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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光热联盟”全体成员视频会议日前召开 

 

6月3日下午15时，科技部太阳能光热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光热联盟”）全体

成员视频会议在全国范围内召开。此次会议公布

了新申请入盟成员的表决结果，通报了“光热联

盟”组织申报科技部支撑项目和863项目的进展

情况，还讨论了为内蒙50MW电站构建产品供应链

的相关问题。 

    会议由联盟秘书长邵继新在设于兰州理工

大学的兰州分会场主持，联盟理事长王志峰博士

在设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的北京主会场作

了重点发言。联盟成员单位及秘书处工作人员等

多人就近参加了视频会议。 

    会议在秘书长邵继新的宣布声中开幕。各分

会场分别介绍参会人员到会情况后，秘书长邵继

新公布了近期新申请入盟成员的表决结果，并代

表联盟欢迎5家企业加入联盟。此外，还简要介

绍了近期联盟管理工作、联盟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等。据悉，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

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航空港通用设备

有限公司、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杭

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均获得了超过

80%的赞成票，据联盟协议章程，5家公司均通过

了评审而成为联盟成员。截至目前，“光热联盟”

成员达到41家，其中企业19家、高校14所、研究

所8所。 

    会上，理事长王志峰博士简要介绍了联盟近

期的重点工作，明确了2010年乃至2015年的工作

任务和目标。他详细介绍了“光热联盟”申报科

技部支撑项目、863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对联盟

参与内蒙古50MW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站的招标、建

设工作进行了建议安排。 

    863项目拟定目标是研究开发槽式真空管生

产工艺、研制低成本槽式聚光器并建立一个采光

面积大约为1万平方米的槽式集热场。通过这个

项目，一要产生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槽式真空

管；二要掌握槽式聚光器和系统的设计技术。针

对项目的经费来源、资金匹配问题、项目的申请

准备等诸多事项，王志峰博士提出了一些设想。

此会一则及时向成员单位通报项目申报的相关

信息，另一方面联盟将有序组织成员申请项目。  

    就“太阳能储热技术研究及大规模应用”项

目（科技部支撑项目），王志峰博士主要在项目

拟解决问题及研究方向上强调了3点：1、对太阳

能储热技术进行广泛的探索研究，包括储热材

料、储热容器、换热器及供热系统；2、以太阳

能热水器为建筑大规模供暖为背景，以长周期、

大规模的储热技术为研究和示范重点。3、同时

注重太阳能分布式供热系统技术。王志峰博士还

提请各单位提早准备，尤其是大型太阳能热力站

要注意及时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协调沟通。     

针对内蒙古50MW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站的招

标和建设，王志峰博士建议“光热联盟”积极参

与工程总包、成套设备供应，逐步构建联盟在太

阳能热发电领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在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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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上，各有关单位介绍了自己的技术和产

品，包括玻璃反射镜、槽式真空管、槽式聚光器、

储热换热器、锅炉、小型汽轮机和全场DCS等。

通过了解，内蒙电站所用设备本联盟内企业均可

提供，并且所有设备和材料均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王志峰博士提出，联盟秘书处将组织一个成

套设备的清单，包括对联盟内企业可提供产品的

性能、成本和价格等方面的描述，提供给未来的

EPC进行选择，通过这样的组织，有利于联盟企

业间通过互助将产品推向市场，加快我国太阳能

热发电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附：未参加本次视频会议的成员单位名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交大国家绿色镀膜工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行业动态 

太阳能热发电将掀新一波投资潮 

 

编者按 

在形式多样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太阳能热发

电鲜为人知。目前，很多人并不了解太阳能热发

电项目，这其中不乏能源界专家与官员。据记者

了解，太阳能热发电在国外已经有近 20 年商业

运行经验，但在国内尚属空白。太阳能热发电发

展前景如何？日前，记者采访了在这个领域从事

多年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传热强化与过程节能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传热与能源利用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主任马重芳教授。 

“中国在新能源产业可能会有一个戏剧性

的发展。”北京工业大学传热强化与过程节能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及传热与能源利用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主任马重芳教授发出这样的感慨。马教授

认为，目前，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都已经形成了

较大的规模，其发展上已经尘埃落定。与此不同

的是，同是太阳能利用，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太

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落成。尽管如此，几个与之

相关的迹象仍应该引起关注。一个是 2009 年 7

月 24 日，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人民日报》

发表了题为《五项新能源技术特别值得关注》的 

 

报告，报告中提到五项值得特别关注的新能源技

术，其中将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列在首位；第二个

是 2009 年 7 月，以德国企业为主的 12 家大型

公司在德国慕尼黑签署备忘录，计划投资 4000

亿欧元，在撒哈拉沙漠建设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

发电项目（2亿千瓦）。该计划将于 2020 年实行

并网发电。届时将通过新型高压电网从撒哈拉沙

漠向欧洲输送电力，从而满足欧洲 15％的电力

需求。  

从各方来看，太阳能热发电正在受到国内、

外前所未有的重视。太阳能热发电必将迎来快速

发展阶段。 

太阳能光热技术适合中国 

“只要把全世界的沙漠地带用上 1%，就可

以解决全球的电力需求。”马重芳指出发展太阳

能热发电产业意义重大。 

当前，国际上，太阳能热发电电站主要以集

中式的大型电站为主。但是，“未来太阳能热电

联供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方向。”马教授说，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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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热发电与其他形式的能量不同，它不仅可以发

电，还可以为人们供热，热能的利用将大大提高

太阳能的利用效率。在撒哈拉大沙漠可能不需要

太阳提供热能，只需要利用其丰富的阳光资源进

行发电，但是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如果采用太阳

能热电联供方式，同时提供热能与电能，对当地

的居民将更加有意义。“比如西藏地区，由于气

候寒冷，当地居民不仅需要供电，还需要供热。” 

目前，在全球已经有 73.6 万千瓦太阳能热

发电的应用。主要分布在美国、西班牙、伊朗等。

太阳能热发电在建项目有 208 万千瓦，计划建的

有 1756.6 万千瓦。今年 5、6 月份中国也将会在

内蒙古进行第一个国内太阳能热发电项目的招

标。 

“尽管太阳能热发电在中国刚刚起步，发展

也落后国外十几年，但可以预见，太阳能热发电

产业要真正发展起来非中国莫属。”马教授肯定

地说，“首先，中国是一个能源非常紧张的国家，

对能源的需求和改善有很强地迫切性。其次，中

国有大片的沙漠、半沙漠区域地带可以为这个产

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世

界上也只有中国才能把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发

挥极致，这些都是太阳能热发电大发展的必要条

件。” 

一个产业的崛起，首先是成本的降低。适用

于太阳能热发电的土地成本的廉价性将直接降

低这个产业的生产成本。在中国，内蒙古、甘肃

等沙漠地带的土地，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投资价

值，却为太阳能热发电的推行提供了很好的发展

空间。所以，太阳能热发电在中国是最有可能发

展起来的。 

“在一些土地资源紧张的地方，太阳能热电

联供也仍然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在东部沿海地

带，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发达，太阳能热电联动可

以使其整个产业得到升级。”马教授说。 

储能的解决是其最大优势 

目前，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储能技术一直是

急需解决的问题。风电、光伏的储存从来都是其

并网的最大障碍。但是，太阳能光热发电却已经

拥有很成熟的储能技术解决方案。这也是未来太

阳能热发电有望赶超其他能源方式的最大优势。 

“太阳能热发电不是储存电，而是储存热

能，这是一个最大的优势。”马教授说。 

“蓄能问题是新能源的最大问题，太阳能热

发电能够做到低成本大规模储存能量。”马教授

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储能的重要。其实，美国

提出智能电网，最关键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能量

储存。如风力、太阳能、生物质都存在如何储能

的问题。电能的储存做到几十、几百千瓦还可以

达到，很难想象可以做到大规模的。否则，其储

电成本将会极高，寿命也不会很长。太阳能热发

电则是将热能储存起来，到需要的时候可以提供

电力。 

采用储热技术可以实现大规模太阳能热发

电站的储能问题。如西班牙的一个 5万千瓦槽式

太阳能热发电站，只用了两个高 14 米、直径达

35 米长的罐子储存了近 3 万吨熔盐，就可以保

证温度达到 500 度以上，而 500 度的温度就非常

容易转化为电能。西班牙、美国等在建的太阳能

热电站中相当一部分均采用熔盐进行蓄热。根据

国外的研究表明，采用蓄热技术后不仅可以使电

站为电网输送稳定的高品质电能，而且能够显著

降低单位发电量成本。任何发电方式成本都应该

分发电设备成本与储能设备成本。所以光热发电

与其他方式对比后，太阳能热发电成本与效率更

具发展优势。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自主研发掌握的熔盐

蓄热技术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马教授说，在

北京工业大学的能源实验室里，熔盐蓄热技术已

经突破，并且已经具备了产业化的条件。 

“我们对熔盐的组分进行了 80 多种的配

方。并对它的高温的热物理性质，比热、熔点、

导热系数、粘度等性质都做了实验的测定，进行

了蓄热熔盐配方的优选。由于这些测定的难度很

大，目前在国际上都没有相关的数据，而我们已

经全部掌握了，并很精确地得出主要参数。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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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在 400-500 度，熔盐流动的传热系数，用什

么样的泵去传输它，怎样防止熔岩的固化，熔盐

的传热系数与其它的液体的传热系数的关联，这

些工作在国际上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们

正在针对不同的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和形式，开发

不同的混合熔盐。”相关数据一经发表，就引起

了国内、外的重视，国外及台湾清华大学专家就

曾多次就此研究专程到北京工业大学访问。  

目前，熔盐传热蓄热设备已经完全可以国产

化，为产业规模发展打好了基础。这也是太阳能

热发电的最大优势。  

谁将掘起第一桶金？ 

目前，我国对风电上网实行了风电标杆电

价，光伏也有着大手笔的“金太阳”补贴，而据

记者了解，尽管同属太阳能利用，但太阳能热发

电并不在“金太阳”补贴范围之内，这成为我国

发展这个项目的最大障碍。“收购性的补贴对于

这个行业还是杯水车薪，必须要有更大的资金投

入，才能加快这个行业的发展。”马教授呼吁说。 

“太阳能热发电核心技术是成熟的，中国的

太阳能热发电正在往前追。”马教授说。 

据了解，目前，太阳能热发电普遍采用槽式、

塔式、碟式、线性条形等四种方式。美国于二十

年前建造了 9 个槽式太阳能热发电商业化电站，

迄今发电总容量为 354MW，到 2006 年为止，该

电站已成功运行 17 年，累计发电 15×109KWh，

售电收入 20 亿美元，回收全部投资后还获利 8

亿美元。 碟式系统在德国、美国、日本等国都

有示范电站，而且运行良好，有 7 万多小时的连

续成功运行经验。2007 年、2009 年西班牙 11

兆瓦PS10和20MWPS20塔式太阳能电站相继建成

并开始供电，同时在西班牙 4 个 5 万千瓦的槽式

太阳能热发电电站也相继建成并网发电。 

现在，用“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容当前中国

太阳能热发电市场尤为贴切。一些敏感的、聪明

的企业家已经将投资目光转向这个行业，这有可

能带动整个国内太阳能市场结构一个大的改变。

目前，包括华电在内的眼光敏锐的几大电力企业

已经悄然开始选址试点建设太阳能热发电工程。 

马教授表示，随着投产规模的增加，太阳能

热发电成本将得到快速降低。未来，在太阳能利

用方式上，太阳能热发电将与光伏并行发展，并

将在中国迎来一个飞速发展期。他预测，未来

2-3 年，太阳能热发电发展整个行业即可实现质

的飞跃。 

一场类似与争抢“上马多晶硅项目”的投资

一触即发。谁将是掘起太阳能热发电第一桶金的

人，我们拭目以待。（2010-5-13 摘自 中国能源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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