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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经济参考报》10月18
日刊发文章《走向深海加速下乡 风电开启新增长
空间》。文章称，展览面积创历史记录达到 8万平方
米、数千家国内外企业参展、2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将
发布、参观人数预计突破 10万人次以上……风电行
业的热度，从正在举行的 2023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
展览会（CWP2023）可窥一二。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稳步构建，风电迎来了历史性的
机遇期，保持年新增装机 5000万千瓦的高速发展水
平，对全国绿色电力的贡献持续增加。据悉，下一
步，相关部门将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供给，推进
风电高质量跃升发展，海上风电和乡村风电将开启
新的增长空间。

在中国中车展台前，咨询者络绎不绝。陆上超
大功率机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和海上风电干式变
压器等展品，与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雅万高铁动车
组、时速600公里磁悬浮动车组等轨道交通装备模型
一同亮相，此举背后是这家因高铁而被公众所熟知
的央企，正致力于将风电装备打造成“第二张名片”。

此次展会上，中国中车发布了 8-16MW功率等
级“海平面一号”机组、适应“三北”中高速区域和“沙
戈荒”风场环境的陆上超大功率机组、国内陆上最大
功率 12MW 级直冷双馈风力发电机、20MW 海上半
直驱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5MW-12MW 全集成海
上风电齿轮箱等数十种风光储氢领域的新技术和新
产品。

“在风机大型化、中远海趋势明确的背景下，目
前企业都在加速布局 20 兆瓦甚至 22 兆瓦的风机。”
中国中车展台相关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现在风电技
术迭代非常快，基本上一年2到3个兆瓦的增加。”

得益于政策推动和产业链共同努力，近年来我
国风电行业产品和技术创新步伐明显加速。据国家
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介绍，
当前中国风电不仅具备大兆瓦级风电整机自主研发
能力，而且形成了完整的风电装备产业制造链，制造
企业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力大幅提升，在大容量机组
研发、长叶片、高塔架应用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新技术应用不断涌现，以激光雷达为代表的新型
传感技术、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智能技术，使得风
电的整体管理变得更加高效。

技术创新为行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过去
十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长率超过20%，连续
多年位居全球风电装机规模首位。国家能源局数据
显示，今年 1—8 月，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2892 万
千瓦。截至 8月底，全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约 4.0亿
千瓦，同比增长14.8%。

业内人士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为我国能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风电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期，发展前景广阔。

“进入新阶段，乡村风电发展迎来新契机，深远
海风电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风电+带来了无限可
能，风电国际化进程提速，机组大型化趋势明显，数
字化与智能化应用日益广泛，这些都将进一步提升
风电的发展质量。”王大鹏表示。

大力发展海上风电，被认为是我国沿海省份推
进能源转型、保障能源供应、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助
力海洋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
研究所此前发布的《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 2050》指
出，我国近海水深5至50米范围内，风能资源技术开
发量为5亿千瓦，而我国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则是近
海的3至4倍以上。

今年 1—8月，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127万千瓦，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3171万千瓦。9
月以来，不管是从招标还是建设来看，多地海上风电
项目推进节奏在加快。根据华创证券统计，今年9月
海上风电中标量为 1.9 吉瓦，同、环比分别增长
26.3%、89.2%。申万宏源认为，海上风电限制性因素
逐渐解除，“十四五”步入中后期，海上风电有望进入
加速建设期。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
海岩此前曾表示，预计到“十四五”末，我国海上风电
累计装机容量需达到 1 亿千瓦以上，到 2030 年累计
达2亿千瓦以上。

尽管前景广阔，但目前海上风电发展仍面临难
点，特别是经济性、技术先进性等仍有提升空间。王
大鹏表示，“十四五”是我国海上风电产业夯实发展
基础的关键时期，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结合“十四
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加大政
策供给，完善体制机制，尽快出台深远海海上风电
开发建设相关政策，积极推动近海海上风电规模化
发展，组织开展深远海海上风电示范，通过支持技
术和模式创新推动海上风电持续降本增效，不断提
高经济性。

走向深海的同时，风电产业也在加速下乡。《“十
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实施千乡万村驭
风行动，创新风电投资建设模式和土地利用机制，以
县域为单元大力推动乡村风电建设。

据透露，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组
织开展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围绕农村能源革
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建设多能互补的分布式
低碳综合能源网络，以点带面，加快农村地区能源清
洁低碳转型，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和消费水平，重
点是大力推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开发，推动实
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因地制宜利用田间地头、设施
农业、集体闲置土地等推进乡村风电的发展，提升乡
村就地绿色供电能力。 （记者王璐）

走向深海加速下乡
风电开启新增长空间

这是在三峡集团福建海上风电场成功并网发电的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
新华社发（三峡集团福建公司供图）。

新华社济南10月18日电（记者叶婧）记者从山
东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山东多地秋粮收获已基本结
束，济南、日照、泰安、青岛、烟台、临沂等地进入扫尾
阶段。

据农情调度，截至10月17日17时，山东全省秋粮
应收面积为 6600.5 万亩，已收 6314.2 万亩，约占应收
面积的95.7%。

秋粮收获进入尾声，秋种正如火如荼进行。预计
山东全省小麦应播面积 6050 万亩，已播 2860.6 万亩，
约占应播面积的47.3%；同时，已深翻整地1441万亩。

受高空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8日至 21日，山东
将先后出现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有利于鲁南地区农
田土壤增墒。其中，19日至21日，山东气温将逐渐下
降，过程降温幅度在 6℃至 8℃，21日早晨全省大部地
区最低气温在6℃左右。

山东省气候中心农业气象科科长李楠认为，20日
至 24日，气象条件总体适宜秋收秋种工作开展，以及
已收农作物晾晒，建议关注天气和墒情变化，抓住晴
好天气及时收获晾晒秋作物；机收机播工作避开降雨
时段，雨后抢墒、造墒播种冬小麦。

山东秋收进入尾声

新华社电 采用大断面、长距离矩形顶管法下穿京
杭大运河的城市干道——苏州胥涛路对接横山路大
运河隧道 10 月 18 日建成通车，这是江苏苏州首条京
杭大运河下穿通道。

苏州胥涛路对接横山路大运河隧道采用城市主
干道标准设计，双向四车道，总长约 896米，隧道内设
计时速 40公里。其中，顶管工程分为南、北两个单孔
隧道，南线顶管长215.9米，北线顶管长154.9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常规施工
方式难以满足运河保护要求。中铁上海工程局采取
矩形顶管施工的非开挖方式，既保障运河航道正常运
行，又避免破坏京杭大运河水质环境。

施工单位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胥涛路
对接横山路大运河隧道技术负责人艾文明表示，此次
顶管下穿的施工难度大。作为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工
程，顶管机需长距离穿越主航道，顶推压力高达 6000
吨，且隧道施工覆土浅，最浅处仅 4.4 米，存在河水击
穿隧道作业面等风险。中铁上海工程局定制新尺寸
断面顶管机，横断面外尺寸达9.8米×5.9米，优化施工
图33处，完善施工方案300多处。

中铁上海工程局成立专家创新工作室，开展多项
课题研究，攻克始发及接收风险把控、大断面长距离
顶进减阻、顶进轴线控制等难题，累计申报专利 8项、
软件著作权1项。 （记者刘巍巍、朱筱）

采用顶管法下穿京杭大运河隧道
在苏州建成通车

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记者梁建强、侯文坤）
我国高分辨率新型显示喷印装备研发取得重要成
果。18 日，G6 高分辨率新型显示喷印装备在武汉正
式完成组装。

据了解，这一成果由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
程学院院长、智能制造装备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执
行主任尹周平教授带领科研团队攻关完成。团队采
用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分辨率电流体喷
印技术。

G6 高分辨率新型显示喷印装备，是面向 OLED
新型显示中高密度像素结构量产印刷制备而研制的
高端装备。G6 是指对应的产线玻璃基板尺寸为
1500mm× 1850mm。相对传统的LCD产品，OLED新
型显示具有色域更广、对比度更高、结构更轻薄等优
点。手机、电视等的屏幕，都可以采用高分辨率新型
显示喷印装备来制造。

“采用高分辨率电流体喷印技术，喷印分辨率可
达0.2微米，不仅分辨率高，可以轻松实现4K、8K显示
的喷印效果，还可以实现面向VR、AR设备的超高分
辨率喷印。与传统的蒸镀工艺相比，喷印材料的利用
率显著提升、良品率显著提升，同时，整套完整生产线
的投资成本显著降低。”尹周平说。

G6高分辨率新型显示喷印装备
完成组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