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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以山川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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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优越的地势条件、丰富的盐穴资源以及多元

的储能路线，泰安聚力打造千万千瓦级“储能之

都”，构建新型多元储能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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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泰安市，一座因山得名的城市，寓“国泰民

安”之意。泰安背倚泰山，面朝汶河，这里曾孕育了繁盛

的大汶口文化，“登泰山而小鲁”更是流注进华夏文明的

基因。

地处鲁中山区的泰安，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拥有

多种地貌类型：山地、丘陵、平原、湖泊。优越的地势条

件、丰富的盐矿资源，以及多元的储能路线规划，为泰安

比小、装机容量大等优势。

在泰山西南麓，距泰山主入口处9千米，一座电站依山

而立、气势恢宏，汩汩清泉正通过输水管道从248米落差

的大河水库流进上水库，在山水之间积蓄着能量，呈现出

“山间一平湖”的壮阔景象。

抽水蓄能作为一种电能储存转换设备，在电网低谷

时，机组消耗电网多余的电能，将水由下库抽到上库储存

成为千万千瓦级“储能之都”积蓄着力量。

       “山间平湖”
泰山的水系十分发达，山体总储水量达30亿立方米，

造就了泰山“山多高，水多高”的特点，其间山泉密布，

河溪纵横。因此，作为全省电网的负荷中心、陇电入鲁的

落地点，泰安发展抽水蓄能具有地质稳定、上下水库距高

起来；当电网用电高峰或紧急情况下，机组利用上库储存

的水发电满足用户用电需求。

抽水蓄能电站是传统储能方式的代表，这也是泰安建

设千万千瓦级储能基地的先行优势。泰山抽水蓄能一期工

程作为山东省第一座、全国第四座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

容量100万千瓦，具有超大容量、系统友好、经济可靠、生

态环保等优势，投运16年来，在保障电力供应、确保电网

安全、促进新能源消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近三年来，为应对新能源发电的井喷式增长，泰山抽

水蓄能一期承担了主要消纳任务，发电量从2019年的4.69

亿千瓦时上升到2022年的11.46亿千瓦时，储能综合效率近

80%，满足了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对储能的巨大需求。

当前，作为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重点项

目的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建设中，总装机容量180

万千瓦，力争4年内实现首台机组发电。建成投产以后，每

年可提供清洁电力18亿千瓦时，替代标准煤54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140万吨。同时，泰安积极探索布局中小型抽水蓄

能电站，待全部建成后，抽水蓄能总容量将达到500万千

瓦，成为华东地区名副其实的重要抽水蓄能基地。

       盐穴储气
在地上，高低错落的群山造就了泰安传统储能的发

展；在地下，丰富的盐矿资源，让泰安在储能新赛道上抢

占先机。

Geography ／ 能源地理

泰山抽水蓄能一期工程是山东省第一座、全国第四座抽水蓄能电站，
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摄影 / 马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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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山东省地矿局报告发现了大汶口

盆地盐矿。根据当时的记载，该盐矿总面积为36.44平方

千米，横跨泰安市岱岳区和肥城市，1986年探明储量为

75.21亿吨，埋藏深度为750～1700米，氯化钠平均含量

86.76%，最高达98.99%，为山东省仅有的大型陆地岩盐矿

床。

自2011年开启大规模开采以来，盐化工产业蓬勃发

展，但盐矿资源大面积开采后，形成了约1500万立方米密

闭良好、性能稳定的地下闲置盐腔，成为泰安盐矿产业亟

待突破的“瓶颈”。随着储能技术的发展，泰安借盐穴储

能这一新技术将闲置的盐穴“盘活”。

据了解，在泰安大汶口盆地，多年的盐矿开采形成了

容积巨大且密闭性较好的采空盐腔，使其成为天然的能源

存储密封罐，可进行储气、储能和采盐综合开发。由于盐

穴特有的蠕变性，即使腔体产生裂缝，天然矿盐遇水融化

再凝固后，也可使裂缝自愈，这便使得盐穴具备了良好的

密闭性和自愈性。

利用压缩空气发电是泰安探索创新型储能的生动实

践。在用电低谷时，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利用电能对常

压空气进行压缩并将其储存在地下盐穴中，同时将压缩储

气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回收；在用电高峰期或者用电紧张的

时刻，地下盐穴的高压空气会被释放，携带储存的热量一

起推动膨胀机做功并带动发电机发电。

依托良好的资源，泰安大力发展盐穴储能。2021年9月

23日，肥城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1号发电机启动运行，标

志着国际首套盐穴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发出第一度电，

填补了国际无补燃压缩空气储能的技术空白。

为确保项目如期投运，国网泰安供电公司超前部署、

精心组织，成立并网发电服务队并建立了每日工作调度、

每周现场服务的工作机制，确保省、市、县三级“纵向联

动”协调到底，公司、政府、业主三方“横向拓展”服务

到边，共同助力项目安全高效推进，为建设盐穴压缩空气

储能电站提供了充足的电力支撑。

目前，肥城压缩空气储能二期300兆瓦项目、山东泰安

“泰安是个好地方，盐矿资源丰富，埋深适中，除

了开展盐穴压缩空气储能以外，地下盐穴还可以用来储存

天然气。从地质角度看，泰安有潜力成为山东省的储能中

心，能够储气、储油、储电，将会对山东的能源转型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

2×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创新示范工程一期350兆瓦项

目相继开工建设；依托大汶口盆地盐矿资源还规划了中电

建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等一批储能项目。未来，泰安将以此

为契机，携手能源领域建设“国家队”，大规模建设300兆

瓦级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研究所研究员杨春和在山东泰安2×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

能项目可研评审会上说道。

   

    “泰山锂谷”
为壮大储能产业体系，推动储能高质量发展，泰安

Geography ／ 能源地理

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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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延长链条发展多元储能。其中，锂电作为储能细分产

业，发展前景广阔。泰安紧扣新型工业化主线，以“聚力

千亿级锂电产业集群，打造泰山锂谷”为战略目标，拓宽

锂电产业，以锂电正负极材料、锂电池整装与回收、节能

环保装备为主，着力构建“锂精矿加工—基础锂盐—正负

极材料—电池组件组装—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

产业链条，聚力打造“泰山锂谷”。

当前，锂电储能是电化学储能的主要技术路线，具有

能量密度高、综合效率高、成本下降潜力大、建设周期短

等特性，未来潜力巨大。

泰安加快推动产业链从“零”到“链”的突破和从

“链”到“群”的提升，形成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和溢出

效应，打造具有泰安特色的锂电产业集聚品牌。

泰安锂电产业起步于2010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

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布局了19个延链补链项目聚集。在

“泰山锂谷”产业园内，锂电企业已发展到15家，通过链主

企业带动，补链延链强链，设立科技孵化器、中试基地等，

聚集了一大批锂电产业人才，形成了产业链条相对完善、集

聚优势较为明显、产业规模迅速扩张的产业集群。

其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连续三年稳居全省第一位，主要产品的国内市场占

有率达到20%以上。目前，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具有年

产2.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和年产1万吨电池级氢氧化

锂生产线各一条，正在建设年产3万吨的锂盐生产线。项目

建成投产后，总锂盐产能将达到6.5万吨。

一个又一个的能源项目落地生根，共同构建起泰安

以盐穴储能、抽水蓄能为支撑，电化学储能、制氢储能、

储热储气为辅的多元储能系统，泰安千万千瓦级“储能之

都”正在崛起。

Geography ／ 能源地理

肥城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1号发电机启动运行，标志着国际首套盐穴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发出第一度电。（摄影 / 崔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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