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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对 

“太阳能中温工业应用标准与规范研究”课题进行中期审查 

 

“太阳能中温工业应用标准与规范研

究”课题是由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中温集热技术与工业节能应用”项目

委员会向联盟成员单位发起号召，由 14 家联

盟成员单位共同出资，并于 2012 年 5 月启动

的联盟标准研究课题，下设装备、光学、术

语等 6项标准，并支持 2个检测中心建设。 

2012 年 6 月，各单位就项目进展提交了

中期汇报。为准确把握各课题在实验平台建

设、软件开发设计及标准文件起草等方面的

工作进展情况，调研、协调和解决各课题在

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确保课题高质

量完成，课题组邀请项目管理委员会、联盟

标准化委员会及相关行业专家，组成以中国

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

任朱俊生司长为组长的专家组，于 2012 年 7

月 9 日至 7月 12 日，对首批 4家课题承担单

位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审查。项目管理委员会

主任王如竹教授、项目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光热联盟秘书长邵继新、光热联盟副秘书长

李兴、光热联盟标准化技术专家组秘书白凤

武博士、课题负责人原郭丰博士参加了调研

与评审。 

 

图 1专家组一行在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听取南方检测中心工作汇报 

    7 月 9 日，专家组一行首先到达江苏省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江苏省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承担联盟南方检测中心建设

http://www.nafste.org/


 

 

图 2专家组一行参观江苏省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南方检测中心 

工作。课题负责人操凯部长首先介绍了课题

组围绕太阳能热利用材料、光学、集热器机

组性能测试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进展。费松主

任就课题进展进行了具体汇报，课题组在材

料性能测试方面建立了光学、材料耐候性检

测平台等设备采购和团队配置，对中温集热

器产品及中温集热器热性能检测平台所需要

的检测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调研。由于中温集

热器形式多样，我国在中高温太阳能集热器

性能测试方法及标准尚处于研究阶段，相应

的检测平台建设参考依据尚不健全。此课题

涉及太阳能中温材料、光学及集热器装备的

检测项目较多，室外测试占地面积较大，总

体经费投资额度较大，课题组下一步将通过

争取院内、省内及相关国家课题的支持，强

化经费投入，与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

进一步深入调研并提炼中温集热器特性，形

成相关材料与装备的测试方法，并逐步完善

中心建设。 

在认真听取课题组相关汇报后，专家组

一行考察了检测中心材料耐盐雾测试、紫外

线老化测试、真空管强度测试、室内太阳光

模拟器、恒温室等测试平台的建设情况。结

合课题组相关汇报和参观情况，专家组组长

朱俊生司长提出：在太阳能中温热利用及工

业化应用领域部署相关标准及测试平台研

究，以规范产业发展非常必要，通过验收延

庆 1MW 太阳能热发电站项目总结得知，虽然

市场上相关产品较少，国际市场购买难度也

较大，但是，元器件的检测必须先做起来，

比如涉及到反光镜、储热材料等元器件及材

料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需要提出一些标

准，在系统方面，可以首先做一些技术规范，

在时机成熟时逐渐上升为标准。同时，在测

试方法和平台建设中需要注重测试方法的科

学性与操作简易性等。最后，专家组建议：

选择几种具有市场前景的中温太阳能产品进

行检测方法的研究和检测平台建设，为未来

的太阳能中温热利用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鉴于本课题工作量较大，建议课题组进

一步突出重点，利用现有的实验条件和设备

开展工作，加快工作进度，进一步完善软硬

件建设，按时做好课题预期研究工作。 

    7 月 10 日上午，专家组一行走访了南京

工业大学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南京工业大

学负责本课题太阳能中温热利用蓄热材料性

能测试方法标准研究。凌祥院长首先介绍了

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主要学科 



 

发展概况，及课题组在太阳能中高温热利用、

蓄热材料等领域的科研工作及产业化工作情

况。 

 

图 3专家组一行在南京工业大学听取中温热 

利用蓄热材料性能测试方法研究工作进展汇报 

徐玲玲教授对课题组前期研究工作进行

了汇报，课题组根据储热材料特性的不同，

就金属类显热储热材料、液态显热储热材料

（以导热油为例）、非金属类显热储热材料、

氧化物类显热储热材料、潜热储热材料集中

类型进行了研究，并结合不同材料种类进行

了密度、黏度、热容、导热系数、膨胀系数

等测试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总结，编写了太阳

能中温热利用蓄热材料性能测试方法标准草

稿。课题组在课题研究中逐渐体会到，涉及

中温储热的材料类型很多，本标准涵盖的面

较宽，标准提炼难度较大，需要进一步进行

材料的提炼和测试方法的深入研究，对相关

材料测试标准进行进一步完善。 

在认真听取课题组相关汇报后，专家组

一行考察了课题组在材料物性测试平台建设

和实验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结合课题组相

关汇报和参观情况，专家组组长朱俊生司长

充分肯定了课题组的前期工作，并指出：本

标准的主要目的是测试方法研究，储热材料

很多，需要进一步充分提炼中温储热材料性

能特有的物理化学特性，抓住几个关键指标，

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措施方法可以尽量引用，

原先没有的指标及测试方法，需要根据其特

性研究并建立测试方法。比如：硅油作为化

学试剂有哪些特性，作为储热材料需要具备

哪些特有的特性。同时，需要对涉及储热材

料寿命评价的加速测试和表征进行深入研

究。 

 

图 4专家组一行参观南京工业大学 

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实验室 

最后，专家组建议课题组针对中温太阳

能热利用特点，提炼 1~2 种典型的，具有市

场应用前景的液态显热储热材料、固态显热

储热材料、固液相变储热材料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材料性能表征指标参数，进一步完善太

阳能中温热利用蓄热材料性能测试、寿命与



 

失效评价方法研究工作，并形成联盟标准草

案；鉴于本课题工作量较大，建议课题组利

用较好的实验条件和设备，进一步加快工作

进度，按时做好课题预期研究工作。 

 

图 5 专家组一行参观山东力诺新材料 

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和检测中心 

2012 年 7 月 11 日上午，专家组一行走

访了山东力诺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力诺新

材料有限公司负责本课题非跟踪型太阳能中

温集热器性能测试方法标准研究。专家组首

先考察了力诺工业园区，参观了太阳能集热

器、太阳能中高温集热管、玻璃窑炉等基础

材料和真空管生产线，及真空管热损、真空

度连续性测试、强度测试、耐盐雾等测试平

台。随后，课题负责人刘希杰高工就测试平

台建设、标准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

行了汇报。课题组在深入分析非跟踪型太阳

能中温集热器（80~160℃）特性的基础上，

咨询了北京太阳能检测中心、山东省质检院、

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研究和测试机构及相

关检测设备供应商，提出了参照 GB-T 

4271-2007 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实验方法中

闭式测试原理进行改进的测试平台基本模

式。该系统采用水作为循环工质的闭式循环，

采用 2 次加热的恒温系统，完成了主要设备

选型，测试平台温度范围达到 160℃，系统

内部承受最高压力 1.0Mpa，测试台架采用二

维跟踪系统。课题组对下一步工作进度安排

进行了介绍，课题将继续完善非跟踪型太阳

能中温集热器性能测试平台方案，与北京太

阳能检测中心合作开发相关软件测试包，建

设集热器热性能测试实验室，进行测试系统

调试及软件包的完善，并完成标准建设工作

和课题各项指标。 

 

图 6 非跟踪型中温集热器性能测试恒温系统原理 

在认真听取课题组相关汇报后，专家组

组长朱俊生司长充分肯定了课题组的前期工

作，并指出：本测试平台和测试方法参考了

GB-T 4271-2007，需要深入研究本测试平台

与GB-T 4271-2007在指标和系统结构方面的

差异，特别是作为承压系统的测试平台，需

要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王如竹教授提出：

在中温测试平台建设中，需要注意合理的测

试单元面积设计和工位预留，以保障系统的

测试精度和测试能力，建议加强与山东省质

检院的合作，提升测试平台的建设水平，并



 

有效发挥测试平台的公共服务能力。 

  最后，专家组建议课题组应充分考虑检

测平台的产品适应性和广泛性，注重与低温、

高温测试平台的衔接问题，就实验方法和测

试系统进行深入研究，为标准编制提供支撑，

按时做好课题预期研究工作。 

2012 年 7 月 12 日上午，专家组一行走

访了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皇明太阳能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本课题跟踪型太阳能中温

集热器性能测试方法标准研究。 

 

图 7 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进行工作汇报 

课题负责人赵玉磊对就测试平台建设、

标准草稿等课题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课题组在对聚光跟踪型中温集热器性能分析

和国内外测试系统调研的基础上，初步设计

了聚光跟踪型中温太阳能集热器性能测试方

案，聚光跟踪型集热器热性能测试平台拟采

用二维跟踪模式，并采用导热油恒温系统。

课题组对测试台恒温系统、跟踪平台、仪器

仪表选型等进行了调研，编制了《跟踪型太

阳能中温热器性能测试方法》（80~250℃）草

稿，结合课题组现有工作进度，对下一步工

作进行了详细部署。同时，作为聚光跟踪型

测试平台，系统运行温度较高，相关仪器仪

表选型标准更为严格，平台建设成本较高。 

在详细听取了课题组的相关汇报后，朱

俊生司长指出，在平台设计和建设中，可以

加强与检测中心和研究院所的合作，拓展测

试平台的公共服务能力，并注重和低温、高

温测试平台的衔接。王如竹教授指出，跟踪

型中温集热器主要用于工业领域的应用，在

温度及性能要求等方面与应用于太阳能热发

电的槽式集热系统有一定差别，课题组可以

根据中温集热器满足工业应用的性能特征，

进一步进行参数指标的分析与确定。最后，

专家组建议，课题组加强与国家检测中心及

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快推进标准测试方法及

平台的设计与建设，为标准制定提供支撑，

按时做好课题预期研究工作。 

结合本次走访检查情况，专家组组长朱

俊生司长最后指出：各研究单位需要加强与

相关国家检测中心合作，强化研究成果的公

共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快推进课题进展，完

成标准的起草并启动联盟内专家和企业意见

的征询工作，以保障课题按期完成。 



 

黄冈市通过太阳能光热产业发展规划 

6 月 21 日上午，黄冈市市长刘雪荣主

持召开市政府第 7 次常务会议，常务副市

长崔永辉，副市长黄祥国、张社教、詹旺

民、陈少敏，市政府党组成员高迎涛，秘

书长童德昭出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太

阳能光热产业发展规划》，该规划将于近日

正式颁布实施。 

会议认为，《规划》以黄冈市两型社会

配套改革实验区和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

会发展试验区为契机，确定以建设高水平

光热产业聚集园、光热技术创新型应用示

范及人才聚集基地为目标，对加快黄冈市

太阳能光热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该规划充分把握了国内外太阳能光热

产业发展动态，紧密结合黄冈市发展光热

产业的既有基础和发展需求，提出了太阳

能集热器生产、建筑一体化应用、太阳能

中温集热系统、太阳能热发电等发展重点，

确定的近期及中长期发展目标和产业布局

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黄冈市太阳能光热产业发展规划》

由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

委员会主任徐建中院士担任项目指导，太

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

志峰博士主要执笔，历时半年编制完成。

（湖北贵族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供稿）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标准委员会 

 

为充分调动太阳能光热利用产品专业

化生产、使用、经销、科研及管理等方面

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快太阳

能光热利用标准的制修订速度和提高标准

质量，促进我国太阳能光热利用产业健康

发展，在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指导下，2012

年7月16日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标准委员会正式成立。 

光热联盟标准委员会专家组组长由中

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

会主任朱俊生司长担任，光热联盟理事长

王志峰博士和全国太阳能标准委员会秘书

处王赓博士担任专家组副组长。光热联盟

标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在国家有关方

针政策指导和光热联盟理事会的领导下，

提出太阳能光热利用技术标准化工作方针

http://www.hbguizu.com.cn/


 

政策和技术措施的建议；负责光热联盟标

准的建议收集、标准立项、组建标准起草

组；负责光热联盟标准的复审和修改，提

出确认、修改后确认、修订或废止的意见，

以及上报审批工作；委托负责光热联盟标

准的解释，负责组织标准的宣讲、培训，

推动标准的实施；受有关部门或企业委托

负责太阳能光热利用产品质量标准水平的

评价和认可工作等事宜。 

此次受聘的 27 名标准委员会专家由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颁发聘

书。日前，标委会专家组秘书处已起草完

成了《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标准管理暂行办法》，《太阳能光热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标准化技术专家组管理办

法（暂行）》和《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标准化技术专家组秘书工作细则

（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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