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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日前发布消
息称，截至 3 月底，内蒙古各地防沙治
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已全部开
工，将进一步助力打好“三北”工程攻
坚战。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
乌兰布和沙漠，集中连片太阳能发电
的蓝色光伏板下，大片梭梭树吐出新
绿。为了改造这块沙漠，一代又一代
的治沙人向乌兰布和挺进，创造了防
沙治沙的“磴口模式”和巴彦淖尔的

“绿色奇迹”。加速创造这一奇迹的，
正是我国近 10 年来成功探索的“光伏
治沙”模式。

目前，我国在太阳能领域已占据全
球领先地位，还将太阳能发电与沙漠
治理、产业开发相结合，创造了全新的

“光伏治沙”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利
用光伏板发电的同时，也能让光伏板
下自然长出适合沙漠环境的植物，这
样就可以逐步恢复沙漠生态，甚至养
羊、耕种。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
特旗的风光电基地，用19.6万块光伏板
组成的万马奔腾图案，成了网红景
点。总的来说，“光伏治沙”实现了发
电与治沙、发展农牧业经济乃至旅游
经济的多赢效益。

沙漠常常受到风力侵蚀，形成移动
性沙丘和沙尘暴。那么，光伏发电为
什么还能治沙？光伏电站建设采用的
柱桩、桩基，增大了与沙子的接触面

积，增强了沙层的稳定性，达到固结
沙土的效果。光伏板架设起来后成
了避风港，能有效降低风速、阻挡风
沙侵蚀，稳定沙漠地表。光伏板还能
促进植被恢复，就像一把把遮阳大伞
遮挡日照，降低了地表温度，减少了
水分蒸发，从而促进了植被生长。定
期清洗光伏板时喷洒的水分，促进了
植被的生长，而地表植被又有助于地
表固沙保水。这样就极大地改善了
治沙区域的“小气候”，有效减轻了沙
尘暴等自然灾害。生态的改善对太
阳能发电同样有利，它大大减少了沙
尘对光伏组件的损坏，确保了发电设
施正常运行。

那么，光伏发电到底是如何治沙的
呢？我们就以2023年11月并网发电的
内蒙古蒙西基地库布其沙漠200万千瓦
光伏治沙项目为例来说明。它是目前
我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治沙项目，年
均可生产约41亿度绿电，同时修复、治
理沙漠面积10万亩。在这里，一排排光
伏板阻挡了风沙，呈现出绿草相伴、牛
羊相依的美景，这是用铺设沙障、板下
种植、外围防护“三大法宝”驯服了
沙漠。

铺设沙障，即在基地的光伏板下和
板间空间用芦苇、秸秆等铺设沙障，对
沙地进行全覆盖，以控制风沙活动，降
低风沙危害，起到固沙作用。板下种
植，即充分利用光伏板间与板下的可
利用土地，种植优质牧草、经济作物
等，从而达到治沙目的。外围防护，即
利用杨树与花棒、羊柴混交播种方式，
在场区外围沙漠区域规划建设碳汇
林，也就是防风林带，并在碳汇林区域

用无人机飞播草籽提高植被覆盖率，
增强固沙效果，打造“光伏+优质牧草+
碳汇林”示范区。

土地荒漠化是困扰人类发展的重
要难题，也是我国西部发展最大的阻
碍，但这里有着非常充足的太阳能资
源，可开发潜力巨大。光伏与治沙有
着先天的资源互补优势，大量的沙漠
和充足的日照条件为光伏发电提供了
所需的土地和光照资源，通过光伏发

电带来的收益又可有效提升土地价
值，从而取得了化害为利、互利多赢的
效果。

随着我国新能源政策的不断完善
和光伏技术的进步，“光伏+治沙”“光
伏+农业”“光伏+新能源”等多种“光
伏+新业态”的开发，在应对气候变化
和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必将大有
可为。

（作者系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光伏治沙：板上成“蓝海”板下变绿洲
□ 李耕拓

位于内蒙古杭锦旗库布其沙漠亿利生态示范区的蒙西基地库布其200万千瓦
光伏治沙项目，目前进入光伏板安装环节。该项目预计2024年底前实现全容量并
网发电，建成后年平均可供应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图为工人在光伏治沙项目
现场施工。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据新华社讯（记者严赋憬 戴小
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农
业农村部，近日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
风行动”，提出“十四五”期间，在具备
条件的县（市、区、旗）域农村地区，以
村为单位，建成一批就地就近开发利
用的风电项目。

驭风行动明确，建成的风电项目
原则上每个行政村不超过20兆瓦，同
时探索形成“村企合作”的风电投资建
设新模式和“共建共享”的收益分配新
机制，推动构建“村里有风电、集体增
收益、村民得实惠”的风电开发利用新
格局。

驭风行动以各地农村风能资源和
零散空闲土地资源为基础，结合村集
体经济发展，以村为单位，以村企合作
为主要形式，以收益共享为目的，以符
合用地和环保政策为前提。

在政策支持方面，驭风行动明确在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不涉及永久基本农
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和国家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的前提下，充分利
用农村零散非耕地，依法依规办理“千
乡万村驭风行动”风电项目用地。

我国农村地区风能资源丰富、分
布广泛。在农村地区充分利用零散土
地，因地制宜推动风电就地就近开发
利用，对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
振兴，促进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意义重大。

县域农村将建成一批
就地就近风电项目

近日，特斯拉下线了第 600 万辆汽
车，在火热的新能源电动汽车中可谓
出尽风头。除了特斯拉，国内还有比
亚迪、蔚来、小鹏、理想，以及新发布就
火爆的小米 SU7 等多家新能源汽车品
牌，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选择。

最近去日本旅游，特别留意了一
下，在街市上几乎看不到纯电动汽车，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早在 1977 年，日本丰田公
司就开始着手研发电动车，20 年后的
1997 年发布了首款油电混合动力车
型——初代普锐斯。这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电动汽车在市场
上第一次亮相。更值得一提的是，锂
电池就是世界上排名前五的动力电池
企业松下集团发明的。

既然电动技术具有如此巨大的优
势，为什么日本却没有推行纯电动汽
车？带着这个问题我询问了在日本生
活了二三十年的地陪导游，他认为主
要原因是日本的环保理念，锂电池依
然会消耗煤炭和天然气，因此会存在
污染问题，而电池过了使用寿命如何
处理又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想要实现
真正意义的零污染，或者零排放的新
能源，于是开始并正在研发氢能源
汽车。

其实，除了环保原因，锂电池电动

车与氢能源汽车在能源储存方式、能
源来源、能源密度和充电时间、续航里
程和效率、基础设施和成本等方面存
在不同。

锂电池汽车使用锂离子电池储存
电能，这些电池可充电储存能量，并
通过电动机驱动汽车，而氢能源汽车
使用氢气作为能源，并将其转化为电
能，通过燃料电池产生电力来驱动
车辆。

锂电池汽车依赖电力网来充电，
能源主要来自电力系统。相比之下，
氢能源汽车的氢气通过电解水或从天
然气中提取，并存储在氢气罐中，能源
可从多种来源获取，但生产和储存氢
气需要相当的能量。

这两种汽车的另一个区别是能源
密度和充电时间。锂电池通常具有较
高的能量密度，可在相对较小的空间
内储存更多的能量，续航里程更长，通
常可以通过充电桩在较短时间内充满
电，可是氢能源汽车的氢气储存密度
较低，需要更大的储氢罐来容纳相同
数量的能量，加氢时间通常比锂电池
电动车充电时间长。

锂电池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取决于
电池容量和车辆在使用燃料或能源方
面的效率，但典型的锂电池电动车在
单次充电下的续航里程通常在数百公

里，而氢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与锂电
池电动车相当，但由于氢气存储和加
氢系统的复杂性，整体效率可能略低
于锂电池电动车。

基础设施和成本也是两种汽车的
主要差异之一。锂电池汽车可以利用
现有的电力基础设施进行充电，具有
一定的优势，然而氢能源汽车需要建
立专门的加氢站网络，这就需要更多
的投资和时间。锂电池技术已相对成
熟，并随着技术发展成本逐渐下降，但
氢能源汽车的燃料电池技术仍处于发
展阶段，目前成本较高。

相比现有的燃油汽车和电动汽
车，以氢作为燃料，氢气和氧气结合最
终生成物只有水，从环保角度而言是
最佳的，但在其他方面，因两种技术各
自有着不同的优势和挑战，至于选择
使用哪一种技术则取决于许多因素，
包括地理位置、充电或加氢基础设施
可用性以及成本等。

事实上，我国在大力发展锂电池
电动车的同时，也在研究氢能源汽
车。最近，异元汽车产业园正式落地
新疆，总投资 100 多亿元，将特别设立
氢能源和汽车产业研究院，打造以新
疆为中心，继而辐射中亚、西亚的全球
化、智能化汽车生产销售中心，推进中
国汽车供应链全面“出海”。

独具优势 氢能源汽车发展前景广阔
□ 陈思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