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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林丽鹂）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获悉：《国家级生态旅游区运营管理规

范》等国家标准 7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

技术支撑。

《国家级生态旅游区运营管理规范》标准进一步规范了景区的

生态保护、社区参与、生态教育与品牌传播等内容，完善了生态旅

游区在资源、环境、产品、服务、设施、功能与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帮

助生态旅游区提升运营管理规范化水平，促进我国生态旅游健康

持续发展。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标准总结了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成功举办的可持续性管理经验，设置了举办各类大型活动的

7 大类 35 个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将为提高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

水平、科学评价大型活动可持续性提供参考。

《绿色产品评价 物流周转箱》标准规定了物流周转箱绿色产

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有助于引导物流周转箱生产企业推进

绿色产品设计和生产，增加物流企业绿色产品供给，推动物流行业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邮件快件循环包装使用指南》标准为邮政快递行业提供了

通用的邮件快件包装回收与循环工作指南，有助于提高邮件快

件包装循环效率，提升邮件快件包装标准化、循环化、减量化、无

害化水平。

新一批国家标准7月 1日起实施
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本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张璁）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

了一批检察机关服务国家公园建设典型案例，引导各地检察机关

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更好服务保障国家公园建设、推动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检察机关

督 促 保 护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核 心 区 物 种 生 境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等 6 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 5 件，民事公益诉讼 1 件。案例涉及我

国首批设立的 5 个国家公园和吉林、福建、江西、海南、四川、青海

等 6 省。从案件保护对象看，既涉及雪豹、东北虎豹、海南坡鹿等

保护动物，又涉及天全槭、武夷山松树等在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植物。公益保护手段既包括通过行政公益诉讼

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也包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行

为人的民事责任。

最高检发布服务国家公园建设典型案例
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本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丁怡婷）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

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23 年度》显示，截至

2023 年，我国抽水蓄能累计投产规模突破 5000 万千瓦。2023 年新

增投产抽水蓄能 515 万千瓦，西北地区抽水蓄能投产实现零的突

破；年度核准抽水蓄能电站 49 座。

从工程特点看，在建抽水蓄能项目机组呈现高水头、大单机容

量趋势，100 米级高坝占比逐渐增加。从利用情况看，抽水蓄能电

站抽水电量、发电电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17.9%。

报 告 还 显 示 ，2023 年 ，全 球 清 洁 能 源 转 型 领 域 投 资 规 模 约

1.8 万亿美元，增速达 17%左右。我国可再生能源重大工程建设全

面推进，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例如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机

组投产运行，大兆瓦级风电机组和高效光伏组件的研发制造能力

显著提升，储能、氢能等新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

2023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累计装机占

我国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超过一半，新增装机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

增装机的比重超过一半。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步伐加

快。报告显示，2023 年可再生能源制氢总产能达到 7.8 万吨/年，

同比增长约 123%。可再生能源制氢成本降幅明显，碱性电解槽

设备成本同比下降约 16%，质子交换膜电解槽设备成本同比下降

约 11%。

我国抽水蓄能累计投产规模突破5000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

本报哈尔滨 6月 30日电 （记者刘梦丹）哈尔滨碳普惠平台日

前正式上线启动，同步发布“碳惠冰城”小程序，为用户提供了一个

多场景绿色生活智慧平台。

2023 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印发《哈尔滨市碳普惠体系建设

工作方案》，并由哈尔滨产权交易所启动建设碳普惠平台——“碳

惠冰城”。该平台通过全方位采集、量化用户多个维度的绿色行为

数据，涵盖衣、食、住、行、游、购、娱等领域，建立绿色生活激励体

系，并形成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

引导机制，倡导居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已正式发布的“碳惠冰城”小程序，接入了公交地铁、共享单车

等多个减排场景，其后台配置的数智化驾驶舱，可实时监控碳排放

量，展示个人或企业的减排成果，形成“碳账本”。

哈尔滨碳普惠平台上线启动
倡导居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本版责编：陈 娟 张 晔 董泽扬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李红梅）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

悉：一批中国气象局重点开放实验室近日获批成立，包括中国气象

局气象与医疗健康重点开放实验室、中国气象局智能气象观测技

术重点开放实验室、中国气象局能源气象重点开放实验室、中国气

象局气象软件重点开放实验室、中国气象局海雾智能观测重点开

放实验室、中国气象局气象经济数字化创新重点开放实验室、中国

气象局二十四节气重点开放实验室、中国气象局相控阵天气雷达

技术与应用重点开放实验室等 8 个实验室。

据介绍，新获批的实验室将聚焦突破重点业务领域关键技术，

提升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为气象业务发展提供高水平科技支撑。

一批中国气象局重点开放实验室成立
将为气象业务发展提供高水平科技支撑

位 于 重 庆 市 开 州 区 的 雪 宝 山 国 家 级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特有珍稀植物崖柏的

主 要 分 布 区 域 。 在 这 里 ，有 一 群 崖 柏 的

“守护者”——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科研团队。不久前，科研团队选送的

1000 株崖柏幼苗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完

成适应性栽培，将助力珍稀濒危植物实现

迁地保护。

今年崖柏的育苗数量将超过 120 万株，

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

任杨泉带领团队一刻也不敢松懈。“作为孑

遗物种，崖柏具有强大的抗逆性，其隐含的

对抗和适应气候变化、地理变迁的能力超

越普通植物，潜藏着无可替代的基因资源

和研究价值。”杨泉告诉记者，“如果能将崖

柏扩展种植到生态脆弱地区，对水土流失

治理、植被恢复都有很大的作用。”

2002 年，杨泉来到雪宝山，参与筹建

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后，这里陆

陆续续来了更多年轻人，包含杨泉在内

的一支 10 人青年科研团队成立。

在实验室，他们是实验员；在林间，

他们是护林员；在育苗基质生产车间，他

们又是机器修理工……最近，正是崖柏

育苗移栽的关键时期，杨泉和团队成员在

分布于开州各处的 5 个繁育基地忙碌着。

在持续努力下，保护区和当地政府协

同推进崖柏的野外回归。截至目前，崖柏

野外回归数量已经超过 75 万株。

取得这样的成绩并非易事。“最开始，

我们要摸清崖柏的底数。”背上沉重的装

备，团队成员们一头扎进了雪宝山深处。

风餐露宿成为常态，险峻的地势、野生动物

的出没让团队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年轻

人刚来的时候，会发现这里的工作和想象

中的完全不一样，要去深山老林里住着。”

杨泉说。

雪宝山的崖柏分布在海拔 1300 米至

2100 米的区域，最开始发现时，崖柏数量不

足 1 万株。如何尽快扩大种群数量，保证崖

柏不灭绝，成为科研团队面临的难题。

多次试验后，科研团队选择用扦插

的方式进行繁育。然而，规模化扦插繁

育试验的第一年，成活率只有 5%。经

过 10 余年的探索和努力，到 2019 年，扦

插繁育成活率达到了 90%以上。

在雪宝山，崖柏的繁育与研究只是

科研团队的重点工作之一，他们还兼顾

整个保护区的动植物保护与科研工作。

2020 年，团队建立了以保护区为主体的科

研合作平台，深入开展以崖柏为代表的珍

稀濒危动植物拯救扩繁工作。2022 年，全

体职工在确保日常管理工作正常运行的前

提下，连续奋斗 4 个月，吃在田间、住在工

地，完成了 12 个智能化自动化温室大棚建

设，为崖柏大规模繁育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平常，实际上需要

持续、需要毅力。”杨泉说。

尽管团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这里

对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冠长

尾雉来说，却是很好的生存环境。保护区

与重庆市动物园合作在这里建立基地，开

展 白 冠 长 尾 雉 的 繁 育 及 野 化 放 归 研 究

试验。

“现在团队比较年轻，学历都在本科以

上，大家敢于挑战学术上的困难。”杨泉说，

目前，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郭泉水研究

员的指导下，2023 年，科研团队在国内外发

表了 3 篇崖柏保护和繁育的论文。

“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安安静

静地做科研，这就是我留在这里 20 多年的

原因。”杨泉说。

图①：科研团队在悬崖峭壁上采集崖

柏种子。

图②：扦插的崖柏幼苗。

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在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有群守护崖柏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常碧罗

■绿水青山守护者R

如果能将崖柏扩展
种植到生态脆弱地区，对
水土流失治理、植被恢复
都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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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8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7款

系列化新能源机车，包括“内燃发动机+动力电

池”、动力电池、氢燃料电池三种动力配置。系

列化新能源机车可实现低排放、低噪声、高效

率 运 行 ，有 效 解 决 老 旧 内 燃 机 车 存 在 的 油 耗

大、排放高、噪声大等问题。同时，中国中车发

布 了 全 球 首 份 纯 电 新 能 源 机 车 碳 足 迹 报 告 。

该报告由国际权威认证机构进行核查并颁发

ISO14067 产品碳足迹证书。

“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的研制是中国中车致

力于推动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绿色低碳转型的

具体实践。”中国中车总经理马云双说。

精确测算产品全生命
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轨迹

“我们的碳足迹报告，通过实景结合建模

的方式，精确测算了新能源机车产品从铁矿石

到完成 30 年服役期后被回收处置、全生命周期

的二氧化碳排放轨迹。”中国中车转型办绿色

低碳组副组长王菲菲说。

在生产制造环节，小到机车上的每一个螺

丝、螺母，大到车体、轮对、转向架等零部件生

产制造，原料材料的获取，以及总装过程的碳

排放，都进行了精准测算。

记者了解到，核算过程共涉及 9.7 万多个数

据，全部来自中车大连公司、资阳公司、戚墅堰

公 司 的 实 景 数 据 ，真 实 反 映 产 品 生 产 制 造 情

况；对于难以直接获取的排放因子，则全部来

自国际权威数据库中的背景数据。

最终，认证证书显示，1000 千瓦“内燃发动

机+动力电池”机车碳足迹为 7.40 千克二氧化

碳当量每公里；1000 千瓦动力电池机车碳足迹

为 7.92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里。

观察机车在各阶段产生的碳排放量，可以

发现，产品服役使用阶段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

足迹影响最大。

以 30 年运行周期、1000 吨载荷、标准运营

时速的 40%、电能消耗来自绿色电力为核算前

提 ，每 台 纯 电 新 能 源 机 车 服 役 期 碳 足 迹 降 低

94.2%，可减少碳排放 4076 吨；每台“内燃发动

机+动力电池”新能源机车服役期碳足迹降低

61.7%，可减少碳排放 2735 吨。

关键部件采取轻量化
设计，生产制造过程使用绿
色电力

记者了解到，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的关键部

件采取轻量化设计，牵引电机减重了 22.5%，转

向 架 减 重 成 效 达 6.7%，司 机 室 钢 结 构 零 部 件

削减 40%、底架零部件削减 70%，有效降低原

材料获取、零部件生产及运输过程的碳排放。

再 比 如 ，系 列 化 新 能 源 机 车 通 过 简 统 化

设计，统一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的零部件型号

及规格，优化组装和检修拆解流程，缩短维修

阶 段 物 流 距 离 ，在 原 材 料 获 取 阶 段 碳 排 放 降

低 5%。

“此外，我们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最大程度

使 用 绿 色 电 力 ，使 绿 电 占 电 力 消 耗 量 超 过

20%，可实现制造及检修阶段碳足迹较被替代

车型下降约 52%。未来，随着生产制造企业光

伏 发 电 的 进 一 步 扩 容 ，这 个 比 例 还 将 继 续 提

升。”王菲菲说。

除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系列化新能

源机车在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同

样表现出色。

数据显示，“内燃发动机+动力电池”机车

可 实 现 氮 氧 化 物 减 排 45％ 、碳 氢 化 物 减 排

73％、一氧化碳减排 83％。按照污染物排放降

低 45％计算，1 台机车每年可少排放 4 吨有害物

质，减少碳排放 374 吨。

规模化、多样化的新能
源产品需求，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

据 介 绍 ，通 过 采 用 混 合 动 力 最 优 控 制 技

术，“内燃发动机+动力电池”机车可确保柴油

机始终在最佳经济转速下运作。在加满同一

箱油，平直道牵引 3000 吨货物的情况下，续航

里程超过 1100 公里，是内燃机车的 1.7 倍，节油

率超 45％。

动力电池机车可兼容多种制式充电桩，

充电功率超过 870 千瓦，最短充电时间少

于 40 分钟，可实现零下 40 摄氏度到零上

40 摄氏度的宽温域运行。氢燃料电池机

车，加氢时间仅需要 10 到 15 分钟，能有

效保证机车作业能力和续航里程，能

量利用效率较传统内燃机车提升超

过 80％。

“系列化新能源机车将带来

规模化、多样化的新能源产品

需求，带动上游基础材料、

关键部件等相关产业发

展。”国家铁路局总工

程 师 兼 设 备 监 督

管理司司长田

军表示。

推动轨道交通装备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轨道交通装备绿色低碳转型

首份纯电新能源机车碳足迹报告发布首份纯电新能源机车碳足迹报告发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心萍李心萍

核心阅读

日前，中国中车发布 7款系
列化新能源机车，并发布了全球
首份纯电新能源机车碳足迹报
告。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的研制，
可以有效减少二氧化碳和污染
物排放，是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绿
色低碳转型的具体实践。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右图：中国中车发布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

刘秀珍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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