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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在肥城市召开

“最强大脑”齐聚肥城
共绘储能领域新图景

在能源革命的新赛道上，肥城
市新能源产业为何能快速起势、聚
峰成岭，铸就先发优势？可以概括
为 4 个关键词：天赋异禀、行业领
先、全链协同、未来可期。

从“资源、空间、规模”3个维
度看，肥城市发展新型储能产业可
谓“天赋异禀”。肥城市资源优势突
出，岩盐资源得天独厚，已探明岩
盐储量超 50.2 亿吨，每年新增 300
万立方米的地下盐穴空间；形成的

46 对巨型盐腔，容积大、密闭性
好、稳定性强，是大规模储能的天
然资源、最佳场所。同时，产业规
模全面起势，肥城市按照“北电南
储”的思路，实现了新能源产业的
全域布局。

“行业领先”主要体现在“人
才、技术、转化”3个层面上，肥城
市坚持招才引智、人才优先，汇聚
了领域内的权威专家；坚持多元储
能 、 全 域 布 局 ， 从 “ 单 一 储

能”到“全链赋能”，探索引进盐穴
储气、二氧化碳储能、固态锂电池
储能等8种储能路线，创造了新型储
能领域的8个全国第一。

“全链协同”主要体现在“筑
基、赋能、应用”3个环节上，肥城
市通过储能筑基强链，通过锂谷赋
能延链，同时，紧扣电力保供和转
型升级的新形势、新要求，科学统
筹微电网与源网荷储项目规划建
设，稳妥有序做好绿色发展“大文

章”，着力实现闭环应用补链。
“未来可期”则主要体现在“规

划、保障、服务”3个支撑上，肥城
市通过高标准规划、全要素保障和
全周期服务，开拓“新质沃土”，构
建绿色低碳新生态。

据介绍，肥城市将用好大会交
流成果，聚力打造全省新型储能未
来产业先行区，为山东乃至全国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本报记者 郑凯 张智凯

当前全球能源革命加速演进，我国新型
储能产业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作为储能领域最具

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盛会，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在
促进储能科学与技术交流、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对接、提升储能

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着先锋引领作用。3月22日至23日，第十届
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在肥城市召开，见证了近年来新型储能、新型电
池电极材料产业在泰汶大地创新发展的历程。

专家学者共话新型储能创新发展
本届会议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
研究所、中国化工学会储能工程专
业委员会、中国颗粒学会能源颗粒
材料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全
国重点高校、权威科研院所、相关
企业的 500 余位代表齐聚一堂，研
讨交流储能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

技术成果。
大会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

士杨春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锁
江，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英国
皇家工程院院士丁玉龙和中国科学
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工
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陈
海生作了特邀报告。

“ 肥 城 有 比 较 丰 富 的 盐 穴 资
源，特别是盐矿开采之后，有大量
的盐穴空腔。这对于开发压缩空气
储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资源。”陈海
生说，当地良好的产业优势和营商
环境，为他们组织示范项目提供了
很好的支持和帮助。对于压缩空气
储能这种长时规模储能，稳定的支

持政策能够保障整个行业的健康稳
定持续发展。

本次会议还通过 《先进锂电池
关 键 科 学 技 术 》《 新 型 储 能 电
池》《钠电池关键科学技术》 等 8 个
学术论坛、218场报告等丰富多彩的
形式，共话新型储能科学与技术的
创新发展。

新型储能“迭代升级”书新篇
近年来，肥城市依托丰富的盐

穴 资 源 优 势 ， 精 心 布 局 储 能 赛
道，不断完善产业布局，吸引众
多“央字头”“国字号”企业前来投
资，一大批产业链上下游项目纷纷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大会期间，部分专家对中储国
能山东肥城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
能国家示范电站、中能建山东泰安
350 兆瓦压缩空气储能创新示范项
目、中电建肥城 2×300 兆瓦 （一
期） 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等项目

进行了实地考察。
在肥城经开区中能建山东泰安

35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创新示范项目
建设现场，项目主厂房已经封顶、8
个储热罐体正在进行焊接，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国际首台 （套） 单机容
量最大的35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
电站，年发电量可达4.6亿千瓦时。

中储国能66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
储能示范电站项目也同样让人期
待。2021 年 9 月，中储国能国际首
套 10 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电

站并网发电，实现了我国压缩空气
储能技术新突破；2024年4月，300
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电站并
网发电一次成功，成为全球规模最
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新型压
缩空气储能电站，入选国家新型储
能试点示范项目。今年2月，660兆
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电站项目
开工建设，将创系统单机功率最
大、系统效率最高、系统性能最
优、单位成本最低、自主知识产权
数量最多等5项世界之最。

从 10 兆瓦到 300 兆瓦再到 660
兆瓦，肥城盐穴储能规模体量、核
心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创造了“已
建 成 电 站 容 量 ”“ 在 建 单 机 容
量”等 8 个全国第一。目前，肥城
市新型储能产业链重点推进项目 22
个，总投资额 340 亿元，构建起集
制盐建穴、储能储气、储能装备制
造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全部建成
后 ， 盐 穴 储 能 规 模 可 达 3480 兆
瓦，将成为全国最大的盐穴储能示
范应用基地。

新型电池电极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后劲十足
会议上，除了大放异彩的新型

储能产业集群，肥城市打造的新型
电池电极材料产业集群也备受关
注。部分专家学者实地探访了山东
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蔚蓝科技产业
园、山东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等园区企业。

在位于肥城市老城街道的山东

瑞福锂业有限公司，智能化提升项
目顺利推进。今年年初，该公司基
础锂盐节能提质增效降碳智能化项
目成功入选 2025 年山东省重大项目
名单。

位于肥城高新区的蔚蓝科技产业
园，近年来一直深耕钠离子电池材料
与电芯技术的山东零壹肆先进材料有

限公司的产品实现了从“0”到“1”的
突破。去年1月，该公司正式向用户交
付全球首款普鲁士蓝基钠离子电池，迈
出钠离子电池产业化重要一步。如
今，该公司正在加紧建设世界首条10
吉瓦时普鲁士蓝基钠离子电池生产
线，实现从核心材料到电芯一体化绿
色制造。在同一个园区里，世界首个

万吨级单壁碳纳米管导电浆料制造项
目也在快速推进，其产品作为全球性
能最优的新型导电材料，打破了国际
垄断。

目前，肥城市新型电池电极材料
产业集群共纳入企业137 家，锂电新
材料产业加速集聚、协同融合、纵深
发展，产业集群发展后劲十足。

持续拓展新能源产业赛道

特钢集团零碳智慧管控中心正在运行。 记者 张智凯 摄 第十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现场。 记者 张智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