 日，京港澳高速武汉往湖南长
沙方向一货车起火。 据该事故的货车司机
介绍，该车从北京出发运往海南，车上满载
着磷酸铁锂电池模块， 货车在行驶过程中
起火。武汉消防在经过 6 小时灭火后，提醒
广大货车驾驶员， 在运输过程中电池必须
捆紧并码好，应避免剧烈振动、冲击或者挤

压，进行包装后再运输，谨防类似火灾再次
发生。

有不少业内人士关注了此次电池自
燃， 把关注点放在了我国动力电池公路运
输上， 认为我国电池运输企业多采用国际
标准， 随着动力电池在我国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亟需建立自己的行业标准。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迅速崛起，我
国的动力电池需求量不断增长。 磷酸铁锂
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中应用最为广泛的
材料，安全性高、成本低、循环寿命长等优
势是业内共识。

那为什么号称高安全性的磷酸铁锂电
池也会在运输中着火呢？

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电化学储能首席
研究员马福元告诉记者， 锂电池均有安全
隐患。 “目前所做的锂离子电池安全性测试
和评估， 都是抽样将成品电池在不同滥用
状态下进行安全性试验， 而磷酸铁锂材料
以及磷酸铁锂电池的优异安全性能也是在
这些条件下测试出的。 ”

马福元指出， 电池自燃其实是一个很
复杂的问题， 除了电池内部的一些化学物
质发生反应会导致自燃， 电池漏电或者一
些其他情况也可能导致自燃。 运输过程中
发生自燃，有可能是因为电池本身的原因，
或者是运输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操作， 两者

都应该引起行业重视。
中国电池产业研究院院长吴辉表示，

正常使用时，磷酸铁锂电池的安全性较高，
但是事无绝对， 极端情况下还是会有起火
风险。

马福元认为， 我国的电池运输尚未形
成统一标准，仅能做到被动防范，无法做到
主动预防。

记者联系多位电池企业代表， 均表示
现在动力电池储运难题是横在电池发展路
上的“绊脚石”。

根据记者了解，由于国内现有的《铁路
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则》（铁运〔2008〕174
号）对锂电池运输的具体规定仍然缺失，长
期以来，锂电池无法进行铁路运输，全部采
用公路运输方式。

吴辉指出， 我国现有的电池运输检测
机构所使用的标准均为国际标准。 “国内有
很多的电池运输车辆的第三方测试机构，
测试时也都是采用国际标准。 ”

锂是容易发生化学反应的金属， 易延
伸和燃烧。马福元表示，目前对锂离子运输
的标准只有国际上对单体的 “2019 版 IA鄄
TA 锂电池运输指南”，陆海空适用，但是由
于我国对锂离子电池系统的标准没有陆路
运输的标准， 导致锂电池运输在包装和运
输中，非规范行为而导致的事故有所增加，
我国也应建立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动力电
池公路运输标准。

有观点认为，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推进， 动力电池已从过去的小宗商品，
发展为大宗产品。 一段时间内，我国将是
世界最大的动力锂离子电池生产国，动力
锂离子电池的储存、运输系统也必须相应
发展。

动力电池储存、运输环节的安全管理，
已有成熟的国际标准。 一位动力行业观察
员认为：“但是动力电池行业的管理经营，
不能完全符合我国国情， 因此需要在运输
标准管理上，根据自身特色制定标准，支持
我国动力电池行业的发展。 ”

也有业内专家直言， 应与铁路部门研
究协商，参照国际铁路合作组织的《危险货
物运送规则》，尽快开展锂电池铁路运输示
范并给予财政补贴。 “现在我国实行的铁路
运输行业标准是基于数十年前的市场环境
制定的，应根据电动汽车的产品特性，对现
有标准进行适应性修订，电动汽车、锂离子
动力电池能够依法合规， 通过铁路进行高
效、安全、经济地运输。 ”

从被动防范到主动预防

动力电池行业运输标准短板待补
■■本报记者 韩逸飞

国家光伏、储能实证
实验平台开启户外实证

本报讯 近日， 在黑龙江省大
庆市建设的全国首个光伏、 储能
户外实证实验平台开始了首期
161 种实证方案首个整年度的户
外实证。

国家光伏、 储能实证实验平
台（大庆基地）定位为推动我国光
伏、 储能产业发展的开放性公共
服务平台，功能主要包括对光伏、
储能先进设备、产品、方案开展户
外实证对比； 对新技术和新产品
开展户外实验；以及对主要设备、
产品性能、指标等开展户外检测。
平台的建成运行将为我国制定光
伏和储能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提
供科学依据， 对于推动产业技术
进步、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该平台于 2020 年 12 月经国
家能源局批复，由黑龙江省发展改
革委（能源局）组织大庆市负责落
实各项建设条件，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承担具体实施工作。 平台在
“十四五” 期间规划布置实证方案
约 640 种，逐年分期实施，对当年
光伏、储能关键设备、产品、系统的
新产品、 新技术、 新方案开展 100
种实证方案以上的户外实际性能
验证。 首期建成实证方案包括光伏
组件、逆变器、支架、储能产品等 4
个产品实证区以及设备匹配、储能
系统等 2 个系统实证区，基本涵盖
了 P-PERC 组件、N-TOPCon 组
件、柔性支架、全维跟踪支架等目
前主流和前沿的技术路线、厂家产
品、搭配方案。

平台于 2021 年 4 月 10 日开
工， 当年 11 月 19 日正式启动运
行，经数据分析模型开发、实时数
据采样调试后，2022 年 1 月 1 日
正式开始整年度实证， 将为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实证基础 ，为
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提
供科学依据，为国家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2022
年， 国家能源局将发挥平台首期
户外实证功能， 公开发布各种技
术产品的发电实证结果，同步推进
平台接续建设。 （姚金楠）

国内首创高空风能
发电示范项目开工

本报讯 1 月17 日，国内首创高
空风能项目———安徽绩溪高空风能
发电示范项目正式开工。

绩溪高空风能发电示范项目设
计装机总容量 2×2.4 兆瓦， 采用国
内首创梯伞组合高空风能发电技
术，充分利用当地优质风能资源，一
次规划分期实施。

高空风能是一种储量丰裕、分
布广泛的可再生清洁能源， 高空风
能发电技术已列入国家发改委 《能
源 技 术 革 命 创 新 行 动 （2016 -
2030）》。 梯伞组合高空风能发电技
术， 利用独有的伞梯式结构降落伞
组吸收高空风能， 通过缆绳带动地
面卷扬机、 齿轮箱转动将风能转化
为机械能， 最后通过地面发电设备
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实现稳定持
续发电。 （杨芳）

关注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
县陌南镇庄上村是一个
地处黄河北岸的古村落。
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绿
色清洁新能源。 目前，全
村 72 户已用上了 “光储
直柔”村级发电系统。

如今， 庄上村已被
农业部列为 “中国零碳
村镇促进项目”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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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新闻

近日，山东省能监办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春节及重大活动期间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工作的通知》。 按照《通知》要求，电
网方面要合理安排电力调峰措施。 春节期
间， 以保障电网安全和供热稳定为前提，
在常规手段无法满足电网调峰需要的负
荷低谷时段，要按照“先集中式、后分布
式”“先非户用、后户用”和“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合理安排新能源电力参与调
峰，以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换言之，在特殊时段，山东省的户用
光伏发电项目将存在限电风险。 山东户用
光伏发电项目难保全额消纳，到底将带来
怎样的影响？ 限电范围又会否扩大到什么
程度？

限电范围扩大

《通知》发布后，山东省部分地市开
始陆续下发 《春节期间低压分布式光伏
参与调峰告知书》。 1 月 18 日，枣庄市就
在相关《告知书》中明确指出，受春节期
间用电负荷下降和供热供暖保障等因

素， 春节期间电网已经无法满足新能源
全额消纳需求。

其实， 在春节期间对新能源发电项
目进行限电在山东早已不是新鲜事。 早
在 2017 年，山东省就曾发布《关于做好
2017 年春节新能源调峰工作的通知》，要
求省调根据电网运行情况， 按照 “先弃
风、后弃光”的原则通知各地调光伏电站
停运调峰， 风电项目则按照组别轮流弃
风直至全停。

北京先见能源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淑娟表示，随着风电、光伏装机不断
增加， 山东省在春节期间的限电安排也
逐渐扩大范围。 “最开始是只弃风、不弃
光，然后是只弃集中光伏电站、不涉及分
布式光伏，后来又发展成 10 千伏以上的
全额上网分布式光伏电站也要参与调
峰，如今，连户用光伏在春节期间也难逃
弃光风险。 ”

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
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 山东省纳入
2021 年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装机
规模达到 763.2183 万千瓦， 稳居全国首

位。 “当前，山东省的户用光伏装机已经
占到全国户用总装机的 38%左右。 ”王淑
娟指出，在如此大的装机规模下，户用光
伏的处境已经与地面电站无异。 “当户用
光伏电站在电网中达到一定渗透率时，
就要参与调度。 如果这么大规模却不参
与电网调度，在春节低负荷期间，中午时
段光伏出力大增， 可能着实会对电网安
全产生影响。 ”

会否影响收益？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电网开始对
辖区内的户用光伏发电项目并网箱进行
改造，安装远程控制系统，用以配合电网
调度。 后续新增户用光伏项目，也将全部
安装该系统。

参与电网调度是否会影响户用光伏
发电项目的收益呢？

王淑娟表示，1 月本就是一年中光伏
发电量较少的月份，若叠加限电因素，1 月
的电费收入肯定会大幅减少。“对于贷款模
式开展的户用光伏项目， 还款会非常压力
大。 ”王淑娟也提醒，在后续开展分布式光
伏项目财务测算时，要充分考虑限电风险。

虽然面临限电风险， 但中国光伏行业
协会副秘书长、 户用专委会秘书长刘译阳
强调，此次山东省发布的《通知》对户用光
伏的限电预警仅限于春节期间的特殊时
段，“而且户用光伏在限电序列中排位很靠
后，只是让业主做好限电准备。即便春节期
间真的出现限电情况， 从项目全生命周期
的整体收益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

此外，刘译阳认为，随着我国“电气
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电动汽车、电采暖
等用电形式持续推广， 家庭用电量势必
会呈现逐年增长态势，户用光伏“自发自
用”的空间也会被进一步激发。 “短时间
的限电行为不会动摇户用光伏开发市场
的基本盘。 ”

电网调峰手段有待挖潜

“基本盘” 虽未动摇， 但刘译阳也指
出，山东省此举已经透露出一定的政策信
号，在一些装机大省，户用光伏将在特定
时段限电、参与电网调峰。

王淑娟表示，2021 年光伏开发整县推
进政策出台，全国分布式光伏将迎来快速
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装机规模扩大，参与
电网调度已经成为分布式光伏未来的必
然趋势。 “山东的情况将是一个开端，河
北、河南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会要求户
用光伏参与电网调度。 ”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统计
数据显示，2021 年 12 月新纳入国家财政
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508.98 万千瓦。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全
国累计纳入 2021 年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
用光伏项目装机容量为 2159.62 万千瓦。

“在户用光伏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
对电网的调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刘译阳指出， 电网层面的各种调峰手段
有待进一步挖潜。 “同时，保障新能源消
纳的市场化交易机制也需要快速跟进、
有效落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