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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扶贫的“若干问题” 



光伏扶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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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伏扶贫的意义是什么？ 

光伏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是推进

产业扶贫的有效措施，是造福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民生工程。 

光伏扶贫项目开启了扶贫开发由“输血式扶贫”向“精准

扶贫”的转变，一次投入、长期受益。从光伏产业角度看，实

现了拉动产业发展、光伏应用与农村资源的有效利用。 

2、光伏扶贫如何让贫困户受益？ 

一是通过扶贫资金投入，帮助贫困户建设光伏电站，产权

和收益全归贫困户所有;贫困村建设光伏电站，收益用于村级

公益事业等支出，贫困户间接受益; 

二是建设大型地面集中光伏电站和现代光伏农业，通过流

转土地、收取光伏扶贫基金、参与分红等方式，与贫困户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 



扶贫项目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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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光伏扶贫的项目类型主要有4种，分别为：户用扶贫光伏项目、 村级扶贫光伏电站、光伏农业大棚扶贫、 地面集

中扶贫光伏电站 

1)户用扶贫光伏项目 

利用贫困户屋顶或院落空地建设3-5kW的发电系

统，产权和收益均归贫困户所有。 

2)村级光扶贫伏电站 

以村集体为建设主体，利用村集体的土地建设100-

300kW的小型电站，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收益由村

集体、贫困户按比例分配，其中贫困户的收益占比

在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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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伏农业大棚扶贫 

利用农业大棚等现代农业设施建设的光伏电站，

产权归投资企业和贫困户共有。 

4)地面集中扶贫光伏电站 

利用荒山荒坡建设10MW以上的大型地面光伏电站，

产权归投资企业，企业捐赠一部分股权，股权收益

分配给贫困户。 



光伏扶贫的“若干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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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电能力参差不齐，部分达不到收益要求。在验收的扶贫电站中，按照建设地点多年平均辐照水平，75%的电

站如果后期运维得当，并能正常上网，多数电站可以实现预期的收益。检查过程中还了解到，有些电站在某些情

况下所发电不能正常上网。 

2、设计过于粗放，阵列间距设计不合理、站址选择不当，包括电站建设在低洼处，存在泥石流、滑坡风险等，以及

阵列间距设计不合理，而设计问题在完工后很难整改。 

影响发电性能因素 

遮挡 站址选择不当：树木、房屋遮挡，地形地貌遮挡。 

阵列间距设计不当：土地紧张，为了多装，牺牲间距 

运维能力跟不上：杂草遮挡，灰尘遮挡，鸟粪遮挡 

施工质量 施工队伍不专业，未按照图纸或施工标准施工；未按
照最佳倾角进行施工；施工质量较差，安装倾角偏差
较大。 

设备质量 组件、逆变器、并网设备质量、性能较差，故障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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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键设备、原辅材料选型依据不充分。组件、

逆变器厂家及规格型号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

不利于后期维护。 

4、施工质量参差不齐，影响发电性能及安全性能，防

雷系统、过流、过压保护系统故障，导致严重火灾事故。 

5、电网接入问题。电网承载能力弱，变压器容量低，电站建成后不具备并网条件，无法及时并网；电网电压波动

大或者电网电能质量较差，造成逆变器与电网不匹配易造成脱网，影响发电量；并网点开关选配不合理，造成经常

性跳闸，致使逆变器无法并网。 



光伏扶贫设计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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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伏扶贫项目建设用地难。光伏扶贫项目选址多利用村镇自有集体土地，土地多为沟壑交错、多种朝向或多种

坡度坡面的荒地、山地等，村级扶贫项目分布较为分散，项目用地选址持续时间较长，地形地貌情况较多，导致设

计方案多样，用地范围不断调整导致设计方案跟随现场调整，基本都需要多次调整排布方案，影响出图节奏。 

2、扶贫项目设计现场勘测难。扶贫项目场地分布较为分散，交通不方便。若在有限的时间内踏勘完所有的扶贫地

块，持续时间较长，且地形地貌复杂地块勘测难度也较大，且勘测容易遗漏。 

5、扶贫项目电网接入难。一般农村电网承载能力弱，变压器容量在200~300kW左右，接入条件不佳，往往会出现

电站建成后不具备并网条件，无法及时并网；光伏场区工程建设速度较快，接入点位置不够明确，导致逆变器、汇

流箱位置安装和电缆敷设路径选择难以确定；无电力接入方案，设计无依据，担心并网验收环节不满足要求。 

3、扶贫项目设计资料收集难。扶贫项目较为分散，且工期紧张。施工队伍从选址到开工建设持续时间较短，施工

队伍不能在设计要求的时间内提供红线图，地形图，地质勘察报告，接入方案或接入意见。往往会因为设计资料不

全而导致设计返工情况频繁出现，严重的会影响设计方案出现颠覆致使项目施工出现返工废材等情况。 

4、扶贫项目工期紧张。扶贫项目从单位中标到工程并网，往往时间会非常紧张。留给设计、工程、采购等部门的

时间不够充分，往往会导致项目设计方案论证力度不足，设计优化力度不够，致使设计方案粗放，纰漏严重会导致

部分项目出现返工情况或项目电站质量不高。 



扶贫设计难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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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扶贫项目现场实地勘察 

扶贫项目实地勘察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于地形地貌比较平坦的光伏场地，了解项目用地范围，周

围遮挡情况，是否有树木、房屋、坟墓、文物、矿藏等。并了解

项目电力送出路径、电网接入条件、村落变压器容量等。 

2）对于山地项目观察山体的山势走向，是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

向?山体应是东西走向，必须有向南的坡度。另外，周围有其他

山体遮挡的不考虑。可以按两个山体距离高于山体高度3倍以上

来粗略估计。 

3）山体坡度太大的一般不考虑。山体坡度太大，后续的施工难

度会很大，施工机械很难上山作业，土建工作难度也大，项目造

价会大大提高。 

4）基本地质条件。虽然准确的地质条件要做地勘，但可以大概

目测一下，最好目测有一定厚度的土层。也可以从一些断层或被

开挖的断面，看一下土层到底有多厚，土层下面是什么情况。 



 

       南京东送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8 

扶贫项目实地勘察需要关注土地性质： 

 1）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基本农田、基本林地等不可用于光伏电站建设，勘察时应关注光伏选址的土地性质； 

 2）扶贫建设场地按照规划要求，不得压覆矿，涉军事、文物、保护区、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地； 

 3）光伏项目占地大，要核实可用土地的面积满足装机容量要求，扶贫场地不要是狭长或者其他特殊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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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项目实地勘察需要注意场址的大气质量： 

需要了解扶贫建设场址附近的大气质量，是否有盐雾、雾霾、云层较厚等情况，也要通过相关设计软件，

了解当地的气象数据。 

雾霾严重 常年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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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项目实地勘察需要注意电网接入情况： 

1）了解扶贫项目附近中低压电网分布情况，各村点变压器的容量情况及变压器位置分布情况。 

2）了解当地电网接入政策，并对村级扶贫电站的接入电压等级、接入方式与当地电网人员打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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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扶贫项目设计方案解析及建议 

对于地形地面都较好的平原地带，光伏扶贫设计只用按照大型地面电站的设计要求和规范标准进行设计。

我们这里更多的讨论一下山地扶贫电站的设计解析，山地电站设计难度更大，情况也很复杂。 

1、发电量最大化的阵列倾角与方位角设计 

阵列倾角、方位角是影响光伏电站发电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针对不同的地形选择事宜的阵列倾角和方

位角至关重要，因此对地形进行了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给出不同的倾角与方位角的选择建议，分别为： 

1) 坡度为3%以下的缓坡或平坦地形时，方位角

为0°，倾角取最佳倾角，同时为减少场平费用

及保护环境，一般东西向相邻的方阵的基准标高

会设置一定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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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南、正北向坡时需区别对待，对于北坡，在北纬30°-40°地区，建议坡度不超过5°-10°，其它情况一般应尽量

避免布置光伏方阵;南坡是有利坡形，可以减小阵列布置间距，提高单位面积的组件容量，组件应按照朝向正南、东西

向水平布置，即方位角0°，倾角取最佳倾角。考虑到适用于山地项目施工的履带式液压打桩机打桩爬坡角度限值在

25°-30°，应优先考虑坡度小于限值的区域。 

3)对于正东、正西、东南及西南坡向的坡面，除考虑

坡度小于25°-30°外，光伏阵列应南偏东或西一定

角度(可选择10°-30°)布置，能够获得更高的发电

量。以下为某电站的不同方位角设置的发电量对比案

例。 

由表格对比数据可以看出南偏东一定角度的布置方式能够获得更高的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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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具地形适应性的支架形式的选择设计 

山地地形主要特点是存在不同朝向的坡，且坡度变化比较大，甚至部分区域存在较深的沟壑或山丘，因此，

支撑系统的设计应尽量“化整为零”及“变刚为柔”，以提高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对此采取了以下几种设计思路： 

(1)变长支架为短支架; 

(2)使用更具地形适应性的支架形式：单排桩支架且立柱

高差可调节、单桩固定支架或仰角可调式跟踪支架; 

(3)可克服柱间崎岖不平的大跨度预应力索支架。 

单桩单排组件支架 独立桩固定支架 

单桩双排组件支架 预应力索支架 螺旋状基础形式 微孔灌注基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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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灵活的线缆敷设方式选择 

山地地形主要特点是存在不同朝向的坡，且坡度变化比较大，甚至部分区域存在较深的沟壑或山丘，因此，

支撑系统的设计应尽量“化整为零”及“变刚为柔”，以提高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对此采取了以下几种设计思路： 

实际情况：在丘陵、洼地、山地等复杂地形及水上光伏电站中，

由于地形、地质、地貌及水文情况复杂多变，电缆沟开挖难度增

大、站区地表破坏严重、回填工程量增加，若全部采用常规的直

埋或桥架线缆敷设方式，整体施工难度加大，严重者还会造成工

程质量隐患。右图为某山地光伏电站和水上光伏电站线缆敷设图。 

解决方案：针对此种复杂地质、地形的光伏电站，提出托索式电

缆敷设方法，能一定程度缓解施工方面的难度，并很大程度地降

低敷设成本。右图为托索式线缆敷设方案 

托索式线缆敷设具有以下特点： 

(1)结构简单、施工速度快; 

(2)线缆敷设不受地形影响、敷设路径短、不破坏电站的生态环境; 

(3)施工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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