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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电投内蒙古阿拉善盟 100MW 光伏沙漠治理项目电站（39°46'51.9

7"N，106°37'45.05"E）中，我们对搭载了 TOPCon 与 PERC 两种电池片

技术的双面光伏组件发电性能进行了比较研究。项目所在地阿拉善左

旗处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冬寒夏热，四季

分明，项目所在地年水平面总辐射为 1769.9kW/m²，属 A 类“太阳资源

最丰富”区域，同时太阳能资源达 B 类“稳定”，总体具备优异的光伏项

目开发潜力。

项目直流侧装机容量为 119.5MWp，总占地面积 2469.7 亩，共由 34 个

光伏方阵组成。项目采用 196kW 型组串式逆变器，每台接入 16 个直流

回路，每个直流回路由 26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选用固定式光伏支架

形式，单个光伏阵列按 2 行 ×26 列竖向布置，组件最低点离地 1.5m，

支架倾角采用 40°。

本次选取两个 N 型组件方阵与 P 型组件阵列在同种环境和相同容量下

做发电量数据对比 :

结果：
该项目场区地貌为沙漠，地形平坦开阔，地面反射条件优良，反射率可

达 30% 以上，搭配组件安装最低点离地高度 1.5 米，充分发挥了 N 型

组件更高双面率的优势。Tiger Neo 系列 N 型 TOPCon 组件双面率比 P

型组件高 10~15%，双面因子越高，背面光的转换能力越强，则带来的发

电量增益越高。同时，内蒙古阿拉善盟区域属于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冬

寒夏热，夏季极端最高气温可达 44.8℃。Tiger Neo 系列 N 型 TOPCon

组件拥有更优的功率温度系数，受温度影响更小，高温环境下带来更多

的发电量。除此之外，N 型组件选择掺磷工艺，首年衰减低至 1%（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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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投内蒙古阿拉善盟光伏沙漠治理项目发电量对比：
晶科N-TOPCon发电增益达5.62%

图 1：N 型和 P 型组件单日发电量对比

P 型组件首年衰减为 2%），全生命周期捍卫组件性能，为光伏发电保驾

护航。

凭借 Tiger Neo 系列 N 型 TOPCon 组件更低的衰减率、更高的双面率、

更优的温度系数以及更好的弱光表现等优势，并基于该项目实际发电

量数据，对比结果显示，相较于常规 P 型 PERC 组件，晶科能源 N 型组

件在相同工况下带来了 4.90~5.62% 的发电量增益，有力的体现了 N 型

产品在实际户外应用中的卓越性能。

Tiger Neo 系列 N 型 TOPCon 组件在具备更强发电性能的同时，还拥

有更高的转换效率。因此，在光伏电站项目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采用

N 型组件可以通过在固定装机容量下减少组件用量或者在相同装机面

积下增加装机容量两个角度显著节省 BOS，实现项目的降本。配合上组

件更高的发电量收益，光伏项目采用 N 型组件可以显著优化用户的收

益模型，为项目降本增效。

蒙西地区具有广袤的面积，但多以戈壁和沙漠为主，如何有效地治理沙

地，防止沙漠扩张，抑制沙尘天气是该区域永恒的难题。项目将新能源

开发与生态修复治理有机结合，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荒漠戈壁的脆弱

生态环境，光伏组件的大面积排布，将最大限度阻止太阳光直射地表，

从而降低地表水蒸发量，涵养地表水分有益植被生长从而改善区域内

生态环境，实现沙漠的保护和利用，对阿拉善的整体经济发展、生态保

护以及治沙理念实践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表 1：N 型和 P 型组件发电量及增益对比

图 2：项目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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