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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社智动AI工作室：
通过 AI 系统赋能百业，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实现获客和盈利。联系方式：18131797001

我国最大的“渔光互补”
项目——国华投资河北 109 万
千瓦海塘光伏电站成功并网
发电。这个项目位于渤海新区
黄 骅 市 ，每 年 的 发 电 量 可 达
18.6 亿千瓦时，能够满足 279
万 户 居 民 一 年 的 用 电 量 。未
来，项目还可以年产鱼虾 10多
万公斤。

池塘除了能养鱼，居然还能
光伏发电？这么大的项目缘何落
户沧州？很多人充满好奇。对此，
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了解“渔
光互补”项目的“秘密”。

发电和养鱼
是怎样“牵手”的

在“渔光互补”项目现场，
“光伏蓝”与自然交织出独特的
景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片
的光伏板。它们好像蓝色巨毯
覆于池塘之上，在阳光照耀下
闪烁着金属光泽，场面非常壮
观。光伏板排列得极为规整，组
件间缝隙均匀。每块光伏板都
以最佳角度迎向阳光，高效捕
捉光能。

光伏板的下方，是一望无际
的池塘。在相对稳定的水下环境
中，鱼虾正积蓄能量。过一段时
间，池塘里将呈现出鱼虾欢腾的
热闹场景。

项目现场，各项运维工作有
序进行。工作人员身着专业制
服，手持检测设备，仔细检查光
伏板的表面清洁度、电流电压等
参数。

“项目建设 363 个方阵，共
231万块光伏组件，占地面积约
2.6万亩。”国家能源集团国华投
资“渔光互补”项目部经理郭凯
敏说，“渔光互补”项目总投资约
65 亿元，是国家第三批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项目。

郭凯敏告诉记者，“渔光
互 补 ”是 一 种 创 新 的 能 源 利
用 模 式 ，将 渔 业 养 殖 与 光 伏
发 电 相 结 合 。在 池 塘 水 面 上
方 架 设 光 伏 板 阵 列 ，不 仅 不
影 响 下 方 水 域 的 鱼 虾 养 殖 ，
反 而 会 为 养 殖 提 供 良 好 的
遮挡条件，形成“上可发电、
下 可 养 鱼 ”的 新 模 式 。这 种
模 式 的 推 广 和 应 用 ，不 仅 提
高 了 土 地 和 水 资 源 的 利 用
效 率 ，还 实 现 了 经 济 效 益 、
环 境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的 协
调统一。

“渔光互补”项目落户沧州
并非偶然，是多种优势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据介绍，光伏发电是利用半
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光
能直接转变为电能的技术。

“沧州地处渤海之滨，拥有
广袤的沿海滩涂与众多的池塘，
这些开阔的水域为‘渔光互补’
项目提供了充足且适宜的场
地。”郭凯敏说，这里水域广阔，
能够满足大规模铺设光伏板的
需求。同时，这里光照资源丰富，
年均日照时数可观，阳光辐射强
度适宜，为光伏发电创造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

“充足的光照可以让光伏板
长时间高效工作，提高太阳能的
转化效率，保障项目的发电效
益。”郭凯敏表示，不仅如此，沧

州渔业历史悠久，水产养殖经验
丰富。渔民熟练掌握各类鱼虾养
殖技术，从鱼苗投放、水质调控
到疾病防治，形成了一套成熟的
体系。沧州还建成了完善的渔业
基础设施。这些为“渔光互补”项
目中渔业部分的持续稳定发展
提供了坚实支撑。

郭凯敏告诉记者，在“渔光
互补”模式下，光伏发电与渔业
养殖相互融合，在不影响渔业生
产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水上空间
发电，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
沧州传统渔业产业相得益彰。

480个池塘
用了近40万根管桩

记者看到，光伏板下方是一
根根白色的柱子，柱子一头埋在
池塘底下，一头支撑着光伏板。
大大小小的池塘中，白色的柱子
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大家看到的这个灰白色
的柱子是 PHC 桩（预应力高强
度混凝土管桩）。”项目技术负
责人黄智强告诉记者，项目占
地 2.6 万亩，一共 480 个池塘。
整个项目用了近 40 万根 PHC
桩，长度总共 380万米，接起来
几乎横跨我国最东端到最西
端。

“‘渔光互补’项目建设要求
非常严苛，设计和施工很有挑战
性。”黄智强说，前期施工阶段，
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奔赴 480 个
水塘开展作业，运动步数日均 3
万步。

“前期工作主要是打桩。
我们调动周边一切可利用的
设 备 ，保 证 具 备 施 工 条 件 的
每个池塘都有机械设备在工
作。”黄智强告诉记者，施工
过程中，他们通过现场摸排、
调查、计算，推算出每一台机
械 设 备 的 每 日 理 论 打 桩 量 。
然 后 ，他 们 再 通 过 合 理 调 配
材料，搭配辅助机械，保证每
台机械设备日效率接近甚至
达到理论值。黄智强说，高峰
期 的 时 候 ，项 目 现 场 的 打 桩
船、运桩船、挖掘机、水挖机、
吊车、运输车辆等达到 400 多

艘（台、辆）。
“ 项 目 还 有 一 个 关 键 因

素，就是桩基的供应。”黄智强
说，他们在施工单位入场前，
提前调研，扩大购买范围，保
障了桩基数量。整个项目形成
了“桩源不断，施工不停”的良
好态势。

每年发电量可满足
279万户居民使用

经过 7 个多月紧锣密鼓的
施工，2024 年 12 月份，这个全

国最大的“渔光互补”项目具备
了并网发电条件。

并网发电那天，设备运转
的 声 音 交 织 在 一 起 。检 查 线
路 和 设 备 、查 看 屏 幕 监 测 数
据 ……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岗
位上紧张忙碌着。随着并网指
令下达，发电功率输出。“并网
发电成功！”现场爆发出热烈
的欢呼声，大家脸上都洋溢着
笑容。

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块太阳能板一年能发多
少电？答案是 800度。如此算下
来，231 万块光伏组件每年的
发 电 量 就 是 18.6 亿 千 瓦 时 。

“你知道 18.6 亿千瓦时意味着
什么吗？”郭凯敏告诉记者，这
些电量足够 279 万户居民用一
年。

不仅如此，从节能减排的角
度来看，项目每年可节约标煤约
56.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40万吨，助力沧州构建可再生
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
益。

将来可年产鱼虾
10多万公斤

“未来，我们的项目每年
可以生产鱼虾 10 多万公斤。”
国家能源集团国华投资“渔光
互 补 ”项 目 部 副 经 理 付 建 伟
说。

付建伟表示，他们的项目
没有止步于单纯的发电功能，
而是依托沧州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条件及良好的水产养
殖产业，不断探索池塘养殖的
好方法。

“我们将整合各方资源，
联合科研机构、高校等，研究
在光伏板下方的水域开展更
高效的水产养殖，通过更多技
术手段优化养殖环境，提高养
殖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付建
伟说，等到条件适宜，他们将
继续向池塘中投放鱼苗虾苗，
同时加强养护，不断提升鱼虾
产量。

接下来，“渔光互补”项目
部将继续开展海水池塘“渔光
互补”绿色生态养殖关键技术
开发及应用研究，构建“渔光互
补”绿色生态养殖创新技术体
系，探索能源+海水养殖产业升
级的新路径。

付建伟说，未来，项目将
结合沧州丰富的陆上新能源
资源及港口、化工应用场景，
构建百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大
基 地 ，并 配 套 建 设 年 产 5 万
吨的绿氢合成氨设施及绿氢
基 础 设 施 ，打 造 全 国 首 个 沿
海 绿 氨 综 合 应 用 标 杆 工 程 ，
建 设 沧 州 氢 基 绿 色 能 源 、绿
色 港 口 一 体 化 新 能 源 大 基
地。

据 介 绍 ，国 华 投 资 河 北
109 万 千 瓦 海 塘 光 伏 电 站 的
成 功 并 网 发 电 ，是 我 国 在 可
再 生 能 源 领 域 取 得 的 又 一
重 要 成 果 。该 项 目 不 仅 展 现
了 我 国 在 新 能 源 技 术 创 新
和 应 用 方 面 的 强 大 实 力 ，也
为 推 动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实 现

“ 双 碳 ”目 标 提 供 了 有 力 支
撑。

沧州“渔光互补”探秘——

水下养鱼虾 水上能发电
本报记者 张倩 本报通讯员 王策 摄影报道

““渔光互补渔光互补””项目现场项目现场

工作人员对设备进行检查工作人员对设备进行检查。。

工作人员进行巡查工作人员进行巡查。。

光伏板排列整齐光伏板排列整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