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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单位联合编

制的《中国太阳能热发电行业蓝皮

书2024》（以下简称“《蓝皮书》”）对

外发布。《蓝皮书》主编、中国科学

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王志峰表示，

目前，光热发电与光伏、风电等其

他可再生能源结合日益紧密，形成

了多能互补的能源供应模式。随

着太阳能热发电装机规模的日益

增大，光热发电独有的清洁、稳定

特性将逐步显现。

政策助推产业规模化

《蓝皮书》显示，截至2024年

年底，我国建成光热发电累计装

机容量 838.2MW（兆瓦），在全球

占比提升至10.6%。目前我国在

建光热发电项目34个，总装机容

量 3300MW；规划光热发电项目

37个，总装机容量约4800MW。

根据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统计，在我国

光热发电累计装机中，熔融盐塔

式（塔式）约占 57.4%，导热油槽

式（槽式）约占 22.7%，熔融盐线

性 菲 涅 尔 式（线 菲 式）约 占

19.9%，超 临 界 二 氧 化 碳 约 占

0.02%。

为推动我国光热发电技术

产业化发展，国家能源局2016年

启动首批 20个光热发电示范项

目，装机规模总量达 134.9 万千

瓦，开启了我国光热发电的商业

化进程。2023年，国家能源局出

台《关于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发

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力争

‘十四五’期间全国光热发电每

年新增开工规模达到300万千瓦

左右”。自 2025年 1月 1日起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

明确：“积极发展光热发电”，为

光热发电持续发展奠定根基。

“在光热发电的初期阶段，

国家政策扶持对推动行业降本

增效和规模化发展至关重要。

尤其是《关于推动光热发电规模

化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出

台，这是光热发电走向规模化发

展的一个重要信号。”国家太阳

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秘书长杜凤丽表示，光热发电是

绿色低碳的电网友好型电源，兼

具调峰电源和储能的双重功能，

是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传统能

源的有效手段，为加快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提供有效支撑。

技术创新实现突破

光热发电是保障能源安全

的有效技术。近年来，光热发电

技术进步迅猛，有望成为主力能

源之一。

《蓝皮书》显示，2024 年，全

球首座超临界二氧化碳光热发

电机组成功研制并投入运行，标

志着中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

术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此外，我国在熔融盐储热技术、

高效聚光吸热系统等方面取得

了多项创新成果；建成国内首个

大开口槽熔盐槽式集热器试验

回路，全产业链各关键材料设备

实现自主化。

据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粗略统计，2024
年，我国已发布或制修订中的光

热发电相关行业标准约 30 项。

截至2024年年底，该联盟已发布

联盟标准 21项。其中，《抛物面

槽式太阳能集热管热损系数测

试方法》升级到国家标准，已完

成征求意见。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

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杜

凤丽表示，当前，光热发电正处

于规模化发展和技术快速进步

阶段，随着规模化成本降低和发

电效率提高，熔融盐储能光热发

电的度电成本将进一步下降，预

计到2026年，塔式光热电站的度

电成本可进一步降低至 0.5287-
0.5312元/kWh，行业投资经济性

将大幅提高。

《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光

热发电产业链单位约 44 万家。

其中，国有企业约 1.4万家，民营

企业约 42.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

约 3000家，小微企业 2.35万家；

拥有太阳能热发电相关专利信

息单位约1.68万家。

仍面临诸多挑战

目前，我国光热发电仍处于

发展初期，行业面临着诸多挑

战，包括产业快速发展，成本快

速下降，但与光伏风电比依然较

高；产业链配套齐全，但电站项

目少，拉动强度不足；光热调峰

启动，但机组容量小，不足以体

现光热的价值。

如何推动我国光热发电规

模化发展？

《蓝皮书》建议，研究制定

“去补贴—市场化发展”过渡期

间的光热发电两部制电价和容

量电价，为光热发电投资提供一

定程度稳定的预期和收入来源，

提高光热发电项目投资的积极

性，确保光热发电行业持续健康

运行。同时，开展光热发电对电

网区域支撑能力的研究，以项目

数据验证光热发电的实际调节

作用和系统支撑能力。

《蓝皮书》同时建议加紧部

署前沿颠覆性技术研究，支持光

热发电新技术研发和新技术示

范工程；不断总结现有商业化光

热电站的经验，进行技术创新，

降低成本。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
近日，车百智库发布最新调

研报告《破解汽车动力电池

回收难的建议》（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新能源汽车

的蓬勃发展直接推动了动力

电池需求的增长，我国动力

电 池 装 车 量 从 2019 年 的

62.2GWh 增加至 2024 年的

548.4GWh，年均复合增长率

高达 54.6%。与此同时，我

国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

退役阶段，预计到 2030年退

役量或将超过250GWh。
截至 2024年年底，我国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

3140 万辆 ，占汽车总量的

8.9% ；销 量 从 2019 年 的

120.6万辆增加至 2024年的

1286.6 万辆，年均复合增长

率高达 60.6%，市场渗透率

达到 40.9%。随着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大量

动力电池也即将迎来退役

潮。

《报告》认为，随着我国

汽车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

化退役阶段，完善回收利用

体系已迫在眉睫。

《报告》提出，我国动力

电池回收市场存在无序竞

争、乱象丛生现象，梯次利用

面临标准缺失、监管不足等

挑战，导致发展应用受限；此

外还存在磷酸铁锂电池再生

经济性仍需改善，动力电池

回收部分关键技术亟需突破

与提升，再生材料认证与碳

足迹核算标准缺失，国际合

作互认仍需推进，出口海外

的动力电池退役回收难、资

源外流风险加剧等问题。

其中，在梯次利用面临

标准缺失、监管不足等挑战

导致发展应用受限方面，《报

告》指出，当前，我国动力电池

梯次利用模式仍处于探索阶

段，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

现有梯次利用标准主要聚焦于

产品与企业管理，但在应用场

景规范、安全性评估等方面尚

存空白，制约了行业规模化发

展。另一方面，梯次利用市场

缺乏有效监管，经营主体良莠

不齐，重组后的梯次电池质量

难以保障，且多次产权转移导

致溯源困难，进一步加大了

监管难度。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

收行业正在快速成长，一些

企业已经实现了商业闭环。”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张永伟表示，动

力电池回收行业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可行的商业模式与政

策的支持。

本报讯 近日，中原石油工程

公司乌干达项目1503队在钻井施

工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应用套

管钻井技术，大幅度提升了钻井

作业效率，有效降低了施工风险。

套管钻井技术摒弃了传统的

钻杆、钻铤作业模式，采用套管直

接对钻头施加扭矩和钻压，实现

钻头的稳定旋转与高效钻井。这

一创新不仅极大地减少了起下钻

过程中的时间损耗，还显著降低

了井喷、卡钻等意外事故的发生

概率，切实保障了钻井作业的安

全性。

此次中原石油工程公司在乌

干达海外市场首次实施套管钻井

工序，对于乌干达项目 1503队而

言，既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也是一

次彰显实力的机遇。在新工艺实

施关键阶段，1503队多措并举，全

力保障技术落地。1503队对现场

设备展开全面“体检”，针对钻机

动力系统，工作人员深入检查发

动机性能，细致排查燃油供应系

统，确保动力输出稳定可靠，为钻

机持续高效运转提供坚实动力。

在提升系统方面，1503队严格检

测绞车制动装置，密切关注钢丝

绳磨损状况，全力保障起下套管

作业安全。同时，对顶驱系统进

行精确调试，并提前更换密封垫，

使其时刻保持最佳运行状态。在

套管质量把控上，现场套管队严

格依照标准执行检测流程，对套

管本体、丝扣等关键环节进行严

格检查，选用完全符合施工要求

的套管，并且同步维护检修 CRT
等关键设备，为施工质量提供了

有力支撑。

此次乌干达项目1503队套管

钻井技术的成功应用，为乌干达

整个钻井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项

目的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杨红苏 隋炯 王长洲

我国石油套管钻井技术在乌干达首次实施

北京大学联合中国科

学院大学、英国卡迪夫大

学等机构历时 10 年研发

了一种新型的铂-铱双金

属催化剂，成功破解了传

统乙醇制氢的技术瓶颈。

通过此催化剂，在仅 270

摄氏度条件下，就可将农

林废弃物转化的生物乙醇

与水分子反应直接转化为

清洁氢气，实现高产率氢

气生产。这项突破性成果

2月14日发表于国际学术

期刊《科学》。图为 2月13

日，研究团队成员在实验

室进行制氢反应评价工

作。 新华社发

动力电池迎来退役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