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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科技部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接纳第四批新成员

  根据科技部关于深入推动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发展的指示精神，太阳能光热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通过梳理技术链，对照制

定的“十二五”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发展路线

图，以凸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为目标，从自

身的薄弱环节入手，通过吸收新成员以达到

完善联盟技术链并构建产业链的目的。 

联盟秘书处从建立技术质量标准与配齐

上下游产业链入手，筛选了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南京科远

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五星太阳能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精诚彩龙钢结构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湖北贵族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康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共七家新申

请入盟单位提交理事会进行全体无记名投票

表决。经统计，七家新入盟单位获赞成票均

超过有效投票总数的80%，根据联盟章程，符

合入盟要求。值此，光热联盟向新入盟单位

表示祝贺！ 

截至目前，科技部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共拥有53家成员单位，这标志

着联盟在建立太阳能热利用行业技术标准、

开展跨领域合作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将有力

地推动产业技术的进步。 

                    编辑：联盟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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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太阳能热发电首部国家标准即将颁布 

 

2010年12月23日，全国太阳能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国家标准《太阳能热发

电术语》（以下简称标准）审定会。主任委

员朱俊生担任审定组组长。审定组由来自高

校、研究所和企业的14位专家组成。评审专

家一致通过将《太阳能热发电术语》标准作

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标准根据国内外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和市

场发展的需要，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

出立项。在科技部“十一五”863计划、973

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支持下，

标准起草组自2008年起对国内外太阳能热发

电技术术语和定义标准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广

泛调研、收集整理、认真分析、反复研讨和

广泛征求意见。 

标准作为我国第一项太阳能热发电方面

的国家标准，学科内容涉及气象、天文、热

工、光学、材料、机械、化学化工、气动力

学、控制、电力电子、电气、环境保护和标 

准化等方面，在尚无相应的国际标准可供参

考，编制难度极大的情况下，以中国科学院 

 

 

 

电工研究所为第一起草单位，联合14家相关 

单位组成起草组，一方面与国内外各方面专

家研究讨论，一方面针对性地布置了一系列

理论和实验研究。尤其是对太阳能热发电技

术的重点内容如聚光器性能评价、各种吸热

器性能评价、太阳能储热技术及太阳能热发

电站热力仿真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实验工作。国际上几位著名的太阳能热发电

专家也参与了讨论。从2008年开始收集整理

资料和进行一系列研究，到2010年12月23日

通过标准审定，起草组先后召开了6次会议，

经过草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等前后8次修

正，经过近3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形成标准文

本。标准共收录了太阳能热发电术语140余

条。审定委员会认为：该标准内容全面、系

统，具有原创新，在国际上尚属首例。 

标准是太阳能热发电技术领域的基础标

准，是以后相关技术标准的基础，属“标准

的标准”， 其颁布实施将对我国太阳能热发

电技术和产业发展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 

                编辑：白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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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天威10MW太阳能热发电试验示范项目开工 

 
2010年12月28日，中国首座兆瓦级太阳

能热发电试验示范项目—大唐天威（甘肃矿

区）10MW太阳能热发电试验示范项目在甘肃

举行开工奠基仪式，标志着中国在太阳能热

发电领域翻开了实际应用的新篇章。本项目

光场规模为10MW，场址位于甘肃矿区大唐803

电厂。项目占地300亩，总投资3亿元，一期

计划2011年10月竣工。该试验示范项目以光

煤混合发电的方式，通过利用太阳能资源来

补充发电，可有效减少原火电机组煤耗量，

降低污染排放，实现连续稳定发电。项目运

行后每年将可节约标煤11785吨，可减排二氧

化硫33.64吨、减排烟尘2.081吨、减排氮氧

化物38.31吨。邵继新秘书长代表科技部太阳

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出席开工奠基

仪式。 

目前，为实现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

的目标，能源科技的创新与进步比任何时候

都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太阳能热发电技术

由于具有储热系统可长周期稳定发电，和现

有的常规能源发电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在大

容量下更具有低成本的优势，因此具备作为

基础电力负荷的能力，该技术的发展将对我

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太

阳能热发电涉及领域广泛，产业创新带动作

用强，可拉动一批节能环保型产业的发展，

符合国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要求，具 

有巨大的可持续发展优势。我国在太阳能热 

 

 

 

 

发电原材料、关键器件、重大装备等方面已

经初步形成了产业化生产能力，部分器件已

出口进入国际市场，但系统集成和系统应用

技术还需要我们通过试验示范项目来亲身实

践和掌握，还需要政府、投资商、研发机构

的联合推动，这样才能保证太阳能热发电行

业能够健康、快速发展。大唐天威（甘肃矿

区）10MW太阳能热发电试验示范项目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平台将在我国太阳能

热发电行业的科学研究、关键技术掌握、系

统集成和大规模商业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科

技部首批批准的试点联盟之一，是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重要产业是联盟构建的主要方向。为

了加快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发展，着力构建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技术创新链，光热

联盟由近 50家国内知名的产、学、研机构构

成。作为光热联盟的重要成员，天威集团和

大唐集团围绕产业技术创新开展集成创新，

积极参与，首当其冲，以此推动产业技术进

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我国太阳能热

发电产业的发展开了好头。太阳能光热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支持

这一创新平台的建设，共同为我国太阳能热

发电产业夯实基础、支撑发展。 

                    编辑：联盟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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