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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个兆瓦级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在北京八达岭建成

 12日，中央媒体记者一行驱车来到位于北京西北75公里的八达岭长城脚下时，一座白色太阳能吸热塔高耸在蓝天白
云间，地面上100面定日镜组成的聚光岛在四周初雪的映衬下熠熠生辉。

 6年前，这里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郊风口地带；6年后，亚洲首个兆瓦级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中科院八达岭太阳
能热发电实验电站拔地而起。

 “项目的实施使我国掌握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太阳能塔式热发电技术，使我国太阳能热发电技术步入世界先
进行列。”科技部专家组在此对863“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及系统示范”重点项目验收时如是评价。

 “6年奋战，项目经历了从材料到系统集成的太阳能热发电完整技术链，从而拉动了我国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体
系和产业体系的建设。”中科院电工所副所长张福宽说。

 据中科院电工所研究员、项目负责人王志峰介绍，太阳能热发电指将太阳能转换为热能，通过热功转换过程发电。
太阳能热发电系统一般包括集热器、储热器和发电等部分。其特点是带储热可连续发电、可与火力电站混合运行。

 “八达岭太阳能热发电实验电站是我国、也是亚洲首个兆瓦级太阳能塔式热发电站，包括高约120米的吸热塔、1万
平方米的定日镜、吸热和储热系统、全场控制和发电等单元。目前，已实现1．5兆瓦的汽轮发电机稳定发电运行。”
王志峰说。

 电站负责人马广成告诉记者，按照延庆县八达岭镇当地的太阳辐射资源计算，电站的年发电量约195万度。相较传
统的火力电站，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663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336．6吨，二氧化硫17．5吨，粉尘颗粒136．3吨。

 王志峰表示，由于吸热器过温保护和能量时空分布调制等核心技术的突破，整个光热系统高效耦合，项目首次实现
了单台吸热器直接产生过热蒸汽。国际上多采用双台吸热器，不少国家进行单台吸热器直接产生过热蒸汽的尝试均未
取得成功。

 作为一个从2006年立项时就高度强调“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项目，中科院的研究团队和负责定日镜研制的皇明太阳
能股份有限公司等共11家单位通力协作，攻克难关。

 “中国人从来没作过定日镜，刚开始做出来的镜子一遇风就野鸭子一样乱拍翅膀，现在八达岭的六、七级风下偏转
也不超过0．1度。我们的定日镜精度高、重量轻、电耗低、安装快，100平方米的镜子两个员工最多两天就能安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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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副部长于家伍说。

 此外，随着电站工程顺利推进，项目组还完成了《聚光型太阳能热发电术语》编制，并于2011年7月出版。这是国
际上第一部太阳能热发电标准。

 “国家发改委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将太阳能热发电集热系统放在新能源鼓励类的首位。这使我们对项目的
应用前景充满信心。”王志峰说。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余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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