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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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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转化效率已从实验室的6%发展到如
今产业化的23%。目前，光伏已成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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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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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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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站上“时代C位”，未来或成第一大能源

中国沙漠光伏有多牛？
发电量相当于20个三峡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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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叶子
怎么进行光合作用

秋天，当温度下降，白天变短
时，植物会感觉到冬天的到来，开
始减少对叶子的供给。这样，叶子
中的叶绿素就会逐渐降解，失去
绿色。同时，叶子中还存在其他色
素，比如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类
胡萝卜素能够反射黄色和橙色光
波，花青素能够反射红色和紫色
光波。

那红色叶子还能进行光合作
用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红叶子
中没有了叶绿素，但花青素也能
吸收部分太阳光，并且将其转化
为化学能。不过，花青素效率比叶
绿素要低得多，所以红叶子的光
合作用速度也会大大降低。这也
是为什么植物会在冬天前将叶子
上的营养物质回收到茎干和根
部，以便储存起来。

为什么哭完后
会觉得很累

因为哭泣是一种情绪的释
放，它会消耗我们的体力和精力。
哭泣时，我们的身体会释放肾上
腺素和皮质醇。因此，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肌肉紧张，这些都会消
耗能量。同时，这两种激素会促使
体内的糖和脂肪加速分解，消耗
体力。

另外，相比于安静情况，哭泣
会调动更多肌肉，比如胸部、下
巴、喉咙内部肌肉的运动，以及整
个躯体的紧张，这些过程都会消
耗能量。当然，哭泣也会影响呼
吸，导致缺氧和二氧化碳积累，使
我们感到头晕和乏力。

为什么牛排可以三分熟
猪排不可以

从安全角度来说，牛肉最常
见的细菌是大肠杆菌，这种细菌
主要存在于牛肉表面，所以只要
把表面加热到71°C以上就可以
杀死它们。而且大多数大肠杆菌
对人体是无害的，只有少数变异
型会引起食物中毒。

而猪肉最常见的细菌是沙门
氏菌和寄生虫(如旋毛虫)，可能
存在于猪肉内部，所以必须把猪
肉加热到75°C以上才能杀死它
们。这些细菌和寄生虫对人体都
是有害的，会引起严重的腹泻、发
烧和肌肉疼痛等症状。

当然，这并不是说牛肉就一
定安全，猪肉就一定危险，凡事都
没有绝对。在食用任何肉类之前，
都要注意检查肉的新鲜度、颜色
和气味，以及使用干净的刀具和
砧板，避免交叉污染。

热带硬壳海藻
让珊瑚“窒息”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期发
现，近年来在加勒比等热带海域，
出现了威胁珊瑚生长的藻类，它
们在珊瑚和海绵上形成一层硬质
外壳，使下面的生物窒息。

这种名为PAC的藻壳正在
世界各地的珊瑚礁上迅速扩张并
杀死珊瑚，甚至慢慢改变整个生
态系统。

先前研究发现，藻类可以通
过阻挡阳光、物理磨损以及产生
有害的化学物质，慢慢危害珊瑚
生存。 据《把科学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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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瞰库布其沙漠腹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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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

“绿电”20亿度，节约标煤68万吨。
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在库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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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建
设存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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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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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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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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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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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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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199年年，，建建在在库库布布齐齐沙沙漠漠的的骏骏马马光光伏伏电电站站通通过过了了吉吉尼尼斯斯世世界界纪纪录录认认证证，，成成为为世世界界最最大大的的光光伏伏板板图图形形电电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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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于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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