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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有序推动储能发展，来

自江苏的经验值得借鉴。

夯实应用基础
江苏是我国新型储能应用的先行

者和领军者，2018年镇江东部建成

101兆瓦/202兆瓦时电网侧储能电站

集群，2019年启动近400兆瓦/700兆

瓦时的第二批电网侧储能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江苏已投运电网侧电化学

储能项目容量超过200兆瓦/400兆瓦

时，并保持安全运行记录。

作为江苏地区电网侧储能建设应

用的重要参与方，国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国网江苏电

力”）近年来不断推动新型储能规

划、设计、建设、运行等方面的技术

和管理创新。特别是针对以磷酸铁锂

电池为代表的电化学储能安全运行难

题，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攻关，研发应

用了储能电站火灾智能预警系统、基

于模组保护的电池舱细水雾灭火系统

等系列技术装备，为新型储能技术的

大规模工程应用作出了富有建设性意

义的探索。

此外，国网江苏电力牵头发布了

国内外首个锂电储能消防专项标准

T/CEC 373-2020《预制舱式磷酸铁

锂电池储能电站消防技术规范》，对

储能设备、电池舱的防火设计和储能

电站的站址选择、防火隔离、消防给

水、施工验收、运行维护等初步形成

随身携带充电宝，可以缓解手机

的电量焦虑，用“超大号充电宝”储

能为电网充电，则能在电力供应不稳

或电力需求激增的情况下，助力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这种灵活调节、及时

响应、安全保障的能力，正是发展储

能的意义所在。

今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指出，“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

期、窗口期，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型电力系统。可以想见，随着海

量新能源接入电网并逐步转变为主力

电源，其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的

特征也将为电力系统格局带来深远影

响。储能，尤其是新型储能技术必将

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随着电力系统的新能源接入规模和占比持续增加，电网需要更灵

活、更坚强、更安全的储能技术做“压舱石”。

打造升级版“充电宝”
文／孙磊   肖鹏   黄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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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舱石”。

相比于抽水蓄能，以电化学储能

为代表的新型储能技术具有响应速度

快、能量密度高、综合效率优、建设

周期短等优点，且在规模和选址方面

高度灵活，适宜建设于江苏等新能源

丰富、用电负荷大、人口密度高、土

地资源集约的地区。为了应对海量新

能源接入对电网的冲击、强化电网灵

活调节能力，新型储能大有可为。

但新型储能能效的充分发挥，有

赖于技术进步和政策创新。技术方

面，目前以电化学储能（尤其是锂离

子电池）为代表的新型储能技术，在

电池型式设计与成串成组、运行管理

与状态监测、寿命预测与风险诊断、

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置，以及储能电站

通信架构、控制方式、出力策略等领

域，均存在尚需深入研究的课题。而

电化学储能本身形式多样，包含了锂

离子电池、铅酸电池、液流电池、钠

硫电池等相对传统的技术路线和固态

电池、水系锌离子电池等相对新颖的

技术路线，不同路线之间的性能、成

本和安全差异，进一步延展了电化学

储能的研究探索空间。此外，氢储

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其他

新型储能技术仍在不断发展。但受技

术成熟度等多方因素限制，在未来数

年内，储能工程化应用的主要选择仍

将是电化学储能。

政策方面，针对储能电站立项规

划、投资建设，包括电网公司在内的

各级相关规定正在逐步出台完善，以

积极引导储能合理发展，力求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与新能源搭配调控是当

系统化规定，填补了电化学储能消防

标准的空白。

除了工程应用最广泛的电化学储

能，国网江苏电力还积极探索并应用

多种新型储能技术，超级电容器就是

其中之一。2019年以来，来自国网

江苏电科院的专业骨干聚焦攻关电压

暂降、谐波消除等“卡脖子”难题，

创新研发了基于超级电容的微储能系

统，并于2021年成功应用于南京虎桥

变电站。

力求发挥调节实效
“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加

大了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速度，

新能源已经成为低碳发展、零碳发

展、乃至负碳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电源侧看，江苏省地处我国东

部沿海地带，近远海风能、太阳能资

源丰富，初步预计近海风电可开发容

量超过1000万千瓦，远海风电可开发

容量超过3000万千瓦，光伏可开发容

量超过7600万千瓦。

从消费侧看，电能占终端消费的

比例不断上升是大趋势，以新能源汽

车为代表的新兴用电负荷对电网的影

响日益显著，无序充电甚至可能导致

电网“峰上加峰”。

从电网侧看，新能源接入电网的

规模和占比持续增加，对电网的消纳

能力、调节能力、配置能力提出了更

严苛的要求，电网的形态变革只会加

深、不会减缓。

新形势呼唤新办法，面对能源结

构的深刻转型，电力系统需要更灵

活、更坚强、更安全的储能技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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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型储能政策体系的建设，仍是

一个任重道远、久久为功的过程。

海量新能源接入与新型储能技术

大规模应用，必将使电力系统格局发

生革命性转变。目前，大变革方兴未

艾，电网公司、发电企业、装备制造

企业、用户等市场重要参与方，还应

珍惜形势、稳健施策，以高质量的制

度建设、技术创新、产品输出和工程

实践，合力推动储能生态完善，让储

能技术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能源结

构转型切实发挥应有作用。

前储能应用的热点场景，但当务之急

仍是明确细化具体建设配比和交易方

式，凝聚业内共识，将局部政策、工

程经验推广为全局政策和规程规范，

尤其是分布式光伏与储能搭配的技术

路线、价格机制、管理办法等仍待推

动和探索。此外，电网侧储能电站的

建设成本尚未纳入输配电价，储能电

站的管理体系尤其是消防验收等涉及

安全生产的关键制度尚不健全。但是

从应用形态来看，近期兴起的“共享

储能”尝试将不同属性的储能电站协

调控制，最大限度储能的调节能效，

是储能运行机制方面的有益创新。总
（作者均供职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
公 司）

位于江苏镇江的五峰山储能电站，可实现调
峰、调频、调压、紧急控制、新能源跟踪等
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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