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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沙漠里悄悄干了件大事——不仅将广袤无垠的黄色荒漠变成了
光伏发电中心,还带动了农业、畜牧业甚至旅游业的发展。昔日的不毛之地变
成了“风水宝地”,治沙这一困扰我国多年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光伏“站”上“时代C位”，未来或成第一大能源

就在上个月，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目前
最大的对外清洁供能新能源场站——叶城
5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次性并网成功，预
计年发电量可达 9.3亿度，所发电量将全部
输送至国家电网。每年通过光伏发出的绿
电，相当于替代 30万吨标准煤，可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约72.6万吨。塔里木盆地的戈壁
荒漠正成为光伏产业蓬勃发展的沃土。

那么，什么是光伏发电？我们常说的“光
伏”，实际是指“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它是
一种利用半导体材料的“光生伏特效应”，将
光能转化为电能的新型发电方式。

不少人可能认为，光伏发电和太阳能发
电是一回事，其实不然。太阳能发电方式有
三种：光伏发电、光热发电和光化学发电。光
伏发电只是其中一种。

1839年，法国科学家发现，不均匀的
半导体材料在被光照射时，其中的电子会

加速运动，从而产生电量，光伏发电的
历史就此展开。从 1954年贝尔实验
室研发出第一块光伏电池起，光伏
电池转化效率就已从实验室的 6%
发展到如今产业化的 23%。目前，

光伏发电已成为全球除煤电、天然气、水电
之外的第四大电力来源。

今年9月19日，国家能源局公布1月—8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
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27.6亿千瓦，同比增
长11.9%。其中，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5.05亿千瓦，同比增长44.4%。

在今年5月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太阳能
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会上，全
球绿色能源理事会主席、协鑫集团董事长朱
共山表示，光伏等新能源已“站”上“时代C
位”，预计2027年，光伏将超过煤炭成为第一
大能源。目前，光伏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
不断迭代更新，发电成本已下降 90%，初步
完成了平价上网的使命。

如今，许多行业都在不断革新“光伏+”
的能源利用模式，比如停车场光伏车棚、光
伏农业大棚、大数据中心光伏系统等。“光
伏+储能”的模式，或将成为未来人类终极能
源解决方案。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估算，预
计到2050年，太阳能光伏发电将成为最重要
的发电方式，满足人类65%的电力需求。

板上发电、板下牧羊，让沙海“披绿添金”

如今，光伏发电这种让沙海“披绿添金”
的模式，正在多地推广应用，也走出了一条

“立体光伏治沙”之路。所谓“立体光伏治
沙”，通俗来说，就是在荒漠中建造一座大型
光伏电站，利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
养殖”等方式，让光伏产业与生态治理深度
融合。

位于内蒙古的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
大沙漠。如今，经过十几年治理，库布齐沙漠
重现大片绿洲，被联合国环境署确定为“全
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实现这一奇迹的，
就是“光伏发电”。

俯瞰库布齐沙漠腹地，一匹“骏马”
映入眼帘：这片由 19.63万块光伏板组

成的光伏板图形电站，“奔腾”在一望
无际的沙漠上。“2019年，我们申请
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
世界最大的光伏板图形电站。”内
蒙古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常务副
旗长尚振飞介绍，这片“骏马电
站”，不仅好看，还好用，能够达到
年发“绿电”20亿度，节约标煤 68
万吨。
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在库布齐沙

漠的这片“蓝海”之下，更有光伏治沙的
生态建设。铺设在沙海中的一排排光伏

板，能有效起到防风固沙作用，还能吸收光

照、降低土地温度、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截至目前，我们共实施生态修复2.1万

亩，套种紫穗槐、红枣、甘草等经济作物 1.9
万亩，规划建设了 600亩生态景观区。”尚振
飞介绍，同时还建设有存栏 2.5万头、占地
1500亩的高端肉牛标准化养殖项目。

去年12月，全球最大规模“沙戈荒”风电
光伏基地项目在库布齐沙漠开工，这也是我
国首个开建的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大基地项
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送电
约 400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 50%以
上，相当于节约标准煤600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1600万吨。

甘肃武威 50万千瓦立体光伏治沙产业
化示范项目，将太阳能开发与腾格里沙漠治
理有机结合，在光伏板下栽植沙生植物，防
风固沙。建成后，每年可向社会提供绿电9亿
千瓦时，有效治沙8万余亩。

据国家电投副总经理刘丰介绍，截至目
前，国家电投完成光伏治沙项目8个，治沙面
积4.4万余亩，筹备开工光伏治沙项目11个，
治沙面积83.8万亩。

另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
司长孙国吉介绍，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
积自 2000年以来连续 4个监测期实现净缩
减，53%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实现了
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西北戈壁沙漠打造光伏超级工程
中国西北，神奇的大自然用亿万年造化

出一片雄浑悲凉的塞外风光。如今，这片广
袤而贫瘠的土地正孕育着一场与风、与光相
关的巨大财富机会，成为投资的沃土。

2022年，我国出台《以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
案》。方案提出，以库布齐、乌兰布和、腾格里、
巴丹吉林沙漠为重点，以其他沙漠和戈壁地
区为补充，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在中国西北戈壁沙漠上建设
4.5 亿千瓦总装机量的风电与光伏发电基
地。

对很多人来说，4.5亿千瓦可能只是一
个抽象概念。众所周知，三峡这个巨无霸工
程，以总装机容量 2250万千瓦，成为当今世
界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以此作为测算依
据，中国要在大西北建设的风电与光电基
地，总装机量相当于 20个“三峡”！这是一项
史无前例的超级工程。正因如此，国家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这样表述：“这在我们国家历
史上是最大规模的项目。”

沙漠、戈壁、荒漠等地区为何深受风电
光伏“青睐”？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研
发总监唐小棠介绍，以我国最大沙漠——塔
克拉玛干沙漠为例，其面积约为33万平方公
里。如果在该地全部装设太阳能组件，全年
发电量可达到13.86万亿度。

唐小棠说，2020年中国全社会总用电量
约为 7.5万亿度。如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建
设光伏电站，其一年的发电量相当于 1.8个
中国全社会的用电量，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79.97万亿吨。

此外，在沙漠深处生产绿电，也是实现
新能源与生态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据测
算，在沙漠地区建设 1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
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44万吨、防风固沙
面积可达4000公顷，相当于植树64万棵。

治沙、发电、生态，看似毫不相关的东
西，就这样被光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生态效益。以后的戈壁
沙漠，或许就是巨大风车转动下的蓝色光伏
板海洋。这个场景，想想都令人兴奋。

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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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
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