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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和“光热+”项目设计分享

汇报人： 黎建锋

时 间： 2024.09

地 点： 甘肃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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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开发的主要影响因素

发展阶段 特点描述 主要影响因素

6 季节性电力过剩开始出现，并在非电行业得到应用；季节性储能以及电制其
他燃料 系统用能负荷需求约束

5 结构性过剩开始出现。其他行业的电气化应用变得重要 系统电力负荷需求约束

4 系统的稳定性变得重要。在某些时段，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的出力占需求的比
例达到显著的水平，电压和调频的重要性开始显现。

系统的调频调压性能、系统安全稳定性要求、系统抵抗
扰动的能力

3 随着电力平衡的剧烈波动，灵活性的重要性开始显现 系统调峰能力、爬坡能力、快速启停能力、跨省跨区互
济能力、重要断面输电能力

2 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的容量规模对系统运行有所影响 局部输电线路容量限值

1 从全系统角度来看，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容量对系统基本无影响 无

IEA界定的波动性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6个阶段

随着风电、光伏开发规模的提高，影响消纳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将由相应政策机制激励下的系统灵活
性（调峰、爬坡、启停、跨区互济、输电网架）向系统安全稳定性转变。在“十四五”期间，西北电网新能
源开发规模处于第3-4阶段，系统的调峰能力、跨区跨省互济能力、重要断面输电能力及相关电力市场政策
机制引导是影响消纳水平的主要因素。

十四五

十二五

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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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面临多时间尺度的不平衡问题

季节性不平衡问题：
冬季负荷需求大，同时新能源小发叠加枯水期的季节性缺电问题；
春秋季新能源大发，系统负荷需求偏小的季节性多电问题；
汛期水电大发导致的可再生电量季节性多电问题。

连续极端天气不平衡问题：
夏季连续高温，空调负荷带来的连续大负荷，叠加风电连续小发带来的多日缺电问题；
连续雨雪天、阴天，新能源电量不足导致的多日缺电问题；
连续晴天、大风天导致的多日多电问题。

日内调峰问题：
晚高峰，光伏没有出力，风电出力偏小时的高峰时段缺电问题；
后夜风电大发或正午光伏大发，负荷偏小的低谷时段弃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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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侧

电网侧 加强电网薄弱环节；增加跨省跨区网络互济能力；增强电力调度的灵活性，
加强区域资源调剂优化。

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鼓励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用户侧储能等措施参与
调峰，推动电能替代。

电源侧 水电、抽蓄、燃气电站、蓄能措施、光热电站，火电灵活性改造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电力持续可靠供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和智慧能源技术，在传统电力系统基础上，增强灵活性和柔性，提高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现多能互补、

源网荷储高效协同，有效平衡新能源的波动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实现智慧友好接入。

新型电力系统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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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系统运行工况，光热电站可选择降出力调峰、启停

调峰、跨日平移调峰三种调峰方式。

光场

热罐

冷罐

油盐

换热器

过热器

蒸发器

预热器

再热器

膨胀油箱

辅燃锅炉

（可选）

汽轮机

发电机

凝汽器

给水加

热器

除氧器

塔式

槽式

光热电站调峰

优势：
 光热电站没有燃煤机组锅炉稳燃的要求，调峰深

度更深，可达80%；
 光热机组调峰能力的爬坡速度比常规火电机组更

快；

 与常规火电相比，光热电站启动时间短，启动仅
耗费少量热量及电量，启停成本更低。

劣势：
 光热电站受太阳直辐射量要求，建设地区受限；
 相比其他能源形式，光热电站系统集成度高，技

术复杂，现阶段光热电站建设成本较高。

电源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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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电力保障性电源，配置应急燃气锅炉可全容量替代火电

2 作为自带调节性新能源，实现以新能源促进新能源消纳

3 作为清洁低碳型新能源，可以促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优化

光热电站技术优势

电力电量平衡方面
 光热电站本身也属于限能电站，增加应急燃气锅炉后，可以应对连续阴天等极端天气

，提高保证出力，减少资源约束导致的发电受限，实现全容量替代燃煤火电装机。

 光热电站可以做到像气电一样的启停调峰，汽轮机的启动时间仅60min-80min，仅为

常规煤电机组的1/4左右，连续发电的最小出力可以降至20%以下。

 太阳能发电装机中建设一定比例的光热电站，不仅可以减少常规调节电源的配置规模

，还可以有效增加可再生发电量占比，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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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旋转惯量电源，可提高交流电网频率稳定性

2 作为电压支撑电源，可有效抑制新能源暂态过电压

3 作为同步发电机电源，可提高交流电网功角稳定性

光热电站技术优势

电网稳定运行方面
 光热电站并网元件为常规同步机组，可为系统提供旋转惯量，同时由于装设自动发电

控制系统（AGC），可以参与电网一次调频和二次调频，迅速响应电网负荷需求。

 光热电站完全是一个发新能源的传统发电机组，可为系统提供短路容量，在发出有功

的同时，还可以根据需要调节无功输出，具备电压支撑能力。

 光热电站聚合了新能源和传统汽轮发电机，由于不具有常规火电锅炉燃烧环节，气门

关停开启方便，调节速度更快，可以快速响应系统中出现的大小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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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一：不考虑补燃

光热方案

光伏+储能+调相机方案

光热：10万千瓦（储热8h）

光伏：14万千瓦

储能：10万千瓦（储能8h）

分布式调相机：10万千瓦

储能容量相同

VS

光热与光伏+储能对比方案

光伏+抽蓄方案

光伏：14万千瓦

抽蓄：10万千瓦（储能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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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二：考虑补燃

光热+补燃方案

光伏+储能+调相机+气电方案

光热：10万千瓦（储热4h）
+2万千瓦补燃锅炉

光伏：14万千瓦

储能：10万千瓦（储能4h）

分布式调相机：10万千瓦

电网支撑相同

VS

气电：10万千瓦

光热与光伏+储能对比方案

光伏+抽蓄+气电方案

光伏：14万千瓦

气电：10万千瓦

抽蓄：10万千瓦（储能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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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光热+”发电方案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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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0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

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号)。文件提出，新增海上风电和光热项目不

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按规定完成核准（备案）并于2021年12月31日前全部机组完成

并网的存量海上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按相应价格政策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

 2021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关于《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积

极发展太阳能光热发电，推动建立光热发电与光伏发电、风电互补调节的风光热综合可再

生能源发电基地。加快新型储能示范推广应用，到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

千瓦以上。

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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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光热电站集热和储热容量，通过电热储能装置，进一步提高项目向下调峰能力；

 极端天气下，通过光热电站跨日调节作用，提高项目向上调节能力；

 通过配置一定容量的光伏（风电），拉低综合电价水平，目标是提供电网相对友好的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电量；

 示范项目打造统一电价，不高于项目地（如甘肃省）火电基准电价。

总电量×基准电价 =  光热发电量×光热成本电价 + 光伏发电量×光伏成本电价 （+风电发电量×风电成本电价）

                 =  光热容量×发电小时数×光热成本电价 + 光伏容量×发电小时数×光伏成本电价（+风电容量×发电小时数×

                    风电成本电价）

研究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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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加热器

光伏部分 光热部分

镜场

储热及蒸发系统

光伏弃电

汽轮机

光伏部分
光热部分

项目整体出力

甘肃负荷特性

以相关性分析方法为基础，选取项目所在地全年每小时的

气象站的太阳辐射度数据，分析光热、光伏部分出力特性

与互补特性,并结合当地的负荷数据进行负荷匹配度分析,

以负荷相关性作为衡量指标。

负荷相关性越强,说明总出力与负荷的匹配能力也越强，项

目的电网友好性也就越强。

场景1：600MW光伏

场景2：600MW光伏+60MW/120MWh电化学储能

场景3：600MW光伏+120MW/240MWh电化学储能

场景4：600MW光伏+120MW/480MWh电化学储能

场景5：600MW光伏+100MW光热+8小时储热（含

40MW电加热装置）

电网友好性分析-光热+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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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负荷相关性为指标，配置100MW、8h光热储能电站方案的电网友好性将优于光伏配置10%-2h、20%-2h、20%-4h电化学储能

的方案。

（2）熔盐储热系统，由于聚光集热系统、储热部分、配套电加热造价较高，配套光热的方案平准化发电成本明显高于光伏及光

伏+电化学储能（10%-2h、20%-2h）的平准化发电成本。

（3）当新能源建设配套电化学储能规模较大（20%-4h）的情况下，光伏配置电化学储能的平准化发电成本0.3042与配置熔盐储

热系统（光热电站）的平准化发电成本0.3071基本相当。

（4）而当新能源建设配套电化学储能规模很大（超过4h）的情况下，配置熔盐储热系统（光热电站）将更具有竞争优势。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场景4 场景5

光伏装机（万
千瓦）

60 60 60 60 60

光热装机（万
千瓦）

/ / / / 10

储能容量（万
千瓦/时长）

/ 6（2h） 12（2h） 12（4h） /

与负荷相关系
数

0.118 0.122 0.139 0.157 0.192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场景4 场景5

项目静态总投
资（万元）

253260 272460 291660 330060 442425

年发电量

（万kWh）
136142 136142 136142 136142 152826

年发电利用小
时数（h） 1786.7 1786.7 1786.7 1786.7

光伏1786.7+

光热2230

综合发电成本

（元/kWh）
0.2199 0.2443 0.2654 0.3042 0.3071

电网友好性分析-光热+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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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友好性分析-光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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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光伏在午间大发，早晚则无出力。风电与光伏正好相反，晚间大发，白天出力较小。可以看出，风电及光伏出力具有

一定的互补特性。

 光热电站由于配备储能系统，可以在日照资源较好、中午光伏大发时段降出力为新能源调峰并储存热量，在晚上负荷高峰

时利用储存的热量进行发电，维持电站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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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配比方案-光热+风光

结合地区新能源资源及建设条件，考虑光热电站的良好调节性能，

“光热+风光”互补发电项目推荐电源配比方案：

①光伏装机：400MW；

②光热装机：100MW（集热系统为正常的50%，储热时长10h，配置100MW电加热）；

③风电装机：200MW。

按相同电量拟定不同光伏、风电配比方案，即风电装
机由100至350MW，光伏装机由480MW减至160MW，以下
从技术经济方面分析：

0.3088 

0.3070 
0.3062 0.3068 0.3075 

0.3092 

0.3045

0.305

0.3055

0.306

0.3065

0.307

0.3075

0.308

0.3085

0.309

0.3095

10 15 20 25 30 35

56 48 40 32 24 16

10 10 10 10 10 10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方案五 方案六

风电装机 光伏装机 光热装机

综合电价

单位：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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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金比例

资本金按静态投资的20％计算，其余为银行
贷款。

部分投资方要求资本金按静态投资的30％计
算，其余为银行贷款。

新疆工程征地费按12万元/亩，租地费按400元/亩计

列，土地使用税按0.96元/m²计列按一次性缴纳三年。

甘肃土地属于无偿划拨，需每年缴纳土地使用税，

以1.00元/㎡征收。

项目用地成本

银行长期贷款基准利率3.85%；

实际项目银行贷款利率可低至2.5%。

银行贷款利率

已并网的第一批光热示范电站运行时间较短，项

目材料费、人工定员、工资、其他费用等经验较

少，取费有差异。

材料费及其他费用

经济评价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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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方案对比：

（1）100MW光热发电项目，130万㎡熔盐线菲聚光集热场，8h熔

盐储热系统，年均利用小时数为2230h；

（2）光伏发电部分装机600MW，年均利用小时数为1786.7小时；

（3）一体化项目平均年总上网电量约15.61亿kWh。

按甘肃省燃煤标杆0.3078元/kWh，对项目计算期25年内的资本金
内部收益率进行测算，
其计算结果是：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7.40%。

经济对比

甘肃省某“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

装机方案对比：

（1）100MW光热发电项目，80万㎡熔盐线菲聚光集热场，8h熔盐

储热系统，年均利用小时数为1700h；

（2）光伏发电部分装机900MW，年均利用小时数为1734小时；

（3）一体化项目平均年总上网电量约19.04亿kWh。

按新疆自治区“光热+”示范电价0.262元/kWh，对项目计算期25
年内的资本金内部收益率进行测算，
其计算结果是：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7.47%。

新疆某“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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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指标 甘肃省

项目采用统一基准电价（甘肃省燃煤标杆0.3078元/kWh）、全额上网消纳进行示

范建设。

（1）敦煌市10万千瓦光热+60万千瓦光伏项目；

（2）玉门10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20万千瓦风电项目；

（3）瓜州县10万千瓦光热+20万千瓦光伏项目+40万千瓦风电项目；

（4）阿克塞11万千瓦光热+64万千瓦光伏项目；

（5）金塔县10万千瓦光热+60万千瓦光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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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指标 吉林省

项目采用统一电价0.30852元/kWh（吉西基地鲁固直流白城外送项目基准电价）、

全额上网消纳进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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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指标 青海省

项目未采用统一基准电价。

光伏电价采用青海省新能源基准电价0.2277元/kWh；

光热电价采用青海省燃煤标杆基准电价0.3196元/kWh。

（1）青豫直流二期外送项目1标段（光伏90万千瓦+光热10万千瓦）；

（2）青豫直流二期外送项目2标段（共和光伏90万千瓦+格尔木光热10万千瓦）；

（3）青豫直流二期外送项目3标段（共和光伏90万千瓦+格尔木光热10万千瓦）；

（4）三峡能源海西基地格尔木光伏光热项目（光伏100万千瓦+光热10万千瓦） ；

（5）中能建江苏设计院/江苏美科共和100万千瓦源网荷储项目（光热10万千

瓦） ；

（6）中电建共和10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光热10万千瓦）；

（7）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10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光热2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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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指标

新疆

项目采用统一基准电

价0.262元/kWh

（新疆自治区燃煤标

杆电价0.25元/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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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西北院光热及“光热+”项目建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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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
（以下简称“西北院”）成立于1956年10月，具有工程设

计综合甲级、工程勘察综合甲级、工程咨询、造价咨询、

环境影响评价、测绘等十余种甲级资质的大型国有企业，

致力于高端咨询规划、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等业务

领域，在能源规划研究、火力发电、新能源发电、多能互

补、输变电、市政工程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保持全面的行业

技术领先优势，具备投建营一体化的雄厚实力。

        西北院地处陕西西安，是国家电力规划中心西北分中

心和陕西省电力规划研究中心、新疆自治区电力规划研究

中心，全面掌握西北地区和陕西省电力发展趋势和电源、

电网工程规划发展状态，承担了国家能源局和陕西省能源

局多项重要规划研究和技术支持工作，熟悉新能源及电力

项目建设条件和大量的基础资料，是西北地区和陕西省能

源电力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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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
设计

工程
咨询

项目
开发

工程
总包新能源

西北院最早开展光热发电技术研究、设计和

总承包业务，最先具有光热发电全技术路线

投产运行业绩，是全国少数能够从事国家光

热规划、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咨询设计、

项目投资、工程总承包的全产业链单位。从

2005年起步至今，西北院在光热发电规划、

设计和总承包领域业绩处于全行业之首，完

成国内外光热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总承

包等各类工程共计60余项，多次获得国家工

程金奖、行业一等奖等各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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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5年，西北院就开始涉足光热领域，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光热技术研发、实力最为雄厚的工程设计企业。
2012年，西北院参与设计的中科院八达岭1兆瓦塔式光热科研项目建成，这是亚洲首个兆瓦级光热电站。
2013年，西北院设计的中控德令哈一期10兆瓦塔式光热项目投运，成为我国第一座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的光热电站。。

光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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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6日并网发电，成功运行。全球首
个高温熔盐槽式光热发电项目。

西北院作为该项目总体设计单位，还承担了常
规汽轮发电机组及其辅助系统和全厂设备土建
基础、钢操作平台、蒸汽发生系统等施工图设
计。并全程参与了项目的调试过程。

甘肃阿克塞800米槽式高温熔盐光热发电测试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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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德令哈槽式光热电站是国家首批光热示
范项目中第一个投运的项目。占地2.46平方公
里，采用槽式导热油集热技术路线，配套9小时
熔融盐储热，其储热岛的熔融盐储罐直径达42
米，是亚洲最大的熔融盐储热罐。

西北院负责本项目发电单元及厂前区EPC总承
包建设工作。

中广核德令哈槽式光热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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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努奥三期150兆瓦塔式光热站是目
前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塔式光热电站。
西北院负责该项目全厂的土建设计、发电
单元及全厂辅助系统的设计工作。
项目于2015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至
2018年10月20日顺利完成可靠性运行试
验，获得业主的验收证书并正式投运。
项目荣获2019年度电力行业优秀工程设
计一等奖、2020年度中国电力优质工程
奖、2020年工程建设项目绿色建造设计
水平一等成果、2020-2021年度国家优
质工程金奖等多项荣誉

摩洛哥努奥三期150兆瓦塔式光热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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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二期是国内光热电站核心技术全部采用国产技术
的典型。项目配置7小时熔盐储能系统，设计年发电量
1.46亿千瓦时，等效满负荷发电利用小时数2920小时。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50MW光热项目可研、
初设、施工图、竣工图设计。项目施工图设计工作于
2016年9月展开，2018年12月30日顺利并网发电，于
2019年4月17日实现满负荷运行。
本项目在2019年7月17日至8月16日一个月内，电站累
计发电量达1258.23万度，同期理论发电量为1386.35
万度，月发电量达成率为90.76%， 其中8月9日至8月
15日一周的平均发电量达成率达97.65%。电站在实现
满负荷运行3个月后就实现了月度发电量达成率超过
90%。

光热项
目

青海中控二期(50MW)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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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成敦煌5万千瓦熔盐线性菲涅尔式光热发电
示范项目于2016年9月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光热发
电示范项目，项目位于敦煌市光电产业园区。项
目采用兰州大成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线性菲
涅耳式太阳能聚光集热系统技术和熔盐高温集热、
传热、储热和换热技术，建设规模为50MW的换
热、储热、发电等相关配套设施。

2019年12月31日并网成功，该项目成为我国首座
成功并网运行的线性菲涅尔式光热发电示范项目。

光热项
目

兰州大成敦煌5万千瓦熔盐线性菲涅耳式光热发电项目



3535

西北院参股、总承包建设的哈密50兆瓦塔式光热电
站是新疆首个光热发电示范项目。项目位于哈密市
伊吾县，规划容量为2×50MW机组，一期建设1台
50MW熔盐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由14500面定日镜
组成，静态总投资15.8亿元。

哈密光热发电项目采用塔式熔盐发电技术，选用国
际首创的五边形巨蜥式定日镜，配置大容量、高参
数、高效率自主集成设计的储换热系统，可实现24
小时连续不间断发电。

项目于2017年10月19日开工建设，2019年12月29日
并网成功。 2021年9月27日，完成240h连续运行。

中电工程哈密塔式50MW光热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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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能海西州多能互补集成优化国家示范工程
坐落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境内，项目总
装机容量700兆瓦，其中光伏200兆瓦、风电
400兆瓦、光热50兆瓦、储能50兆瓦，配套建
设330kV汇集站和国家级多能互补示范展示中
心（又称“丝路明珠”）一座。该项目是世
界上首个集风光热储调荷于一体的多能互补
科技创新项目，包含了当今世界所有新能源
项目类型。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已成为全国光热勘
察设计业绩最多（总装机容量占比全国的
70%），技术路线最全（ 塔式、槽式、线性
菲涅尔式等光热主要技术路线的全覆盖 ），
投运业绩最多的勘察设计单位。

光热项
目

鲁能海西州多能互补集成优化国家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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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推进“光热储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1

• 厂址位置：光热项目场址位于瓜州县双塔乡光电产业园区内。

• 建设规模：200MW光伏发电+400MW风电+100MW光热发电。其中的100MW光热电站，

规划容量为1×100MW，本期建设规模1×100MW，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配

置一套100MW的汽轮发电机组。

• 建设单位：三峡恒基能脉（酒泉）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20%，银行贷款80%。

• 工程进度：本项目于2022年10月25日开工，力争2024年12月底具备并网条件。

三峡恒基能脉瓜州70万千瓦“光热储能+”项目100MW塔式光热电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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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果示意图 三峡恒基能脉瓜州100MW塔式光热电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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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推进“光热储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2

• 厂址位置：光热项目场址位于格尔木市乌图美仁太阳能发电基地内。

• 建设规模：900MW光伏发电+100MW光热发电。其中的100MW光热电站，规划容量为

1×100MW，本期建设规模1×100MW，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配置一套

100MW的汽轮发电机组。

• 建设单位：三峡新能源格尔木发电有限公司。

•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20%，银行贷款80%。

• 工程进度：本项目于2023年3月23日开工，2024年年底发电。

三峡能源海西基地格尔木100MW塔式光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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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果示意图 三峡能源海西基地格尔木100MW塔式光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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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推进“光热储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3

• 厂址位置：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东北处。

• 建设规模：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1500MW，按照“光热+光伏”一体化模式开发建

设。其中，光伏发电建设交流侧装机容量1350MW；太阳能光热发电建设装机容

量150MW，储热时长8小时。

• 建设单位：中能建哈密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 工程进度：本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

 计划2025年12月并网发电。

中能建哈密150MW光热工程EPC总承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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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建哈密光热+光伏项目

吸热塔、主厂房、熔盐区、厂前区、水区等厂房已经全面开工。
计划今年完成大部分土建工作，明年完成安装调试，明年底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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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热场桩基浇筑完成；正在进行镜场安装。
主厂房和其他辅助车间计划今年结构到顶。
冬季开始设备安装，明年完成安装调试。
项目计划2025年6月底投产。

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推进“光热储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4

三峡哈密光热+光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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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厂房基础施工过半，汽轮机基础养护中。
镜热场桩基开始施工。
明年开始安装调试。
项目计划2025年底并网投产。

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推进“光热储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5

大唐石城子光热+光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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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厂房、吸热塔、各辅助厂房等建筑物主体结
构施工完成；定日镜的管桩已全部施工完成；
现场安装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项目计划2024年底并网投产。

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推进“光热储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6

唐山海泰吐鲁番光热+光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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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1×100MW光热电站机组采用槽式导热油技术

路线。集热场采用西北电力设计院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大开口槽式太阳能集热回路，采光面积约60

万平米。

 集热器开口尺寸8.6米，与传统国内目前商业电站

采用的槽式集热器相比，集热器聚光比更高，集热

管损失更小，光学效率更高。

 2022年5月13日，《大开口槽式集热器》被国家能

源局列为2021年度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项目。

 此大开口槽已于2020年在格尔木建成了部分测试

回路用于光热电站的办公生活区供暖，供暖效果良

好，经济效益明显。

中能建当雄100MW光热项目

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推进“光热储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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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推进“光热储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8

• 厂址位置：位于玉门市花海光电园区。

• 建设规模：本次玉门“光热储能+光伏+风电”示范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700MW。项

目包括：100MW熔盐线性菲涅尔光热发电项目，400MW光伏发电项目，200MW风力发电

项目，新建1座330kV汇集站，通过1回330kV线路就近接入750kV变电站330kV侧。

• 建设单位：中核集团玉门新奥新能源有限公司。

•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20%，银行贷款80%。

• 工程进度：工程于2022年10月开工，2024年8月系统调试完成。

中核集团新华发电玉门新奥10万千瓦光热储能EPC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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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推进“光热储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8

• 1. 2022年12月5日，主厂房第一罐基础浇筑

• 2. 2023年4月11日，主厂房基础出零米

• 3. 2023年5月17日，办公综合楼主体结构封顶

• 4. 2023年5月31日，聚光集热场桩基全部完成

• 5. 2023年9月16日，主厂房结构封顶

• 6. 2023年12月2日，主厂房封外封闭完成

• 7. 2024年1月5日，冷、热盐罐焊接完成、实验完成

• 8. 2024年3月23日，聚光集热系统一次镜安装完成

中核集团新华发电玉门新奥10万千瓦光热储能EPC工程

• 9. 2024年5月13日，二次反射镜及集热管安装完成

• 10. 2024年5月27日，化学制水一次成功

• 11. 2024年6月10日，储热系统开始化盐

• 12. 20224年6月20日，凝结水、给水系统碱洗完成

• 13. 2024年7月3日，完成蒸汽系统吹扫工作

• 14. 2024年7月31日，倒送电一次成功

• 15. 2024年8月6日，汽轮机组一次启动（定速）成功

• 16. 2024年8月13日，机组系统调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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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化 中核集团新华发电玉门新奥10万千瓦光热储能EPC工程

• SGS建筑与主厂房一体化设计。

• 进口和国产熔盐泵混合应用方案。

• 优化布置熔盐母管及储热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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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照片 中核集团新华发电玉门新奥10万千瓦光热储能EPC工程

2024年9月20日

全系统全容量并网发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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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结南路22号 邮编：710075
电话：029-88358888       传真：029-88388899
Add：22 South Tuanjie Road,Hi-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XI`AN 710075, P.R.China
Tel： +86 29 88358888         Fax：+86 29 88358899
www.nwepdi.com
 

汇报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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