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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量是趋势 制造力待加强

储能电池开启独立赛道
■本报记者 卢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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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徽徽淮淮北北：：巡巡检检““渔渔光光互互补补””光光伏伏发发电电站站

日立能源携先进技术再度闪亮进博会
“中国首秀”技术占比近一半

11 月 2 日 ，国网
淮北供电公司员工和
电站工作人员一起驾
船巡检安徽省淮北市
韩 村 100 兆 瓦 信 隋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站的设备。

近年来， 安徽省
淮北 市 在 昔 日 采 煤
沉陷 区 大 力 发 展 光
伏发 电 绿 色 清 洁 能
源 ，国网淮北公司积
极开 通 新 能 源 项 目
并网的绿色通道 ，加
快清洁能源消纳 ，有
效助力 “碳达峰 、碳
中和 ”， 带动地方经
济、生态双丰收。

人民图片

本报讯 记者李慧报道 继今年 4 月在
华启用全新企业名称和标识后， 日立能源
（原 ABB 电网） 日前携多项业界领先的技
术和创新解决方案再度亮相第五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

作为这场国际合作交流盛会的 “老朋
友”，日立能源在过去四年间通过进博会平
台，累计展出了 60 多项覆盖电力价值链的
创新技术与解决方案， 与国内客户和合作
伙伴签署了超过 20 个战略协议，并借助进
博会的溢出效应， 加速了多个合作项目的
成功落地。

此次，日立能源围绕“构建清洁能源
系统，共享低碳美好未来”的全新主题，
通过电网接入、 可持续解决方案和数字
化三大展区，展示了其来自瑞士、瑞典、
加拿大、 美国等 10 余个国家的 20 多项
创新技术。

例如， 源自欧洲的轻型高压直流技
术，可为海上风电、离岸送电、柔性直流
电网等应用提供更加优化的解决方案，
该技术已助力张北柔性高压直流电网工

程为 2022 北京冬奥会提供绿色电能；高压
直流输电的核心关键器件 StakPak IGBT，
凭借其高可靠性和高可控性， 参与了多
项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以及海上风电接
入的吉瓦级柔性直流输电项目； 电能质
量解决方案 SVC Light 无功补偿系统则
集成了 IGCT 功率器件和 MACH 控制
系统， 可解决如大功率电弧炉炼钢和大
容量新能源接入等场景严苛的电能质量
问题， 目前已帮助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打
造大功率电弧炉炼钢电能质量治理装置
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展示中“中国首
秀”的技术占比近一半。

在电网接入领域， 日立能源首次展出
了可变速抽蓄技术和模块化海上升压站技
术。 前者紧凑高效的变频器产品能够帮助
可变速抽蓄机组在发电和抽水工况下实现
快速、准确和稳定的有功无功功率控制，保
障抽蓄机组实现安全稳定运行， 进而支撑
电网频率电压稳定， 助力高比例新能源消
纳；后者可有效降低海上运输和安装成本，

满足严苛的海上工作环境， 确保海上升压
站的稳定和可靠运行。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 日立能源首次展
出了环保高效的 EconiQTM 高压和变压器
产品组合及服务， 以及助力中国打造首个
“零碳”变电站的案例。同时，今年 4 月在全
球发布的 OceaniQTM 海上能源产品组合也
在展会亮相。该组合能够满足海上风电、海
洋能源开发和其他离岸运营商对固定式海
上平台、 漂浮式结构和海底电力系统的应
用需求， 助力更大规模的海上风能高效地

并入全球能源系统。
在数字化领域， 首次参展的 TXpertTM

数字化干式配电变压器可通过传感器采集
变压器及其环境运行数据，并进行存储和分
析，通过无线或有线网络连接下载和传输数
据，确保用户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另外， 日立能源在虚拟电厂领域的最
新成果也亮相本次展会。 通过将国外的成
功经验与国内市场和电网运营要求相结
合， 该方案能够对用户侧的灵活性资源进
行精准管控， 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手段。

日立能源全球执行副总裁、 大中华区
总裁张金泉表示：“当前， 中国推动高质量
发展和加速迈向‘碳中和’的目标为能源电
力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
中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举措也
极大鼓舞了外企在华经营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携可持续能源发展
领域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亮相进博盛会，在
这一全球机遇共享的平台上， 我们将继续
加深与国内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紧密合作，
携手构建更清洁、 更灵活和更安全的能源
系统。 ”

全球超大“城市电力银行”
并网发电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由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以下简称 “大连化物
所”） 李先锋研究员团队提供技术支撑的百
兆瓦级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 于 10 月 30
日正式并网发电，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功率最
大、容量最大的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

该项目是国家能源局 2016 年 4 月批
准建设的首个国家级大型化学储能示范
项目， 总建设规模为 200 兆瓦（MW）/800
兆瓦时（MWh），由大连恒流储能电站有限
公司建设和运营，电池系统由大连融科储
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制造。

据悉，本次并网的一期工程位于大连市
沙河口区，规模为 100 兆瓦（MW）/400 兆
瓦时（MWh），即额定功率 10 万度电/小时，
最多可存放 40 万度电。 按照我国居民每日
人均生活用电 2 度左右计算，电站可供 20
万居民一天的用电需求。

为平抑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 波动
性，其大规模接入电网后，电力系统必须具备
一定的应变及响应能力。 液流电池储能调峰
电站恰恰能够起到提升可再生能源并网率、
平衡电网稳定性、提高电网可靠性等作用。

换言之，电站相当于一座城市“电力银
行 ”， 在电力系统中起到削峰填谷的作
用———电网用电低谷期间，利用可再生能源
发电给电池充电，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储存
于电池中；待用电高峰时，再将储存于电池
中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进行放电。 此外，该
电站还能配合常规火电、核电等能源，为电
力系统运行提供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由此
提高灵活性。

据了解，该电站基于大连化物所自主研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
技术。 这是电化学储能技术的一种，由化学
能到电能往复转换，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
输出功率和储能容量规模大，电解液可无限
期循环利用，对环境友好。 值得一提的是，研
究团队已将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在国外
进行了产业化推广，与比利时科尔德集团控
股 EcoSourcen 公司签订了用户侧液流电池
技术许可协议，实现我国液流电池储能技术
首次向发达国家输出。

国家能源集团
纳米碳氢燃料燃烧试验
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讯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利
用 4000 大卡热值的长焰动力煤制取出 50%
浓度的纳米碳氢燃料，在半工业化装置上进
行燃烧试验， 在炉膛温度只有 180℃-200℃
维持稳定独立燃烧， 且炉内温度稳定上升，
燃料中煤炭的燃烬率达 100%， 实现了低热
值煤制取的低浓度纳米碳氢燃料在低温下
持续稳定燃烧，进一步验证了纳米碳氢燃料
“赋能”特性。

初步判断，该燃料较同浓度普通水煤浆
热值提升 50%以上，火电机组节煤达 50 克/
千瓦时以上，降低碳排放达 160 克/千瓦时，
这标志着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纳米碳氢
燃料试验取得重大突破，体现出巨大的经济
和社会价值。

纳米碳氢燃料技术的使用大幅度改善
燃煤锅炉的碳耗指标，可将准能电厂已关停
2 台 15 万千瓦机组平均煤耗由原 347 克/千
瓦时降低到 300克/千瓦时以下，满足到 2025
年全国火电平均供电煤耗降至 300 克/千瓦
时以下要求，为盘活固定资产、拯救小电厂
及现运行燃煤锅炉电厂发挥决定性技术作
用，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2021 年以来，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转
变节能降耗思路， 从提升煤炭热值入手创
新，利用自产煤研发出储氢赋能纳米碳氢煤
基特种燃料，与常规水煤浆相比，具有原料
热值低、燃料固含低、点火温度低、燃烧热
值高“三低一高”特点，实现储氢赋能，使单
一的煤炭向新型储氢材料转变。 （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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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有什么不同？ 有
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转换器”和“发电
机”，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前者多应用于电
力系统，更需要低成本和长寿命；后者主
要为车辆提供动力，更追求高能量密度。

虽然两者的生产线能够共用，但随着
储能行业快速发展，储能电站的规模动辄
百兆瓦级别甚至吉瓦级别， 业主对定制
化、专业化的储能专用电池呼吁高涨。 在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
分会秘书长刘勇看来，未来储能电池肯定
要开辟自己的独立发展赛道，这不仅是降
本增效的需要，更是安全发展的要求。

■■■■大容量是趋势

在一套电化学储能系统中,电池成本
占比高达 60%左右。 近年来，储能行业规
模扩张高歌猛进，叠加降本压力，业内对
储能电池高经济性提出迫切需求。

2020 年，宁德时代率先推出主打长循
环寿命的 280Ah 电芯， 逐渐替代原有的
50Ah-100Ah 电芯， 成为储能项目招标或
产品采购的标配。 行业主流电池厂家纷纷
跟进，密集推出 280Ah 电芯甚至更大容量
的电芯。

今年 5 月，楚能新能源发布“楚能一
号”产品，电芯容量为 280Ah，单体电芯循
环寿命超过 1 万次。8 月，厦门海辰储能发
布首款 300Ah 电力储能专用电池和大圆
柱户用储能专用电池。 10 月，亿纬储能更
是发布了全新一代储能电池 LF560K，将
电芯容量进一步推高至 560Ah。 电池厂商
在大容量电芯赛道上竞争加速。

“已有大客户订单， 市场反响非常热
烈。将如期于明年一季度交付。”在海辰储
能产品经理张万财看来，储能专用电池向
更大容量发展是技术迭代趋势之一。 大容
量电池通过摊薄电池结构件成本、减少系
统成组零部件数量、 简化生产线工艺、减
少设备数量、减少人工投入等，降低储能
系统成本。

对此，刘勇表示认同，储能电池的发展
路径就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升级来降本增
效，采用小容量电池，并联数量多，系统安
装占地面积较大，而采用大容量电芯，可以
有效降低预制舱数量， 度电成本也有一定
的降幅，可显著改善用户整体投资收益。

亿纬锂能铁锂电池首席技术官苑丁
丁拿出一组数据： 相比此前的 LF280K 储
能专用电池， 使用 LF560K 电池可减少
50%的电芯数量, 减少 47%的电池包零部
件数量，提升 30%的生产效率。

■■■■安全是前提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储能电池进入技
术集中变革期，除了大容量外，高电压和
液冷系统正受到市场热捧。

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储
能电池专用产线生产及研发，包括亿纬锂

能、鹏辉能源、海辰储能、瑞浦兰钧、楚能
新能源、远景动力在内的电池企业均发布
了专用储能电池，以抢占发展先机。

值得注意的是，储能电池研发必须以
安全为前提， 电池容量并不是一味求大。
“太大了增加安全风险。 容量增大会导致
电池自身散热性能变差。 同时，电池做大
可能出现电芯鼓胀问题，会导致过充和热
失控难以应付，需要对电池热管理做好均
衡设计。 ”刘勇称。

“安全是储能行业发展的底线。 ”业内
人士向记者强调，目前储能行业仍处于发
展初期， 技术标准和验收标准不够完善，
客户恐难以辨识各种储能技术和其产品
优劣。 在此情况下，一些不具备实力的企
业盲目上马大容量项目， 增加安全隐患。
“大容量并不是无限放大，要实现大容量、
高安全和长循环寿命的平衡。 ”

张万财同样表示，电池储能不是能源

来源，只是一个中转站，有容量限制。
那么，哪些场景适合小电池,哪些场景

又需要大电池？ 刘勇认为，电池容量与储
能系统/电站的装机容量和应用场景紧密
相关，如大储系统通常更适合匹配大容量
电芯， 可以大幅提升储能系统能量密度，
是大储市场的发展趋向，而户用储能用小
容量电池足够。

■■■■制造能力仍需加强

今年，储能市场需求异常旺盛，280Ah
电池供应出现紧张局面。 对厂家而言，无
论是新建专门的储能电池产线，还是将原
有动力电池产线进行升级改造，都需要一
定的扩产周期。

据了解，储能电池生产主要有叠片和
卷绕两种工艺，卷绕自动化程度高，生产
效率高。但卷绕生产的 280Ah 电芯一致性
对制造工艺的要求， 远高于 50Ah-100Ah
电芯。

“大容量电池给设计和制造能力带来
了极大挑战。 ”刘勇解释道，小电芯一般采
用卷绕工艺，生产效率较高，而大电芯要
达到所需要的技术参数， 需要升级产线。
在生产过程中如何确保电化学材料加注
的安全、高效和稳定性也是关键，这些都
是目前储能电池亟待攻克的难题。

“大电芯生产效率低于小电芯， 这是
物理规律。 ”张万财进一步指出，大容量电
池对生产设备提出了新要求，以海辰储能
现有的 280Ah 智能产线为例，所有装配段
和测试段工艺设备上，研发制造团队都进
行了相应的设计和开发， 做了大量工作。
未来，创造更高产能的极速产线，还有待
从业者持续技术攻关。

此外，储能市场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发
展阶段，今年上半年新增规划、在建的新
型储能项目规模接近 130 吉瓦时，实际投
运量不到 1.5 吉瓦时。 储能商业模式尚未
成熟，叠加上游原材料涨价影响，电池企
业扩产也较为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