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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光伏的未来

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发布新的分析报告《光伏的未来》，

敦促各国政府降低政策、经济、监管和技术壁垒，使全球

太阳能装机量在2018年达到480ＧＷ，2030年达到2.84ＴＷ，

2050年达到8.5ＴＷ，全球才有机会抵御最严重的全球性气

候变暖问题。而若要达到2050年全球装机8.519TW的目标，

就需要将太阳能年新增装机速度从2018年的94GW提高到

到2050年的每年372GW。届时太阳能装机量将从2018年的

2%增长到2030年的13%再到2050年的25％。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一、概述-国内光伏现状



一、概述-省内光伏现状

国家政策

地方政府
大力支持

项目在地居民

光伏企业支持

截至6月30日,全省光伏装机达到534.6万千瓦。



二、设备选型-组件

156.75mm、158.75mm、166mm、18xmm、210mm……光伏硅片市场上已然形成了多规格并存的技术格局

封装生产

BOS成本

安装、施工

运维、监控

单瓦成本降低



二、设备选型-逆变器

优选：质量好、效率高、系统友好、智能运维、安全可靠产品；

1500V 技术有利于提升光伏发电系统效率，降低系统成本。



二、设备选型-电缆

比较项目/方案 铜芯电缆 铝芯电缆

 
技术、标准

优点
导体采用纯铜，技术成熟，使用范围

广泛，标准体系完善。
 

缺点  标准体系较完善，使用范围和技术成
熟度较铜芯少。

物理性质
优点

延展性好，便于加工和安装，强度高，
抗疲劳

抗氧化，耐腐蚀。

缺点  柔性，机械强度较差

 
导电率与载流量

优点
铜芯电缆的电阻率低，铜芯电缆的电
压降较小，载流量大，能耗也小。

 

缺点  铝芯电缆的电阻率较高，在相同截面
情况下，电压降大，载流量小。

 
短路热稳定能力

优点
铜电缆热稳定系数C为13700，热稳定

能力好。
 

缺点  

铝芯电缆热稳定系数C约为9000，通
过相同的短路电流，并且短路持续时
间相等的情况下，铝芯电缆的截面必

须为铜电缆截面的1.5倍以上。

电缆终端

优点
铜芯电缆采用纯铜电缆终端，避免了

在发电过程中发热问题。
 

缺点  

铝芯电缆需采用铜铝过渡电缆终端，
且截面更大，工作电流增加，在发电
过程中，容易在连接点发热而产生电

气故障。

 
重量

优点 施工工艺成熟，相应的配件齐全 比重小，相对较轻，便于运输和安装。

缺点 铜的重量大，施工难度相对偏大
铝芯电缆的需要的外径大于铜电缆。
施工工艺较难，配套附件要求高

价格
铜杆是铝杆价格的3.5倍，铜比重为铝
的3.5倍，导致铝芯电缆价格比铜芯电

缆便宜很多。



二、设备选型-支架

项 目 固定式 斜单轴跟踪方式 双轴跟踪方式
固定倾角
可调式

平单轴
支架方式

发电量（%） 100 117 125 105% 110%
占地面积（万m2） 2.2 4.6 4.9 2.2 2.6
支架造价（元/Wp） 0.4 1.0 2.5 0.5 0.7
支架费用（万元） 100 100 250 125 175

估算电缆费用（万元） 240 400 420 240 340
直接投资增加（%） 100 110 124 107 110

运行维护 工作量小 有旋转构件，工作量较大 有旋转构件，工作量更大 工作量小 有旋转构件，工作量更大

支撑点 多点支撑 多点支撑 单点支撑 多点支撑 单点支撑

板面清洗
布置集中，清洗方

便
布置分散，需逐个清洗，清洗量

较大
布置分散，需逐个清洗，清洗

量大
布置集中，清洗方便

布置分散，需逐个清洗，清洗
量大



三、设计优化

1.阵列间距

2.固定式支架倾角二次优化

3.阵列方位角二次优化

光伏精细化设计

前后排间距增加-阴影遮挡减少-发电量提高-用地成本增加   

前后排间距减少-阴影遮挡增加-发电量减少-用低成本降低

倾斜面接收辐照量 

系统效率

阴影遮挡 土地利用率支架倾角 

坡度、坡向

容量 土地利用率

系统效率



25年等效利用小时数1020小时。

逐月太阳能辐照量

三、设计优化



倾斜面接收到辐照量最大时的倾角为：24度

PVsyst软件进行二次优化推荐倾角为：14度 

三、设计优化



阵列方位角

发电量随方位角增大而减小，方位角从0度调整至90度将使发电量

减小5.6%左右，从0度调整至-90度将使发电量减小5.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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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优化



系统容配比优化选择

项目地点：贵州省安顺市
装机容量：150MWp

气象数据：气象站实测数据
光资源：  水平面4480MJ/m2

三、设计优化



系统容配比优化选择

光伏组件：单晶单面445Wp 逆变器：组串式175kW 光伏方阵：交流侧3150kW

三、设计优化



系统容配比优化选择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方案五 方案六

每台逆变器接
入的组串数

16 18 19 20 22 25

对应容配比 1.14 1.28 1.35 1.42 1.57 1.78

逆变器超额折
减

0.03% 0.04% 1.09% 2.04% 3.67% 5.63%

系统效率 81.27% 81.26% 80.21% 79.26% 77.63% 75.67%

25年平均利用
小时数

973.82 973.70 961.12 949.73 930.20 906.72 

三、设计优化



系统容配比优化选择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方案五 方案六

单位千瓦静态投
资（元/kWp）

3592 3550 3534 3518 3492 3461 

经营期平均电价
（元/kWh）

0.43 0.43 0.43 0.43 0.43 0.43

项目投资回收期
（年）

10.59 10.47 10.57 10.65 10.80 10.99 

资本金财务内部
收益率（%）

12.27 12.62 12.34 12.08 11.64 11.10 

单位电度成本 3.69 3.65 3.68 3.70 3.75 3.82 

三、设计优化



四、EPC增效

设计优势

采购优势

工期优势

质量风控优
势

设计阶段提前介入质量和投资管控

规模化采购，长期合作施工单位，
质量风险可控

整体统筹规划，协同运作，有效提高各
环节效率

采用EPC模式有效降低业主投资方投
资风险



四、EPC增效

工期

成本质量

光伏项目对工期、质量及
成本进行寻优，EPC实施
可在三者中寻找平衡。



四、EPC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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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放点 支架基础 组件安装 电缆敷设 电气安装 设备调试

光伏施工人数波动特
征明显，EPC预先做
好管理措施准备



• 四、EPC增效

用地
紧张

地形复杂，
坡度变化

大。

气象条件复
杂，局部风
速变化大、
季节性山火

隐患多

用地限制多，
林地、耕地
生态红线等
分散、零散

大坡度地形
不利于施工、

运输。

软件布置+现
场人工优化

局部风速大的区
域更改为组件与
支架螺栓连接

核对敏感性因素
图斑，施工过程
中利用无人机等
设备加强施工范
围控制管理

合理利用各类
运输车辆，控
制各类大型设
备入场顺序。



地理位置

五、结语

以“科技创新、管理提升”

为支撑，全面促进光伏行业

技术成熟、成本下降、管理

增强；助推光伏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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