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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光伏储能发电与生态减碳和增汇技术研究”项目成果达国际先
进水平

 3月25日，由黄河公司牵头承担，国家电投集团青海光伏产业创新中心、西安理工大学参与完成的青海省重大科技
专项项目——“大规模光伏储能发电与生态减碳和增汇技术研究”顺利通过青海省科技厅验收并完成成果评价。专家
委员会在审阅资料、听取汇报的基础上，经过质询和讨论，同意项目通过验收，一致认为该成果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标志着黄河公司在推进清洁能源发展与减碳增汇共赢方面探索出新模式，将为实现中国“3060”目标、青海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作出积极贡献。

 该项目依托卫星定量遥感、多光谱无人机、涡度相关法、自动箱式法等多种先进观测技术，创新性地构建了一套适
用于光储电站的天空地一体化碳汇监测体系，提出了配套技术方案与标准，并针对性地建立了DPSIR生态评价指标体
系，可实现对光储电站生态系统碳汇的高精度、动态化监测和分析，以及对电站运行过程中生态效应的系统评估。同
时，项目融合过程机理模型与深度学习技术，建立了适用于光储电站生态系统碳通量及碳储量精准预测的模拟方法，
能够定量揭示碳汇的长期演变趋势。

 “验证表明，光储电站的生态和碳汇效益十分显著，电站内土壤有机碳储量相比本底值增加了8.6%，植被碳密度相
比增加了28.5%，每年碳汇强度在60克碳每平方米以上，并且多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仍具有较
强的碳汇潜力。”项目技术负责人、黄河公司高原生态研究中心马鸿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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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项目成果已成功应用于黄河公司共和光伏产业园区，通过建设大规模光伏储能综合能源智慧利用系统，实
现了电站碳汇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实时监测，指导了生态友好型建设模式的推广应用，显著提升了能源产出与生态保
护的协同效益，具备在其他生态敏感区广泛推广应用的巨大潜力。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9件、实用新型专利5件，发表
相关论文17篇，其中SCI/EI检索论文7篇，主导制定相关技术标准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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