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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除 了 能 看 见

“磕头机”正不知疲倦地上下起伏劳作

着，还能看到什么？

太阳能光伏发电板错落有致、排列

有序，沐浴阳光的板面“吸光变电”；风

力发电机纵横交织、蔚然壮观，迎风旋

转的风轮叶片“吞风吐电”；地热能热泵

机高效互联互通，采用砂岩地质负压回

灌技术实现“同层等量回灌，取热不耗

水”⋯⋯这里是传统能源底蕴与新能源

活力共生的家园。

逐绿前行 新能源多点开花

前不久，在东营市东部离岸 8 公里

的开放海域传来好消息，国华 HG14 海

上光伏 1000 毫瓦项目发电单元正式并

网，正式发出第一度电，成为全球率先

成功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

“ 项 目 全 部 建 成 后 ，年 发 电 量 达

17.8 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 50.38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34.47 万吨。”项目

负责人说道，“目前，我们正有序将 2934

个光伏平台陆续铺在这片 1223 公顷的

海面上。”

既沐光而行，又迎风向海。在东营

港经济开发区，距离岸边 20 公里处，万

顷碧波间，60 台风电机组整齐列阵，白

色扇叶迎风转动，将阵阵海风转化为绿

色电力。

这是山东能源集团渤中海上风电

A 场 址 项 目 。目 前 ，渤 中 基 地 已 建 成

A、B1、B2 三个场址，规模 140.2 万千瓦，

约占全省海上风电的 30%，今年重点推

进 160 万 千 瓦 的 G、E、B1 补 建 项 目

实施。

东营市发展新能源具备较好的资

源优势，拥有 463.5 公里海岸线、1019 平

方公里盐碱滩涂地、6000 平方公里海洋

面积；风速由海面向内陆纵深逐渐衰

减，近海区域 10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达

7.6 米/秒，陆上风能资源在全省属领先

水平；年日照时数 2765 小时，年均利用

小时数可达 1400 小时以上，年辐射总量

在 5253 兆焦/平方米。

多年来，东营市着力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坚持全域统筹、海陆并

进，加快推进鲁北光伏基地、渤中海上

风电、海上光伏基地建设。目前已纳入

省规划的可再生能源装机 30.8 吉瓦，居

全省前列。

风、光是资源，地下的热同样也是

资源。走进登州路热源站，各类管道交

错纵横，大大小小的设备有序地运转

着，将中层地热水携带的热量输送到用

户家中。在不远处的大屏幕上，正实时

显示出水温度、回水温度、流量等各项

供暖参数。“进入供暖期快一个月，我们

时刻监测各项数据，确保用户供暖水

平。”工作人员说道。

“ 在 开 采 井 用 深 井 潜 水 泵 将 地 下

2000 米深、约 67℃的地下热水，经过滤

除砂后进入能源站一级板换、二级板

换取热后降温至 23℃，随后经回灌装

置过滤后进入回灌井，再回灌到 2000 米

地下。真正实现‘采灌平衡’和‘以灌定

采’，保证了地下热储资源可以长期稳

定 持 久 开 发 利 用 。”谈 及 地 热 供 暖 原

理，东营市鲁源热力有限公司总经理

说道。

东营市地热资源具有分布广、水温

高、含矿丰富等特点，分布面积达 5655

平方公里，探明并经审批备案的地下热

水资源量达到 2473 亿立方米。开发利用

条件成熟、潜力大，开发利用规模位居

全省前列。

“ 项 目 的 实 施 将 推 动 建 立 一 网 多

源、互联互通、竞争发展的新型供热机

制 ，形 成 地 热 、电 厂 热 源 、煤 炭 、水 煤

浆、天然气等多热源一体供热新局面，

进一步提高中心城热源保障、特别是

寒冷天气应对能力，确保群众温暖过

冬。”东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道。

目前，东营市正积极推进浅层地热

能利用、稳步推进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

用、协同推进地热能产业化发展，逐步

实现地热能的开发利用。全市共有 6 个

地热项目、101 口地热开采井纳入省地

热能试点工程创建名单，地热开采井数

量占全省的 61%，居全省前列。

重点突破 产业集群成势

“风光”等绿电蓬勃发展的同时，还

带动风电、光伏装备制造企业沿链聚

合、集群成势，新产业加速涌现，为东营

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在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

东润马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

车间内，2 条流水线上的太阳能电池片

在 AI 智能控制分配下，历经切割、串焊、

叠焊、层压等 20 多道工序后，变身为一

块块蕴藏巨大能量的光伏板。

“我们是一家与光伏制造息息相关

的企业，致力于太阳能单晶硅 P 型/N 型

电池、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同

时，涉足光伏电站的规划、设计、安装及

服务。”山东润马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市

场经理说道，“得益于技术创新和应用

创新，公司主营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

据一席之地，而且出口到了巴西、荷兰

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润马光能是东营市光伏产业的一

个典型代表，除此以外，还有不少企业

生产能力在行业内达到领先水平。东营

颖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省内较大

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光伏组

件制造企业，生产的兼容性强、转化率

高、应用范围广的光伏产品备受市场

青睐。

近 年 来 ，东 营 市 以 光 伏 组 件 为 核

心，形成“硅料—硅片—电池片—光伏

组件—储能设备”的产业链条，产品主

要集中在产业链中下游，光伏组件产能

达到 2.58 吉瓦/年。

此外，东营市还在钙钛矿电池领域

积极布局，招引山东永颖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100 毫瓦钙钛矿光伏电池智能生

产线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省内率

先开发的钙钛矿电池智能生产线，通过

溶液涂布工艺，生产钙钛矿组件，达到

100 毫瓦钙钛矿电池产品的生产能力。

光伏产业发展势头迅猛，风电装备

产业同样动力充沛。在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标准规划建设 6 平方公里海上风

电装备产业园，签约落地上海电气、中

船海装、金雷股份等头部企业投资项目

35 个，总投资 268.5 亿元。20 个项目已投

产运营，已经搭建起一条涵盖主轴、轮

毂、底座、轴承座等核心部件，叶片、塔

筒、单桩、套笼等关键部件，再到风电整

机组装的产业链体系。

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联动

效应。在产业园的东营天能重工有限公

司塔筒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生产线

上有条不紊地作业着，加紧赶制订单。

700 多吨的塔筒一经出厂，便可通过模

块车直接运输到距离仅 200 米的风电设

备专用码头堆场。目前，堆场内排列着

50 余套海上风电装备，准备出海。

在码头的光伏平台拼装场地，工人

们正在对钢桁架进行分段拼装、焊接等

施工。在桁架拼装完成区域，工人将光

伏组件运输至桁架上，一个由 780 块光

伏板拼装组成的光伏平台雏形初现，矗

立在旁的 1250 吨履带吊正蓄势待发，等

待将光伏平台运输至码头前沿，发往施

工海域现场⋯⋯

海上风电专用码头经过 2 年建设，

新建 2 个一万吨通用泊位，可满足 150

套风电装备装船出海。目前，产业园的

生产计划与港口的运输能力逐步实现

匹 配 。码 头 自 2024 年 7 月 正 式 运 营 以

来，已经先后完成了塔筒、风电单桩套

笼的吊装运输作业任务，已经实现了由

园区的生产、运输、吊装作业到最后的

装 船 出 海 的 整 个 过 程 ，形 成 了 一 个

闭环。

在废弃风电叶片的回收与无害化

处理方面，东营引进的山东龙津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实现了废弃风机叶片循环

再利用，补充了风电产业链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最后一环。

储能助力 优化产业生态

在利津滨海新区（刁口乡）俯瞰，一

个个整齐排列的白色集装箱格外引人

注目，不远处供电铁塔和输电装置将其

连接在一起。

“这些白色集装箱就是储能电池，

本项目一次充电可储存约 100 万千瓦时

电量，可满足约 15 万户居民一天用电需

求。”东营津辉一期 500 兆瓦时/1000 兆

瓦时储能项目负责人说道。

项目是全国单体容量较大的电化

学独立储能电站，在电网调配下，可大

幅增加用电高峰时的供电能力，并有效

解决绿电上网断面不足、输送容量受限

等问题，年消纳新能源电量约 5.12 亿千

瓦时，保障新能源利用率在 98%以上。

储 能 一 头 连 着 供 给 、一 头 连 着 消

纳，中间需要发挥好电网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近年来，国网东营供电公

司加快各级电网规划建设，攻坚推进渤

海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前期手续办理，

加快推进海口间隔扩建工程建设和富

国到裕民、海口到新孤 2 项配套电网工

程建设，提升电网消纳新能源能力。同

时，深化“清风暖阳”新能源并网服务行

动，有力保障了山东能源集团海上风

电、风光大基地华润财金光伏等项目顺

利并网发电。

“随着集中式新能源场站的大规模

开发投运，发电侧和用电侧出现平衡困

难，新型储能技术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作为提高系统运行稳定性、调整频率、

补偿负荷波动的一种手段。”国网东营供

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道，“积极推动储能项目建设，能够增加

系统调节手段，更好提升 电网消纳能

力，促进源网荷储协同发展。”

目前，东营市以锂离子电池为代表

的电化学储能项目初具规模，已建成储

能项目 10 个，装机规模 114.9 万千瓦，规

模居全省前列。

储能快速发展的背后，一方面，是

绿电消纳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是得

益于东营市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近年

来，东营市将促进储能产业高质量跃升

发展作为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

要抓手，积极创建国家新型储能实证

基地，全力打造链条完整、配套齐全

的新型储能产业集群，不断擦亮“山东

东营——绿色储都”的亮丽名片。

目 前 ，全 市 电 解 液 生 产 企 业 达 到

6 家，胜华新材是国内具有 5 种电解液

溶剂、7 种电解液添加剂和电解液溶质

生产资质的公司，是全国规模较大的锂

电池电解液材料供应商。胜华新材和海

科新源的锂电池电解液溶剂全球市场

占有率超 60%。

在电池正负极方面，彩客化学生产

的高性能磷酸铁可用作正极材料，具备

年产 5 万吨的生产能力；亿维新材料的

针状焦碳材料可用于生产石墨电极和

电池负极材料；胜华新材建设的年产

1000 吨硅碳负极材料生产线正在试运

行；合盛铜业生产的 8 微米和 6 微米高

性能锂电池用电子铜箔，已配套比亚

迪、宁德时代等锂电池头部企业。

除此以外，国瓷公司的高纯超细氧

化铝和勃姆石、中芳特纤公司的芳纶可

作为锂电池隔膜高端涂覆材料；利华益

正在建设的聚丙烯项目，可为隔膜提供

基础材料。签约山东巨电新能源公司的

大容量固态聚合物锂离子电池项目，将

完善锂电产业链中电芯生产的环节。昆

宇电源生产的超薄叠片式磷酸铁锂储

能电池产品在国内占有率已达 15.6%，

通讯基站储能业务出货量长期保持全

球领先地位。

（数据来源：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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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中船海装年产 120 万

千瓦海上风电机组装备总装基地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

在进行海上风电机组的装配

在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东润马光能科技有限

公司数字化车间，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太阳能光伏组

件订单

山东金雷新能源重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

们正在进行海上风电设备主要部件的生产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州路能源站

东营港渤中海上风电东营港渤中海上风电 AA 场址项目风电机组稳定运转场址项目风电机组稳定运转，，一台台百米高的风一台台百米高的风

电机组迎风矗立电机组迎风矗立，，风电机叶片悠悠旋转风电机叶片悠悠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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