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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新型光伏涂料技术未来可期新型光伏涂料技术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王林

化工巨头频频加码，新能源领域用途广泛

热塑性聚氨酯应用潜力待挖
■本报记者 李丽旻

随着低碳转型加速，清洁能源发展愈
发向好，技术原创性突破和更新迭代也随
之进入下半场。在此背景下，小众且边缘
化的涂料技术似乎成为新的突破口，光伏
涂料、风电涂料、船舶涂料、新能源汽车涂
料等都广受关注。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最新公告显示，一项有关“白色无氟光伏涂
料制备及应用”的专利提交了申请，该专利
涉及有机硅涂料制备技术领域，与光伏基
材的粘接性及附着力好，高硬度，耐磨性
好。越来越多的材料制造商开始涉足光伏
涂料领域，包括通过与现有产能共用产线
的方式研发此类技术。

●● 助力电池板提升效率

多年来，涂料技术主要以保护和装饰
为发力点，在太阳能行业应用同样如此，其
附着在光伏电池板上起到保护作用并增强
补光效率。比如，德国材料制造商科思创
推出的双面涂覆型光伏背板涂料方案，其
透光率可达93%，帮助双面组件减重20%，
发电增益1.29%，具有良好的耐老化性能，
可保证组件25年以上使用寿命。

据科思创涂料与胶粘剂事业部亚太区
高级副总裁高阿南（Anand Khot）介绍：

“在光伏组件生产环节，通过提高组件应用
效能与使用替代性原材料，可以有效改善
和提高光伏组件生产环节整体效率。”

随着应用需求不断变化、产品不断推
陈出新，性能优异、低碳环保、降本增效的
涂料技术成为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领
域的新发展方向。

据了解，科思创在太阳能等新能源领
域研发的涂料技术都围绕提高光电转换

效率、使用替代性原材料减少碳足迹、提
升工艺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为主，目标是
通过替代性原材料和更可持续的生产工
艺，为太阳能产业链创造更高附加值、更
低碳的产品。

●● 有望替代光伏电池板

随着技术更新迭代，光伏涂料技术正
在“跳出”附着于光伏电池板的框框，甚至
有望替代光伏电池板，仅附着于建筑物屋
顶或表面就可以实现发电。

太阳能行动联盟指出，这种由数十亿
光敏颗粒混合在一起的“涂料”，与普通涂
料一样，可以涂在物体表面将其变成一个
隐形的光伏电池板，阳光照射到该物体表
面就会发电。

目前，相关研发在全球范围内相继展
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研发出
一种用于光伏涂料的光敏材料；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开发了一种喷涂物质，可以制作
类似“太阳能壁纸”的东西；澳大利亚皇家
墨尔本理工大学则研发出一种由氧化钛与
合成硫化钼制成的光伏涂料，可以吸收太
阳能和水蒸气，进而使涂料具备发电能力，
为建筑提供电力。

这种类似“油漆”或“壁纸”的新型光
伏涂料技术，已经成为太阳能行业最具创
新的技术研发之一。这种材料相当于混
合了电池技术和液体技术，不仅可以涂到
屋顶和墙面，还可以涂在风力涡轮机上，
无风的时候变成光伏发电，甚至可以涂到
新能源汽车车身上，提供辅助充电和供电
服务。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指出：

“想象一下，如果将这种喷涂物质和玻璃窗
结合起来，可以捕捉每一点可能的阳光，足
以把一栋房子变成一个发电机，而且不会
产生污染和排放。”

“我期待有一天，屋顶上喷一喷涂料，
屋里就有电可用了。”多伦多大学该喷涂物
质研究团队成员伊兰·克莱默感叹。

●● 太阳能发电方式的变革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新型光伏涂料
技术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将彻底
改变太阳能发电方式。相较于光伏电池
板，光伏涂料成本更低、灵活性更大、应

用更广泛、操作更容易。传统光伏电池
板需要专门的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
员来安装，既耗时又昂贵，但光伏涂料几
乎只需要具备涂装技术即可，普通人也
很容易上手操作。

同时，相较于光伏电池板，新型光伏涂
料技术对生态环境更有益。目前，粗放式、
高污染、高能耗的光伏组件回收技术仍占
市场主导，现有拆解工艺耗费大量能源的
同时，还造成废水、气、液排放等环境污染，
对拆解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

此外，与必须安装在平面上的刚性光
伏电池板不同，光伏涂料几乎可以应用于
任何表面，包括弯曲或不规则形状的表

面。这为建筑物、桥梁、道路甚至车辆都提
供了一条使用太阳能的新路径。光伏涂料
还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现有结构中，使其
成为改造具有可再生能源能力的旧建筑的
理想解决方案。

不过，新型光伏涂料技术目前尚处早
期阶段，在成为传统光伏电池板的可行替
代品之前，还有诸多挑战亟待克服，其中效
率是实现商业化的主要障碍。业内评估
称，至少需要达到10%的转换效率，新型光
伏涂料技术才可能具备商业价值，目前性
能最好的配方效率只有8%。一块典型的
光伏电池板效率约 20%，相当于大约 20%
的阳光可以转化为电能。

新疆木垒新疆木垒：：全力打造风光电装备全产业链基地全力打造风光电装备全产业链基地

1月2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民生工业园区，新疆东方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生产风机叶片。

近年来，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把风光电产业链式发展作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力打造风光电装备全产
业链基地，目前已有50家新能源企业落户木垒，形成风机叶片、主机、逆变器等风光储产业链条，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初具规模。 人民图片

随着各行业电气化提速，一种具备可
循环特性的新材料正受到业界关注。热塑
性聚氨酯具备高强度、灵活性和耐磨性等
性能，一直以来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电缆
等行业领域，热塑性聚氨酯下游需求正不
断扩大，在能源转型大势之下，风电叶片、
光伏组件等新能源制造领域中，热塑性聚
氨酯应用潜力也正不断被挖掘。

■■ 绿色低碳特性突出

今年1 月，巴斯夫全球最大单一热塑
性聚氨酯（TPU）生产线装置正式落成，该
项目总投资额约100亿欧元，是巴斯夫迄
今为止最大的单笔投资项目。建成后，该
基地将成为巴斯夫在全球的第三大生产基
地。记者从现场获悉，热塑性聚氨酯是一
种特性塑料，其成品是类似米粒大小的弹
性材料。这种材料不仅具备加工性能好、
耐磨、高硬度、高强度等特点，更具备绿色
低碳特性，在废弃后可加工重复利用，能够
有效替代橡胶等传统材料，助力下游应用
领域可持续发展。

智能化、绿色化是此次落成的热塑性
聚氨酯生产线装置两大特点。一方面，该
产线采用智能生产理念，利用自动导引车
辆和自动化系统等先进技术提升运营效
率。另一方面，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通

过自建海上风电项目和长期采购绿电的方
式实现绿电供应，并计划到 2025 年实现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电。

实际上，科思创、路博润、万华化学等
化工企业近期也选择“加码”热塑性聚氨酯
材料，扩大热塑性聚氨酯的应用。业界普
遍认为，热塑性聚氨酯材料市场增长空间
将十分广阔。

2022 年 6 月，万华生物宣布研发出
100%生物基热塑性聚氨酯材料，这也是
全球首款100%生物基热塑性聚氨酯弹性
体材料，使用由玉米秸秆制得的生物基
材料进行合成，具备高强度、高韧性等性
能，更在 2023 年宣布扩大热塑性聚氨酯
产能。2023 年 9 月，科思创则宣布在广
东珠海最新投资的热塑性聚氨酯生产基
地破土动工。根据规划，该生产基地最
高年产能可达12万吨热塑性聚氨酯。该
公司也提出了多种降低原材料碳足迹的

方法，表示将尽可能减少原油及其衍生
品、推动材料可回收、扩大生物基材料使
用等。

■■ 市场需求高涨

化工行业之所以频频对热塑性聚氨
酯注资加码，正是由于下游高涨的新材
料需求。

行业研究机构华安证券数据显示，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我国热塑性聚氨
酯消费量从 32.1 万吨快速涨至 50 万吨以
上，2021 年消费总量更是达到 60.2 万吨，
同比增长 20.2%。过去几年，我国热塑性
聚氨酯产量及产能稳定增长，市场规模正
不断扩张，其下游应用从鞋材、薄膜等市
场扩展到智能穿戴、环保能源、医药等新
兴高端领域。

同期内，我国本土热塑性聚氨酯产能

也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2020年，我国热塑性聚氨酯产量约为
60.1万吨，整体产能占到全球的1/3以上，
2021 年产能增速达到 13.8%，各大生产基
地开工率也稳步上涨。

“热塑性聚氨酯的一大典型应用就是
在电缆领域。”巴斯夫特性材料业务高级副
总裁鲍磊伟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当前，各领域电气化趋势势不可
挡，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对电缆
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应用需求也将更加
旺盛。”

■■ 新能源应用潜力大

除电缆等传统电力装备领域，作为
新型材料，热塑性聚氨酯还可以和新能
源装备制造结合，进一步提升风机叶片、
光伏组件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性能，

延长寿命。
鲍磊伟强调，热塑性聚氨酯在风电、光

伏领域的应用潜力更大。目前，热塑性聚
氨酯已能够用作风电叶片外边缘保护层原
材料，这一保护层与空气直接接触，借助热
塑性聚氨酯耐腐蚀、轻量化的特性，能够有
效延长风电叶片的使用寿命。在光伏领
域，热塑性聚氨酯还能够用于生产光伏组
件框架，提升光伏组件使用寿命。

随着热塑性聚氨酯价值被挖掘，越来
越多的企业瞄准该领域，并希望通过合作
形式推进新能源发电设备研发工作。2022
年，科思创就与风电叶片厂商时代新材合
作实现聚氨酯风机叶片量产，并完成了千
台聚氨酯风机叶片生产目标。今年1月，
明阳智能则与巴斯夫特性材料签署了两项
创新合作协议，表示将联合打造创新开发
实验室，并针对聚氨酯复合大梁板展开深
度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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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4 日，我国首
个深水高压气田开发项目“深海一
号”二期工程生产平台导管架在深
圳建造场顺利完工，乘驳船从赤湾
港启航，驶往项目所在的海南东南
海域。

据了解，导管架平台是全球
应用最广泛的海洋油气生产设
施，其相当于“基座”，可以将巨大
的油气生产平台托举在海面上。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导管架
为 8 腿 12 裙桩结构，总重达 6605
吨，相当于 4400 余辆小汽车的重
量，高 100.8 米，近乎于 36 层民用
住房的高度。该导管架于2023年
在深圳赤湾开工建设。

“深海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发
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
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实现了三项世
界级创新，运用了 13 项国内首创
技术，攻克了10多项行业难题，是
海洋石油工业最闪亮的“国之重
器”。其二期工程是建设南海万亿
方大气区的重点项目。该项目采
用“水下生产系统+浅水导管架平
台+深水半潜式平台远程操控系
统”油气开发模式，共部署12口水
下井口，新建1座导管架平台、1套
水下生产系统、5 条海底管道和 4
条脐带缆。

据悉，二期工程全面投产后，
“深海一号”的天然气储量将从
1000亿立方米增至1500亿立方米，高峰年产量从
30亿立方米增至45亿立方米，将持续为海南自贸
港及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可靠的清洁能源，成为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气源地。 （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