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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点

近年来，中国太阳能行业经历了爆炸性增
长，随着国家最新五年计划提到的大规模
储能规划，它仍将持续增长。据中国太阳
能制造协会的统计，预计2021年中国太阳
能发电量将达到65 GW，到今年年底，太
阳能安装总量将超过300 GW[1]。

欧洲太阳能电力公司报告称，2020年中国
年太阳能装机容量比2019年增长了60%，

按电力计算，2020年占新增安装总量的
35%。虽然中国累计光伏安装容量已占世
界总量的30%以上，但按人均来算，中国
仍是初级玩家，甚至没有进入前十名[2]。

尽管目前太阳能发电仅占全球发电量的微
弱百分比，但自2021年起至2025年，中国
新增太阳能安装容量预计将同比增长约
70-90GW。这主要归功于政府政策鼓励，

旨在将光伏安装率从目前的水平提高一
倍，并促进可再生能源消费[3]。

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意味着新的机遇

如今，不仅政治政策趋势有利于太阳能发
电，经济方面太阳能也是明智的选择，公
共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能源成本
现在已与煤炭发电相当[4]。

作为一种清洁、安全且可持续的能源，太阳能正陆续以前所未有的高速为世界提供动力——在
全球特别是在中国。然而，制造高效的光伏组件是一个多级的过程，涉及延伸的太阳能供应
链，其中超白钢化玻璃是关键组件之一。如何加工好太阳能玻璃，使其成为具有竞争力的顶级
光伏组件的一部分呢？

太阳能:玻璃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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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的价格竞争力是其生产过程中成本
不断优化的结果，我们称之为光伏学习曲
线——随着全球累计光伏容量翻倍，组件
价格下降约20%-25%[5]。这种成本优化甚
至可以追溯到生产太阳能电池组件所需的
技术，包括用来加工太阳能玻璃的设备。
在每个组件中，面板玻璃的作用至关重
要。它能够透光，同时保护太阳能电池免
受损伤，并提供机械稳定性。

对于太阳能玻璃加工企业来说，现在是进
入市场的大好时机。优质太阳能玻璃不仅
现在存在真正的市场短缺，快速扩张的市
场在未来几年将会变得更加欣喜。

更薄、更大——更多太阳能玻璃

虽然终端市场的需求正在上升期，但供应
链的职责始终是用更好的整体设备和更薄
的原材料来降低成本。[5]

供应链还须应对光伏技术发展带来的其

他变化。更大的电池格式需要加大组件尺
寸，也需要更大尺寸的面板玻璃[5，第33
页]。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太阳能玻璃加工厂
将生产宽度从1.2米提到1.35米，这就需要
更新设备来加工更大的玻璃。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双面组件的激增，这意
味着光伏组件将可从正面和反面发电，功
率增加可达5-30%[2]。双面组件的日益普
及甚至导致了2020年太阳能玻璃的短缺，
但这一问题很快被中国制造企业产能扩大
所解决[2]。双面电池组件的市场份额预计
将从2020年的30%增长到2025年的60%
以上[5]。

“根据我们的市场调查，玻璃尺寸的变化
也为太阳能玻璃加工行业的设备供应商创
造了新的机会，”格拉司通集团商业分析
师Daniel Sumelius表示。

他表示:“太阳能市场的主流仍然是3.2毫
米厚度的面板玻璃，但对2.5毫米甚至更薄

玻璃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虽然原材料体
积减少可以降低材料成本，并对太阳能行
业产生积极影响，但这对玻璃加工特别是
用更薄的玻璃实现所需的模块机械稳定性
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也推动了太阳能玻璃加工厂对新设备的
投入，来生产更薄的玻璃、更宽的面板并
获得更大的产能。

“眼下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大多数主要的
太阳能玻璃制造商开始迅速扩大产能，”
他继续说到。新设备投资的主要需求是兼
具高产能、高质量、高良品率和快速的投
资回报。

实现合适的市场性价比

“在格拉司通，我们已经参与太阳能项
目好几十年了，为太阳能玻璃加工提供一
流的技术和设备，”格拉司通资深副总裁
Miika Äppelqvist说。基于强大的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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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市场经验，格拉司通早期太阳能设备
专注于提供至高性能，也意味着相应的高
价格水平。

“然而，我们逐渐意识到，对于不得不应
对极大低价压力以支撑日益低廉的太阳
能产业的客户来说，投资更经济的设备解
决方案是势不可挡的。事实上，我们的传
统设备用来完成他们的工作量是大材小用
了。”他反思道。

近几年来，格拉司通一直在努力为其太阳
能玻璃加工设备寻求匹配的产品市场。太
阳能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首选玻璃尺寸
和厚度的变化也推动了开发工作。

为中国市场带来CHF Solar太阳能钢化炉

终于在今年5月，格拉司通推出了专为满
足中国太阳能玻璃加工企业需求而开发的
新一代解决方案——CHF Solar太阳能
钢化炉。

“我们简化但改进了原有的设备设计，并
专注于产量和良品率。这让我们有效降低
了设备成本。”Äppelqvist描述道.

格拉司通最新的智能控制系统被添加到这
款新CHF Solar太阳能生产线上。比起其
他厂家任何基于PC的连续大产量钢化炉，
它更易于使用且技术更稳定。

“当玻璃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大时，精
确加热的重要性就至关重要了。这正是
格拉司通新技术真正提供价值的所在。
我们在超薄玻璃加工方面的世界前沿
技术能使我们的客户把握领先地位，” 
Äppelqvist说道。

以1,750 m2/h速度生产优质2毫米玻璃

CHF Solar独特的对流技术让操作人员能
以更好的控制和精度加热玻璃，同时大幅
降低能耗成本。降低能耗也减少了玻璃的
碳排放，让这类玻璃组装的太阳能电池组
件真正适合为社会提供绿色动力。使用这

项技术，我们能以超过1750平方米/小时的
高速生产高品质2 mm太阳能玻璃，可以
说远胜市场上其它技术。

在加工过程中极大减少了压缩对流，也减
少了加热所需能量。格拉司通对流系统的
节能秘诀在于它的高效喷嘴，被设计成利
用少量空气即可产生有效气流。它采用了
和Vortex Plus™及Vortex Pro™相同的
喷嘴设计，但通过更多的喷嘴控制进一步
降低了能耗。

尖端自动化确保高产量

“对客户来说，最重要的是新一代CHF 
Solar设备集成了格拉司通引以为豪的
iControL™自动化系统。它是专为太阳能
玻璃行业打造的智能操作系统。比任何其
他基于PC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更高的可靠
性。该系统能对您的生产、质量、保养需
求及节能提供即时反馈，” Äppelqvist继
续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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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整个钢化玻璃生产流程从未如此容
易。具有多语言用户界面的人机（HMI）触
摸屏提供了顶尖的用户友好性。

耐用，维护需求极低

格拉司通CHF Solar采用非焊接框架结
构和最先进的设计。它为长达数十年的全
天候运行提供了一个持久的平台。凭借这
种方式，太阳能玻璃加工厂将减少维修停
机，节约您宝贵的生产时间，并且无需备
用炉即可确保太阳能玻璃生产的高速大
流量。

众所周知，格拉司通的设备安装遍布全
球，所有的材料和生产技术保证长年运
作。使用最佳和最精确的生产技术，并符
合最高质量标准。

独特的V型带设计可在工作温度下更换，
因此可以在设备运行过程中进行不停机
维护。

高产能和世界一流的质量

与传统钢化炉相比，格拉司通CHF Solar
可将玻璃加工厂的生产线总产量提高30%
。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生产一平方米玻璃
的成本会降低，从而使太阳能玻璃加工厂

在竞争激烈的玻璃加工市场上获得极具吸
引力的竞争优势。

此外，它的高速出片设计将太阳能玻璃的
品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良品率可达
99.5%以上。

终身表现优异

和格拉司通合作，设备交付后服务才刚刚
开始。我们的服务团队将在您加工设备的
整个生命周期内始终提供支持。格拉司通
还提供广泛的服务协议和升级选项，以确
保客户能跟上太阳能加工市场的不断发展
并始终保持良好收益。

“未来升级CHF Solar的可能性意味着它
将有更长的使用寿命，这再次使这种解决
方案更具成本效益，”Miika Äppelqvist
说，“我们郑重承诺让您的太阳能玻璃产
品保持长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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