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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硅酸盐所研制出大容量钠硫储能电池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该项核心技术的国家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通过和上海市电力公司多年来持续不

断的合作及共同努力，在大容量钠硫储能电池研制方面获得重要突破，成功研

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容量为650Ah的钠硫储能单体电池，使我国成为继日本

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掌握大容量钠硫单体电池核心技术的国家。据悉，现已建成

2兆瓦大容量钠硫单体电池中试生产示范线，合作双方计划在2009年底前成功

研制百千瓦级的钠硫电池储能系统，并将进入2010年上海世博会展示。 

  智能电网是目前国家电网的重点建设方向，储能技术是智能电网的核心技

术之一。而钠硫储能电池因其容量大、体积小、能量储存和转换效率高、寿命

长、不受地域限制等优点，非常适合电力储能使用。“钠硫储能电池是目前最

经济实用的储能方法之一。”上海硅酸盐所所长罗宏杰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电力需求与日俱增，且电力需求峰谷差日益增大，

大规模储能可经济、有效地调节电力峰谷差。同时，随着能源紧缺不断加剧，

能源的供应也逐步多元化，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突飞猛进，但这

些能源的输出具有不稳定性，需要经过储能系统稳定后再入网。此外，电力的

安全已成为各级政府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一次大停电，即使是数秒钟，也不

亚于一场大地震带来的破坏，而大容量储能可提供应急电源。 

  采用大规模储能装置，可以减少和延缓用于发、输、变、配电设备的投

资，提高现有电力设备的利用率和供电可靠性，降低发电煤耗。以上海为例，

到2010年峰谷差达到1000MW，光伏电池产业达到1500MW，按20%的容量配置

储能，即有500MW的储能市场需求。 

  “具有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能降低碳的排放。”国家电网公司副总

经理栾军认为，“目前钠硫储能电池技术已走在储能技术的前沿，它的应用前

景广阔，希望从应急电源、大规模工业储能应用短期和长远两大目标考虑，真

正将产学研与需求联系起来。” 

  在单电池成功合作基础上，上海硅酸盐所和上海市电力公司于2007年8月

共建了“上海钠硫电池研制基地”，从事大容量城网储能电池模块、电网接入

系统和储能系统的研制。科研人员勇于创新，突破了钠硫电池制备的关键核心



 

制造技术，研制了170 余台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与性能评价装备，贯

通了年产2MW钠硫储能电池中试线，实现了10kW储能系统成功演示；并且根据

实战要求，形成了完整的质量控制文件；建立了多重安全体系，识别并评价研

究、生产过程的危险源，提出应急控制措施；申请了核心专利。 

  该技术得到了科技部、上海市、中科院以及国家电网公司等领导的关注和

肯定。目前，双方正在加紧筹划钠硫电池的产业化发展。 

  国庆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长韩正，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雄，副市长艾宝俊等，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

施尔畏的陪同下，视察了上海硅酸盐所嘉定钠硫电池中试示范线。俞正声、韩

正一行听取了罗宏杰所作的钠硫电池最新进展和产业化发展规划报告。 

  俞正声指出，钠硫储能电池在电网峰谷差调节、太阳能及风能的调节方面

均有需求，可节省电厂的投资费用，和抽水储能相比具有优势，“希望加快钠

硫储能电池产业化步伐，并和上海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结合起来”。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专门视察了上海硅酸盐所钠硫电池中试

生产线，仔细了解了该所研制的钠硫电池的性能和应用领域，充分肯定了上海

硅酸盐所在钠硫电池研发工作方面的进展，并希望加快储能技术产业的发展。 

  有关专家建议，应关注智能电网发展趋势，尽快实现钠硫储能技术产业

化，力争在国家电网中发挥技术引领作用，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化结构调整提供

有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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