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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投集团单体规模最大光伏项目

全容量并网发电

中车时代电气发布

3.X MW级储能变流器

世界最高海拔塔式光热电站在西藏开建

发展大电芯的核心驱动力是降本增效

储能电芯向“大”而行

本报记者 张维佳

在第三代储能电芯“卡位赛”中，储能电芯正在向“大”而行。
6月10日，宁德时代在2025储能587技术日上宣布其587Ah电芯正式量产交付。据介绍，该电芯能量密度达到434Wh/L，

较上一代提升10%，系统能量密度提升25%；通过机械结构、化学体系以及极片设计等三方面突破，充放电循环中的能量效率
（RTE）初始值达96.5%，同时实现了全生命周期内RTE的缓衰减。相较上一代产品，全生命周期投资回报率提升了5%。

大电芯的发展须回归“平衡之道”

西北地区最大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

投入运行

本报讯 近日，青海省海西州
宝库储能电站项目顺利通过投运验
收，这标志着我国西北地区当前规
模最大的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正式
投入运行。

宝库储能电站总装机容量高达
224.5MW/889MWh，分为集中式储
能区和高压直挂式储能区两大部
分。该项目集中式储能区包含 34
个3.35MW/13.42MWh标准单元和
1个1.6MW/6.7MWh单元，由电工
时代供货。

集中式储能具有储能系统结构
紧凑、容量大、控制逻辑简单、效率
高等特点，易于实现大规模能源的
集中调配和优化，在电网侧储能和

大型可再生能源电站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据介绍，该项目在集中式储能
安全领域取得显著创新。应用
PACK 级全氟己酮消防系统，实现
电池包级别的精准快速灭火。集成
智能火灾预警、高效水消防及多合
一气体探测技术，提供“主动预警+
被动防护”的一体化安全保障，保证
电站长期稳定运行。

该项目投产后将显著提升青
海电网调峰能力，有效保障新能源
消纳安全，进一步增强电网运行的
安全性、稳定性与经济性，为地区
能源结构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清 海）

本报讯 近日，中车时代电气
发布云枢系列 3.X MW 级储能变
流器 （PCS），适配储能业内主
流的下一代 587Ah~688Ah 锂电池
系统。

2025 年全球储能装机容量预
计将突破 1.2TW。伴随新能源装
机容量与发电量的持续攀升，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求储
能角色实现从“被动支撑”向“主动
构建”的转变。在此背景下，具备主
动支撑与调节电网能力的构网型储
能变流器成为刚性需求。同时，电
芯向高容量方向发展，电池系统容
量与能量密度不断提升，对PCS提
出了更高功率与更强散热能力的要
求，保障系统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
也成为关键挑战。

储能变流器作为储能系统并网
的核心支点，正驱动传统电力系统
向新型电力系统转型。3.X MW
云枢储能变流器适配储能业内主流
的下一代 587Ah~688Ah 锂电池系
统，基于自主第七代IGBT芯片，采
用 ANPC 三电平拓扑和智能并网
控制算法，显著提高并网电能质量，
降低变流器损耗，实现高效交直流
转换。

该机型采用智能液冷系统和高
过载倍率设计，具备1.5倍10s过载
能力，符合构网要求。通过散热优
化，进一步提升产品热交换效率，减
小产品尺寸，对比传统机型，其功率
密度提升22%，占地面积减小30%，
大幅降低系统初始投资成本。

（文 编）

本报讯 6 月 10 日，世界最高
海拔的西藏开投安多县土硕100兆
瓦塔式光热电站项目（以下简称“安
多光热电站”）开工建设，标志着由
东方电气集团所属东方锅炉自主研
制的聚光集热系统、蒸汽发生器、汽
轮发电机组等关键设备破解超低
温、强辐射、低气压等极限难题，正
式启动设备交付。

安多光热电站位于海拔 4650
米的唐古拉高山区，被誉为光热
领域的“世界屋脊”，是世界首个
在高海拔、电网末端地区开展的
塔式光热项目，也是目前全球最
高海拔光热项目、西藏首个塔式
光热电站。

安多光热电站作为西藏“十四
五”重点能源项目和西藏75万千瓦

光热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东
方锅炉先进的熔盐塔式光热技术，
通过 1.6 万面、80 万平方米的定日
镜将太阳能反射至吸热塔，使熔盐
升温至 560℃，再通过高温熔盐进
行逆流换热产生高温高压蒸汽，最
终推动汽轮发电机组实现机械能向
电能的转化，输出持续稳定的清洁
能源。

据了解，安多光热电站所在地
太阳能资源极为丰富，年日照时长
超过2800小时。项目建成后，预计
年均发电量可达2.6亿千瓦时，每年
可节约标准煤 6 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16.5万吨，不仅能为安多县及周
边地区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
还将有效缓解藏北地区冬季限电的
困境。 （西 文）

虽然储能电芯“向大而行”已成
为趋势，但是盲目追求大容量并不
可取，综合性能最优才更重要。

“一两年前，我们选择大电芯主
要是为了分摊成本，提升产品竞争
力。但如今市场形势有变，我们不
再一味追求电芯的大容量，而是更
看重电芯寿命与性能之间的平衡。”
一位储能系统集成商负责人向记者
说道。

“电芯的容量，并不是‘越大越
好’，刚刚好才最好。”发布会上，宁
德时代国内储能解决方案CTO林
久标表示，大电芯的发展，必须回归

“平衡之道”，即从整站匹配、系统集
成、电化学特性三个维度上去找到
黄金平衡点。

林久标进一步解释道，在整站
的匹配方面，目前国内储能电站容
量多为 200MWh、400MWh 等整数
配置。按照最新电站设计标准，储
能 电 站 的 每 个 分 区 不 能 大 于
50MWh，8个6.25MWh系统正好组
成 一 个 分 区 。 在 系 统 集 成 上 ，
587Ah电芯不仅单体电芯能量密度
提 升 10% ，系 统 能 量 密 度 提 升
25%。在电化学特性上，容量升级
并非简单的物理尺寸的放大，电芯

宽度、高度的增加，将对电芯的循环
寿命、热稳定性及安全性产生显著
影响。

“我们也看到市面上一些大电
芯，有的只考虑集成空间利用最大
化，有的更多考虑产线复用，也有的
单纯追求容量参数指标的领先，在
尺寸定义方面欠缺对电化学的理解
和考虑，在设计上就存在一些本征
缺陷。”林久标直言，宁德时代暂时
无意于进一步“做大”电芯，未来方
向是在相同壳体的基础上对性能等
方面持续优化升级。

据了解，储能业务已成为宁德

时代业绩第二增长极。2024年，其
储能电池的增长速度已高于动力电
池，其毛利率也超过动力电池。韩
国市场调研机构 SNE Research 数
据显示，2024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
量达301GWh，同比增长62.7%。宁
德时代以110GWh的出货量，连续
四年蝉联全球储能市场冠军。

2024 年 4 月，宁德时代发布
6MWh 级天恒储能系统；不久前，
发布全球首款9MWh TENER Stack
储能系统，采用 565Ah 电芯，单机
储能容量能为约150辆家用电动汽
车充电。

本报讯 近日，陕投集团单体
规模最大光伏项目——陕投喀什麦
盖提县 50 万千瓦光伏治沙发电项
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助力打造
新疆百万千瓦风光基地。该项目投
产后，所属陕西水电清洁能源投产
规模达280万千瓦，为突破300万千
瓦投产装机规模注入了强劲动力。

据悉，该项目位于新疆喀什地
区麦盖提县东南约50公里处，环塔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项目充分利用
沙化土地资源，创新采用“光伏+治
沙”模式，将光伏发电与防沙治沙相
结合，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多
用、立体发展。项目投产后，年均上
网发电量达8.4亿千瓦时，年均利用
小时数约1390.2小时，可节约25万
吨标准煤，减少66万吨二氧化碳排
放，有效推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绿
色能源基地开发，助力南疆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与节能减排，为光伏产
业发展和沙漠化防治提供新范式。

自去年 8 月开工以来，陕西水
电新疆公司克服风沙大、光照强、温
度高等困难，紧盯工程建设节点任
务，统筹资源配置，利用无人机巡检
等技术手段，创新建设管理模式，与
各参建单位签订并网责任状，以周
为单位制定工作任务，日督促，周考
核，确保项目按期并网。5月18日
项目汇集站倒送电一次成功，为本
次全容量并网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项目建成是陕西水电贯彻落
实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深度参与“沙
戈荒”生态治理的有力实践，陕投集
团陕西水电将持续深耕“光伏+治
沙”等绿色低碳领域，探索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新路径，为区
域能源转型与生态治理提供“水电
方案”。 （光 文）

储能电池是储能系统的核心
部件，直接决定了系统的性能、
安全和可靠性，成本通常占到储
能系统的六成以上。Ah 是电芯的
容量单位，代表其可以存储多少
电量。

按照容量不同，市场主流储能
电池可划分为三代产品，第一代为
280Ah 电 芯 产 品 ， 第 二 代 则 以
314Ah 容量为代表。当前，随着
500Ah+、600Ah+乃至 700Ah+等
不同规格的大容量电芯不断涌现，
第三代大容量储能电池迭代升级之
路正式开启。

业内专家指出，储能电芯容量
变大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降本增效。
大容量电芯可减少电池及零部件数

量，显著降低系统成本，同时节省
占地面积并提升集成效率，更能满
足大容量储能项目需求。

据宁德时代介绍，587Ah 电
芯在集成空间利用率上取得新突
破，通过简化系统结构，将系统
零部件总数从 3 万个减至 1.8 万
个，降幅达 40%，储能系统成本
将因此下降15%。

不过，目前第三代储能电芯在
容量及规格尺寸等方面尚未形成统
一标准，初步呈现两大阵营，即以
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等为代表的电
池厂商和以阳光电源为首的系统集
成商。具体来看，宁德时代、海辰
储能重点布局587Ah电芯，亿纬锂
能628Ah电芯已投产，瑞浦兰钧认

为392Ah将是行业内能最快实现量
产的新一代电芯。而几天前，阳光
电源发布了搭载684Ah大容量电芯
的新款储能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大容量电
芯仍未投入量产。宁德时代587Ah
电芯为储能行业首款量产交付的
587Ah电芯；此外，阳光电源并不
生产电芯，其使用的684Ah电芯由
欣旺达供应。

多种电芯并存的背后，实则
是企业对第三代储能电芯定义
权、上游主导权以及市场话语权
的争夺。这其中，动力电池厂商
侧重电芯成本与性能平衡优化，
而系统集成商则更关注系统集成
和电站的经济性。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不同容量
的电芯在寿命设计、效率上存在差
异，可满足多样化场景需求，短期
内，三代电芯共存的局面仍将持
续。宁德时代587Ah电芯的量产将
会进一步加速行业洗牌。“目前，
不少企业都在布局587Ah的电芯，
其生态供应链相对更加完善，在量
产规模和产品良品率方面更具优
势。阳光电源并不生产电芯，而是
采用技术共研的方式，虽已与欣旺
达等企业达成合作，但一方面要求
技术独占，另一方面订单规模较
小。对于电芯行业来说，规模和性
价比是核心竞争力。684Ah电芯未
来发展或将面临挑战。”一位业内
专家告诉记者。

不同容量的电芯在寿命设计、效率上
存在差异，可满足多样化场景需求，短期
内，三代电芯共存的局面仍将持续。

大电芯的发展，必须回归“平衡之
道”，即从整站匹配、系统集成、电化学特
性三个维度上去找到黄金平衡点。

阳光电源推出

PowerTitan3.0智储平台

本报讯 近日，阳光电源在安
徽合肥的智能工厂发布 PowerTi-
tan3.0 智储平台，并在现场展示了
Flex、Class、Plus三个版本，其中Plus
版单柜容量12.5MWh，能量密度超
500kWh/㎡，可背靠背20mm放置，
1GWh场站省地45%，省线缆10%，
大幅降低投资成本。

PowerTitan3.0 产品搭载了阳
光电源首推的684Ah大电芯，这一
容量相当于目前主流314Ah电芯的
两倍多。这也是目前行业首个可量
产 600+Ah 大电芯。阳光电源称，

其采用了最新的叠片工艺，循环寿
命突破 15000 次，能量密度提升至
440Wh/L以上，且首创热电分离技
术、重构电芯内部形态，并首次规模
化应用了全液冷碳化硅储能变流器
（PCS），最大效率提至99.3%。

本次 PowerTitan3.0 以平台形
式发布，将三电融合底层技术，拆分
成 N 个功能模块，如同标准化、易
耦合、成熟验证的“乐高”积木，并依
托全球化的仿真、智造、检测、实验、
数据等综合实力支撑，让客户灵活
配置。 （杨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