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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储融合发展是绿色转型刚需光储融合发展是绿色转型刚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梓童董梓童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东方电气打通天然气管道压缩机组

全国产化“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7 月 2 日，由东方电气集团与国家管网集团联合研制的

20MW 级全国产化天然气管道电驱离心成套压缩机组，在四川德阳顺利
通过工厂鉴定。这一里程碑节点标志着东方电气集团成功打通了天然
气管道压缩机组全国产化“最后一公里”，成为国内首个具备天然气管道
电驱压缩机组整体成套研制能力的能源装备制造企业。

鉴定会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专家组由来自中国工程院、清
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国家管网集团、中国石油集团等单位的行业知名
专家学者组成。专家组听取了项目总体情况介绍，现场见证了产品工厂
试验，并对总体研制情况进行了审议。专家组认为，工厂测试性能指标
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可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上推广应用。该机
组将应用于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商洛站开展工业性试验。

据了解，如果把天然气长输管线比作国家能源的“大动脉”，那么天然
气管道压缩机组就是输送管道上的“心脏”。经过十多年的国产化历程，我
国自主天然气管道压缩机组已经实现了从 0到 1的突破，为国家能源保障
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天然气管道压缩机组领域仍面临“卡脖子”风险，如
压缩机的轴承和测振装置、电机的轴承和正压吹扫装置、变频器的大功率
器件和芯片等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供应链韧性不足，存在一定风险。

东方电气集团与国家管网集团作为国家能源领域的“国家队”，联合
开发了 20MW 级电驱离心式压缩机、变频防爆无刷励磁隐极同步电动机
和 22MVA 水冷型高压变频器三大核心产品，并由东方电气集团整体成
套。其中，压缩机的轴承和测振装置、电机的轴承和正压吹扫装置、变频
器的大功率器件和芯片等关键部件由东方电气集团实现国产化研制和
应用，打通了天然气管道压缩机组国产化“最后一公里”，为天然气管道
基础设施建设增添了“新动力”，未来将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发挥积极
作用。 （姜义平）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我国可再生能
源项目建设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23 年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火
电装机，光伏发电、风电跃升为我国的第
二、第三大电源，成为电力装机主体。可
再生能源清洁替代进程持续推进，发电量
占比超过 1/3。

在光伏发电装机规模不断扩大的背
景下，电网随之迎来了新的发展形势。“未
来，光储融合发展大势所趋，储能技术是
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关键。”在晶科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副
总裁钱晶看来，光储融合发展将促使光伏
成为完美能源，实现与电网友好互动。

■■光储是一对孪生兄弟

“光伏和储能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
弟。此前，光伏发电装机体量，对电网的
影响可以忽略。如今，光伏发电已经成为
我国第二大装机电源，预计未来装机容量
将继续提升，如此大规模的光伏电力并入
电网，对电网是一大挑战。”晶科能源储能
产品中心总经理吴殿峰说，“为解决光伏
电力的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储能必
不可少。光储融合发展可有效拉平光伏
发电曲线，与电网实现匹配。”

钱晶认为，新发展形势让“光伏+储

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双碳”目标的
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给光储融合
发展提供了新发展空间，也给光伏企业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基于对未来市场的研判，晶科进军储
能领域。在今年的国内外光伏展上，晶科
展出了最新研发的全新一代大储系统蓝
鲸 SunTera  5 兆瓦时源网侧储能系统。
去年，晶科 4 吉瓦时储能系统产线投产。
截至目前，晶科发布了覆盖源网侧、工商
业和户用侧的全面储能解决方案。

行 业 咨 询 机 构 Infolink  Consulting
指出，2024 年全球市场对光伏产品需求
量将持续上升，预计全年全球光伏发电
新增装机规模约为 492 吉瓦至 538 吉瓦。
钱晶表示，全球市场对光伏需求稳步增
长，对储能的需求也将随之上扬。新能
源电力渗透率较高的地区需要储能来平
缓可再生能源电力对电网的输出，储能
需求旺盛。

■■融合发展打造新优势

吴殿峰认为，晶科在光伏产品制造方
面经验丰富，在精细化制造、数字化工厂
和质量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体系。“进军
储能业务后，我们可以将这些先进制造和
管理经验引入到储能产品生产中，形成新
优势。”

钱晶强调，“研发一代，量产一代，领
先一代”，这不仅是晶科的研发理念，更是
晶科的优势。降本增效是新能源产业的
永恒主题。作为一直专注于光伏产品研
发、生产、制造、销售的企业，公司的业务
领域正不断拓宽。光伏业务也将为其他
新业务提供支撑，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钱晶表示，晶科在追求降本增效的过

程中，始终专注于改善工艺、控制良率和
产能利用率。“在良率方面，目前晶科的
TOPCon 良率基本与 PERC 持平，稳定在
98% 至 9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产品效率的提升可谓水到渠成。“任
何一项新技术，早期效率提升较为缓慢。
随着流程熟悉度不断提升，改进空间开始
显现，促使产品性能也快速进步。经验是
最伟大的财富，生产数据给我们提供了无
穷的发展空间。”钱晶说。

2023 年，晶科营业收入达 1186.82 亿
元，同比增加 43.55%；归母净利润约 74.4亿
元，同比增加 153.2%；毛利率为 14.04%，同
比提升 3.59 个百分点，其中光伏组件毛利
率为14.43%，同比增长了3.82个百分点。

“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来看，今年将会
继续实现增长。未来，储能将和光伏一
样，成为重要板块。”钱晶说。

■■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晶科光伏、储能产品订单开始放量。
日前，晶科宣布，历时 18 个月，公司 N 型
Tiger  Neo 光伏组件产品出货量突破百
吉瓦大关。同时，晶科储能解决方案不断
落地希腊、阿联酋、德国等市场。

钱晶提出：“经验的积累没有捷径可
言。出货量、安装量越大，我们的养分越
充足。对于下游终端来说，这就是我们的
竞争力。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对‘光伏+储能’有需求，我们要做的
就是提供适合当地市场的产品。”

吴殿峰表示：“全球光储融合发展迅
猛，这一发展趋势和我们的愿景相契合，
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清洁能源的一站式解
决 方 案 ，为 实 现 可 持 续 未 来 作 出 贡 献 。
展望未来，从技术角度来说，光储融合不
仅是物理上的简单叠加，将更多体现在
光储联合优化控制上，特别是智能控制
技术。储能需要具备调节电网频率、电
压等功能，还需要实时地监测电网状态。
这种技术发展趋势将成为未来核心，也
是我们正在布局和发展的重点技术路线
之一。”

钱晶称，未来，新能源一定是数字化
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助力可
再生能源供需的平稳协调，不仅让电网具
有弹性，同时也能监测用户端的用电行
为。这些都可能演变成新的商业模式，让
绿电用得起、用得好。”

7月7日，江西省九
江市湖口县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内的国能神
华 九 江 电 厂 二 期 2×
1000MW项目主体工程
正 在 全 力 推 进 建 设 。
眼下，湖口县正值晴热
高温天气，相关部门加
大调度，强化保障，紧
盯目标任务，科学合理
安排施工，全力以赴推
进项目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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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湖口江西湖口：：战高温战高温  保进度保进度

国 家 管 网 集 团 西 部 管 道 有 限 责 任
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管道”）日前与新
疆其亚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天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
为这些企业提供甲醇、煤制气管道输送
服务。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在当前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氢能、绿色甲醇、
绿氨、CCUS 等新型能源项目受到较大关
注，众多企业提前布局，抢抓战略新机遇，
由此产生石油、天然气之外的新型能源管
输需求。目前，西部管道已建设有新疆多
介质管道安全输送重点实验室，正在开展
氢气、二氧化碳、液氨、甲醇等管道输送实
验，将来可为相关生产企业提供更多新型
能源产品的管输服务。

■■催生管网未来新业态

油气管道运输系统作为国家能源运
输的大动脉，承担着能源供应与安全的重
要使命。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长输油气管网总里程约 18 万公里，其中原
油管道 2.8 万公里，成品油管道 3.2 万公里，
天然气管道 12万公里。

“油气储运行业是能源供给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安全高效输送事关国家能源
供应安全重大战略需求。氢能储运、二氧
化碳管道输送、能源互联网等需求为油气
储运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

工程院院士、油气管道专家黄维和指出，
围绕“双碳”目标，发展流动保障与融合输
送、氢能及二氧化碳输送等技术，创新智
慧管网与能源互联等技术，保障油气管网
高效利用与多介质灵活输运，这将是油气
储运行业发展的新任务。

以 二 氧 化 碳 为 例 ，黄 维 和 指 出 ，中
国在实现碳中和愿景下，对 CCUS 有巨
大需求，而二氧化碳运输是 CCUS 产业
链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必将依托于长
距 离 的 二 氧 化 碳 管 道 及 其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由 于 中 国 二 氧 化 碳 管 道 建 设
起 步 晚 、规 模 小 ，相 关 技 术 与 配 套 政 策
相对滞后，亟需对未来公共基础设施的
二 氧 化 碳 管 网 进 行 系 统 规 划 并 开 展 相
关技术攻关。

在国家管网集团近日召开的 2024 年
年中工作会议上，国家管网集团公司董事
长、党组书记张伟指出，要以“风物长宜放
眼量”的洞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更好引领能源管输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以技术为先导，加

快探索氢气、二氧化碳、液氨、甲醇等管输
技术，催生管网未来新业态。”

■■相关研究“多点开花”

作为我国管网建设的主力军，国家管
网集团当前正围绕氢气、甲醇、液氨、二氧
化碳等管输技术开展一系列工作，相关研
究“多点开花”。

“这些研究主要包括软、硬两方面，
软的方面主要是一些战略性研究，比如
这 些 管 输 系 统 未 来 将 在 新 型 能 源 体 系
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进行甲醇和液氨
等 新 型 能 源 管 输 的 战 略 布 局 等 相 关 课
题 。 硬 的 方 面 主 要 是 技 术 、科 研 方 面 ，
涉及这些新型能源管道输送的物性、工
艺 、设 备 、安 全 等 方 面 的 实 验 研 究 。”一
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能源
报》记者。

据了解，自 2021 年以来，国家管网集
团联合相关单位陆续立项、开展了多个研
究课题，覆盖氢气、二氧化碳、液氨、甲醇

等管道输送相关技术问题研究。
公开信息显示，去年 11 月，国家管网

集团组织开展的国内首次全尺寸掺氢天
然气管道泄放喷射火试验与封闭空间泄
漏燃爆试验成功实施，填补了我国长输天
然气管道掺氢泄放燃爆验证试验的空白，
为实现天然气长输管道掺氢输送技术自
主可控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二氧化碳管输方面，由于二氧化碳
有别于天然气等其他气体，尤其是超临界
态二氧化碳特殊的理化特征，将给管输工
艺、安全评价、材料与设备、完整性等方面
带来挑战。在氢气管输方面，也涉及管道
材料的氢脆及安全性等问题。因此，相关
单位针对这些问题也在开展实验研究。

■■推动新型能源大规模发展

相较于其他输送方式，管道输送具有
安全、经济、高效、便捷等优点，今后若能
真正构建形成新型能源管输体系，将对推
动氢气、液氨、二氧化碳、甲醇等新型能源

大规模发展意义重大。
以氢气为例，在业内看来，当前氢能

产业 发 展 的 关 键 掣 肘 就 在 中 间 的 运 输
环节，占据了约 30%—40% 的成本，导致
终端用氢价格偏高，且无法实现长距离
输送。“通过新型能源管输体系的构建，
可以实现这些产品的大批量输送，降低
运输成本，对推动下游大规模应用是非
常 有 意 义 的 。”上 述 不 愿 具 名 的 业 内 人
士指出。

去年以来，绿色甲醇投资火热，众多
上游企业着手布局，一大批绿色甲醇项目
加速规划、审批、备案。据《中国能源报》
记者了解，其中的很多企业对管输甲醇表
示出浓厚的兴趣，在项目选址决策中会更
多地将管输因素考虑进去，以缩短中间公
路运输的距离。

针对二氧化碳管道建设，黄维和也给
出具体发展方向：“在碳达峰前布局建设
百万吨级超临界输送二氧化碳管道示范
项目，碳达峰后以盆地为中心构建区域千
万吨级二氧化碳管道运输网络架构，碳中
和前构建区域间的干线管道，形成输送规
模达到 10 亿吨级、总里程约 6 万公里的国
家输碳管网。”

“当前应开展二氧化碳陆地、海洋管
道全相态输送技术与装备攻关研究，完善
国内管道输送技术链并推动管输行业法
规体系不断健全，助力示范工程的落地实
施。”黄维和指出。

石油、天然气之外的新型能源管输需求提升

我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管输体系我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管输体系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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