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要闻要闻   66 2024年 12月 13日  星期五

【【
绝
活
看
点

绝
活
看
点
】】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在位于湖南长沙的先进储能材料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研发人员正在中心主任兼首

席科学家钟发平指导下，开展一种新型电池

材料的实验工作。从精确称量化学原料，到

操作实验釜、反应炉完成关键合成，再到运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等仪器检测分析，最后

集体论证，每一步都严谨细致……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离

不开高效、环保的能源开发及对能源的存

储和利用。储能作为能源转换的关键环

节，是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一环。今

年 59 岁的钟发平，便是我国电化学储能领

域的专家和产业“拓荒者”之一。

30 多年来，钟发平致力于高性能绿色

二次电池、电池关键材料及电化学储能的

应用理论研究和工程化开发，带领团队突

破镍氢电池生产关键技术并实现成果产业

化；率先开发国内首个分布式微网新能源

储能系统，解决储能技术难题；牵头组建武

汉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助力培育绿色新动

能，服务“双碳”目标。

攻克电池行业关键
核心技术

在湖南郴州的电池回收与再生中试平

台内，废旧电池正被精准拆解，有毒物质被

深度去除，有价值的材料则被筛选分离。

在材料再生区，电池材料在反应器皿中翻

滚、浸出，技术操作有条不紊。

“新能源汽车经过 10 余年快速发展，

动力电池退役高峰期即将到来，而传统的

电池回收技术存在工艺流程长、环境足迹

重、锂回收率低等问题。”钟发平介绍，他带

领团队创新研发了退役磷酸铁锂电池脱氟

提锂技术，攻克了有效规避黑粉中氟含量

高和锂浸出液中杂质组分浓度高的难题，

实现了高效率选择性提锂在电池回收领域

的应用。

从电池的原材料生产到退役回收，钟

发平的科研和创业历程，是我国储能电池

技术创新发展、产业链不断拓展延伸的一

个缩影。1991 年，钟发平从武汉大学化学

系博士毕业后，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也曾在原国家科委

国家高技术新型储能材料工程开发中心暨

镍氢电池中试基地担任总工程师，并顺利

完成中试工作。

镍氢电池广泛应用于移动通信、笔记

本电脑、电动汽车等领域，其生产的关键材

料是连续化带状泡沫镍。“当时，我国还不

能规模化生产连续化带状泡沫镍。”钟发平

说，在一次与外商的谈判中，对方把泡沫镍

的价钱抬高到每平方米 30 美元。钟发平

暗下决心，“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

手中”。

1997 年，钟发平带着研发的连续化带

状泡沫镍生产技术专利，回到家乡湖南，租

下了一间废弃食堂，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

伴一起，探索科技成果产业化之路。

没有可供借鉴的技术路线，没有生产

设备，钟发平就带着研发人员自己设计、制

造。白天，他们在搭建的简易中试产线上

不断调试；夜晚，钟发平在简陋厂房中给同

事们讲解化学、物理、机械知识，探讨工艺

技术难点……经过数百个日夜，他们创新

探索出磁控溅射气相层积镀镍法，解决了

材料的高韧性、高强度和高一致性等难题。

1998年秋，钟发平创办的长沙力元新材

料有限公司（现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连续化带状泡沫镍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2008年，面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

大趋势，科力远公司开始从民用电池向汽车

动力电池领域进军。经过全力科研攻关，钟

发平带领团队研制出国内首条镍氢汽车动

力电池全自动生产线，将混合动力汽车用电

池关键核心材料及动力电池的技术水平、产

业规模和智能制造能力做到世界前列，成为

多家车企混合动力电池的主供应商。

深耕先进储能材料
和技术研发

在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电池

材料生产车间里，一台台自动化设备正在

稳定运行。车间楼顶，面积约 3.3 万平方

米的太阳能光伏板“矩阵”将光能源源不

断地转化为电能，并通过分布式微网新能

源储能系统，满足工厂的生产用电需求。

常德力元公司总经理严勇介绍，在用

电高峰或者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这套储

能系统可以迅速切换，保证关键生产设备

和安全系统的持续运行。

我国能源结构以火电为主，推动节能

减排降碳，需要大力发展以风光电为主的

新能源。“风电、光伏具有随机性、波动性等

特点，集中式的大规模接入，会导致电网无

法消纳，最终出现‘弃风弃光’的问题。”钟

发平说，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和设

备，在用电低谷时把多余的电能存储起来，

在用电高峰时把电能释放出来，实现削峰

填谷。

早在 2005 年，钟发平就已创建湖南省

先进储能材料工程研究中心，研发电池和

储能技术。200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

同意，该中心升级为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这也是我国首个先进储能材

料和储能技术领域的国家级平台。

2011 年 11 月 ，钟 发 平 带 领 团 队 研 发

的分布式微网新能源储能系统，在第十三

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首发，

并在深圳市南山区投入使用。“该系统既

可以与外部电网并网运行，也可以独立运

行，实现分布式发电最大化、分布式储能

寿命优化、用电负荷节约化。”先进储能材

料 国 家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总 工 程 师 贺 持 缓

介绍。

近年来，钟发平带领团队在电化学储

能领域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探索出“镍氢+
锂电”混储系统技术，将镍氢电池的高功

率、高安全性、长寿命、宽温域优势与磷酸

铁锂电池的高能量密度、低成本优势结合，

进一步破解储能安全与寿命难题。

开展跨学科、跨专业、
跨领域交叉创新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对地观测新技术实验室内，科研人

员王磊正在调试一台新研发的红外差分吸

收二氧化碳廓线探测激光雷达。只见他小

心地调整着激光发射器的角度，确保光束

穿透大气层捕捉到细微的二氧化碳吸收光

谱，二氧化碳浓度的轮廓线在电脑屏幕上

逐渐清晰。

“红外光中的某些波长会被二氧化碳

分子吸收，这种特性反映在遥感卫星图上，

经过处理，会呈现出不同区域光强明暗的

变 化 ，以 此 可 以 判 断 二 氧 化 碳 浓 度 的 高

低。”武汉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韩舸介

绍，近年来，研究团队聚焦大气遥感碳监测

技术，成功实现了温室气体激光雷达核心

硬件的国产化，助力我国发射了世界首颗

激光碳监测卫星。

在此基础上，2024 年 6 月，武汉大学碳

中和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碳中和’这样

的系统性工程，离不开跨学科、跨专业、跨

领域的交叉创新。”受邀担任武大碳中和研

究院首任院长的钟发平介绍，碳中和研究

院整合武大电子信息学院、化学和分子科

学学院、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等单位的科研力量，合作攻关，进一步加

强相关领域研究。

在山东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武汉大

学副校长龚威教授团队研制的小型化二氧

化碳、甲烷同时观测激光雷达装备已经成

功应用，能够对油田开采过程中的甲烷泄

漏、二氧化碳排放实施高精度监测。“根据

企业提出的需求，我们计划进一步发挥碳

中和研究院的学科交叉优势。”钟发平说，

比如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可利用遥感技术监测

碳排放和碳汇；动力与机械学院、电子信息

学院、化学和分子科学学院可以合作开发

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互联网……

“培育和发展碳中和领域新质生产力，

离不开‘跨界’人才的引领。”钟发平表示，

面向未来，将进一步发挥先进储能材料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碳中和研究院

等平台作用，在基础科学、关键共性技术难

题上开展协同攻关，助力能源结构转型、产

业结构升级。

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武汉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钟发平——

三十余载矢志研发储能技术
本报记者   禹伟良   范昊天

本报北京 12月 12日电   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12 月 12 日在北京开幕。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代

表民盟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民盟中央常务副主

席王光谦主持开幕会。

丁仲礼指出，一年来，民盟各级组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举

办系列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活动，思想

政治建设和宣传工作呈现新局面；积极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工作机

制，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提升资政建言成果质量；认真完成对口云

南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任务；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全面

助力重点帮扶地区乡村振兴；深入实施“人才强盟”战略，扎实推进

组织建设和机关建设，各项工作均取得新进展。

对于 2025 年工作，丁仲礼要求，全盟各级组织要以习近平

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系列文件精神，赓续民盟优良传

统，不断提升自身建设水平，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推动各项履职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会议审议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

第十三届中央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等。

民盟十三届三中全会在京开幕

“澳门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有许多

优势，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是文化。”在即

将迎来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澳门文

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今天的澳门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

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

历史赋予的独特文化价值

“历史上，澳门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汇的

重要节点。”吴志良介绍，一方面，澳门完整

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文化的忠

实守护者；另一方面，澳门在与外来文化长

期的交流交往过程中，展现出中华文化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

“澳门具有古今同在、中西并举的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拥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文化交流互鉴经验，形成了‘不同而和’‘和

而不同’的良好社会环境，构建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话语体系。”吴志良表示，这

四个特点是在澳门中西文化碰撞、交往交

流中形成的经验，也形成了澳门在国家发

展大局中的定位。

在上世纪 80年代的澳门学术界，有学者

提出了“澳门学”的概念，借以探讨澳门历史

发展规律和社会特征。吴志良表示，澳门回

归祖国后，澳门学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历史转

向现实，为深度挖掘澳门价值、推动澳门更

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路径选择和工具，

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对外交流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无论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还是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服

务平台，贯穿其中的都是文化，文化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有

力支点。”吴志良说。

回归以来文化发展成就显著

吴志良坦言，在回归之前，澳门的文化形象相对模糊。“而今

天，澳门文化的影响力明显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更加坚定。”

吴志良表示，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以及文化界、企业界在

文化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传承弘扬爱国爱澳核心价值，

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其次，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既

鼓励澳门青年出国学习，也鼓励外国学生来澳门交流；此外，还鼓

励澳门文化项目、演艺团体走向海外，吸引海外优秀文化项目走

进来。

吴志良谈到，近年来在澳门举办的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显著增

多，这使得澳门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他认为，“东亚文化之都”“演

艺之都”等文化新名片，正为澳门文旅市场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以

前，人们很少会想到来澳门听演唱会、看展出，但现在，澳门的国际

音乐节等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这证明澳门文化形象的塑造

是成功的，也是澳门城市文化凝聚力和精气神的体现。”

令吴志良惊喜的是，越来越多澳门年轻人在海外学习文化艺

术课程后选择回到澳门发展。“为了支持青年人才，我们成立了澳

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将澳门文化艺术团体和人士凝聚在一起，与澳

门的多家机构合作，为澳门青年提供展示空间和交流机会。同时，

我们也鼓励他们到内地的艺术院团实习，以提升他们的专业水

平。”吴志良相信，再过几年，澳门本地的文化人才将会更多地涌

现，为澳门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此外，特区政府持续推进历史片区活化计划，“文化进校园”活

动持续开展，众多大型国际文化艺术盛会落地澳门……“打造以中

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文化必将更加

灿烂。”吴志良说。

努力成为对外文化传播的窗口

吴志良提出，希望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和中外

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基地。

“澳门中西文化荟萃，多元文化交融，这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

文化集聚，不同文化还在深度交融中产生‘化学反应’，实现心灵的

契合。”吴志良说。

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澳门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加大对外文化传播的力度。他提到，下届特区政府已

将“文化澳门”作为四大施政目标之一，这对澳门文化界来说是一

个极大的鼓舞。“我们已与海外的一些文博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建立了联系。在传播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批真正理

解并能正确诠释中华文化的人才，这样才能在交流过程中碰撞出

思想的火花。”

其次是培养澳门年轻人成为澳门文化的“使者”。吴志良认

为，年轻一代熟悉现代传播手段，能够以创新方式让澳门声音传播

得更远。

“如果将澳门比喻成一个文化符号，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

人，都很容易识别、读懂和接受。”吴志良说，如果能将这个符号做

大做强，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澳门将真正成为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为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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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钟发平，1965 年生，湖南桃源人。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兼

首席科学家，武汉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高性能绿色二次电池、电

池关键材料及电化学储能的应用理论研究和工程化开发，主持完成“国家绿色

制造”“国家智能制造”等重大专项关键技术攻关，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 、省 部 级 科 技 进 步 奖 一 等 奖 4 项 等 ，作 为 第 一 完 成 人 取 得 授 权 发 明 专 利

115 件。

磨片机上，磨盘飞速旋转，李裕杰（见图①，

张睿摄）一双有力的手稳稳控制着粘在载玻片

上的岩石片（见图②，本报记者李亚楠摄），偶

尔抬手拿起小盆里的毛刷，将细小的金刚砂和

水的混合物刷在磨盘上。

在与磨盘摩擦的过程中，1毫米厚的岩石片

开始变薄，随后被挪到另一台磨片机上，刷上更

细的金刚砂做最后的打磨。用手摸摸，再用显

微镜看看，两三次之后，显微镜下的石英石出现

灰白的颜色，这是岩石片被磨到 0.03 毫米的状

态，标志着打磨工序已经完成。

李裕杰退休前是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

实验检测研究院地质实验中心的岩石制片

师，他的工作就是把不同形态的岩石打磨成

0.03 毫米厚的薄片。这些岩石是从地层深处

取出来的岩芯，磨成薄片后，就能通过显微镜

进行观察，获取藏在其中的地下数千米、亿万

年前的地质信息，找油找气都得靠它。

世界最大砾岩油田——玛湖油田被初步

发现时，科研人员在多次推演论证中都认定该

区域存在碱性矿物，这就需要拿出看得见的证

据。然而蹊跷的是，鉴定人员始终无法在岩石

薄片中找到碱性矿物。会不会是打磨过程中

水把矿物给溶解掉了呢？想到这里，李裕杰把

自来水换成了苏打水、食盐水、氯化钾溶液等

等，每换一种配方，就要重新做一遍实验。多

次操作后终于发现，观察使用饱和食盐水打磨

而成的岩石片时，碱性矿物清晰可见，从而证

明了 10亿吨级大油田的存在。

岩石制片包括 13道工序，其中的难点在于

固定、打磨和盖片。李裕杰记得有次遇上含稠

油砂岩，“整个形态就像红糖一样，因为里面有

稠油，胶水也渗不进去，很难黏合成片状。”

多次尝试后，李裕杰想到，如果能把砂岩

里面的稠油提取出来，就能用胶水固定住这堆

“散沙”。他找来桑皮纸将“散沙”紧紧包在其

中，再用撑子将纸包吊在煮胶的锅里，遇热后

稠油开始往下渗，砂岩顶部渗进去薄薄一层

胶，这才固定住砂岩。将固定好的砂岩进行切

割打磨，终于磨出了合格的薄片。

岩石制片中，不同类型的岩石需要使用

不同的打磨方法，但都需要非常有耐心。有

一次，因为科研需要，李裕杰要磨一个直径 10
厘米左右的岩石片，“越大的岩石片越难磨，

容易磨得不均匀，花了半个月时间才成功。”

李裕杰说，要是遇上膨胀性黏土就更麻烦了，

看着是好好的岩石，但是遇水就膨胀坍塌，最

后只能用最笨的“干磨法”，即磨盘不自转，不

加水，纯手工磨制，“有一次要磨五十几块岩

石片，磨了一年多才磨完。”

普通的岩石片在李裕杰手里只要几分钟

就能变成合格的薄片，这样的速度，来自时间

的积累。他在磨片机旁已经站了 35 年，总共

磨出 7 万多片符合标准的岩石样品，摊开双

手，他手指靠近指甲的地方指纹都被磨平了。

由于经验丰富，李裕杰和其团队曾作为第

一起草人，负责我国岩石制片方法行业标准的

修订，并获得 1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我将在岩

石制片领域继续深耕，努力为石油勘探工作作

出更多贡献。”李裕杰说着，脸上洋溢着笑容。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原岩石制片师李裕杰35年制作超 7万岩石薄片

打磨岩芯，获取亿万年前地质信息
本报记者   李亚楠

李裕杰，中国石油新疆

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

地质实验中心原岩石制片

师，能够将岩石打磨成 0.03
毫米的薄片。35 年来，他打

磨各类岩石薄片超 7 万片，

多次助力科研人员准确认

识 油 气 储 层 、获 得 油 气 发

现。他和团队曾起草修订

岩石制片方法行业标准。

①①

②②

本 报 北 京 12
月 12日电   （记者

王 昊 男）12 日 下

午，国家（中关村）

火 炬 科 创 学 院 举

行“北京火炬科创

融 合 孵 化 中 心 ” 
成 立 仪 式 及“IQ 
Talk”点亮仪式。

未来 ，北京火

炬科创融合孵化中

心 将 实 体 化 践 行

“硬科技创新创业

人 才 培 养 实 践 总

平台、国家级重大

创新技术主动深度

孵化总平台”重要

使命。注重聚才，

打造高水平成果转

化人才聚集地；创

新育才，打造全国

首个转移转化人才

产 教 融 合 示 范 基

地；夯实用才，打造

主动深度孵化硬科技项目策源地。

据 介 绍 ，“ IQ Talk”作 为 国

家（中关村）火炬科创学院着力

打造的国际化开放交流平台，将

聚焦新质生产力细分产业，邀请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最具影响力的海内外代表，交流

碰 撞 、跨 界 融 合 ，并 与 教 育 、科

技 、人 才 、产 业 部 门 联 动 ，构 建

“政产学研用金”的创新生态，为

促 进 科 技 创 新 和 产 业 创 新 深 度

融合，贡献新智慧、注入新活力、

增添新动能。

北
京
火
炬
科
创
融
合
孵
化
中
心
成
立

本版责编

张彦春   刘涓溪   曾亦辰

本版制图

汪哲平

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

钟发平钟发平（（左一左一））在车间指在车间指

导工艺生产导工艺生产。。

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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