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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建成

正式投产发电！2022年12月20日，白鹤
滩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
行。至此，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万千瓦水轮
发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
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河段上。在坐拥
得天独厚水能资源的同时，金沙江下游河谷
狭窄、岸坡陡峻等复杂的自然条件，也让白
鹤滩工程在地质、气候复杂恶劣程度和工程
难度方面居世界前列。工程建设者先后攻克
多个世界级技术难题，勇闯世界水电“无人
区”，最终实现单机容量100万千瓦、地下洞室
群规模等6项关键技术指标达到世界第一。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大工程，白鹤
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将极大助力中国

“双碳”目标的实现。据统计，白鹤滩水电站
年均发电量可达 624 亿千瓦时，一天的发电
量就可以满足一座50万人口城市一年的生活
用电。与此同时，白鹤滩水电站还与长江干
流上的乌东德、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
洲坝等5座巨型梯级水电站“连珠成串”，成为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这条走廊跨越
1800 公里，6 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7169.5 万
千瓦，相当于 3 个三峡电站装机容量，年均
生产清洁电能约 3000 亿千瓦时，可满足 3.6
亿人一年的用电需求。

全球首架C919交付市场

2022 年 12 月 9 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国产大飞机C919稳稳落地，完成了从上海浦
东至虹桥的“首秀”飞行。

这架飞机注册号为 B-919A，“B”代表中
国民航飞机，“919”与其型号名称契合，“A”意
味着首架。当天，这架C919正式交付全球首
家用户东航，国产大飞机迈出了市场运营的
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民航运输市场首次拥
有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干线飞机。

2007年，C919大型客机正式立项；2015
年 11 月，首架飞机总装下线；2017 年 5 月，
首架飞机成功首飞。此后5年多时间里，6架
试飞飞机在陕西阎良、江西南昌、山东东营、上
海浦东、甘肃敦煌等地完成了一系列试飞任
务，对动力、电气等各系统进行全面检验，验
证了飞机在失速、自然结冰、高温、高寒等极端
情况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2022 年 9 月 29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向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颁发C919大型客机型号合格证，国产
大飞机终于手握航空市场“入场券”。

航空制造业有“工业之花”之称，大型客
机的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通常被视为一个
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准。在C919大型
客机项目带动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
用飞机产业集群和创新型企业茁壮成长，有
力拉动了相关产业升级，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空间站建造顺利推进

星空之下，火箭越升越高、越飞越快——
2022年 11月 29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搭乘
着3名航天员，踏上了为期6个月的飞天之旅；

2022年 11月 30日 7时 33分，在“T”字基
本构型的中国空间站里，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入驻“天宫”。在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里，
中国航天员乘组首次实现了“太空会师”；

2022年 12月 2日晚，神舟十四号、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
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这是中国航天员
乘组完成的首次在轨交接，中国空间站正式
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空间站建造
阶段发射的最后一艘载人飞船。神十五安全

“到站”后，中国空间站首次建成由天和核心
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两艘载人飞
船和一艘货运飞船组成的“三舱三船”组合
体。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报道说，中国空间
站的“三舱三船”组合体达到了当前设计的最
大构型，总重近百吨，“这向全世界展示了中
国航天工程能力”。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介
绍，2022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程
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航
天员将长期在轨驻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

技术试验。同时，将利用空间站舱内安排的
科学实验柜和舱外大型载荷设施，开展更大
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主要涉
及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
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航天新技术等众
多领域。

海上超级“大”风机下线

6 兆瓦、10 兆瓦、13 兆瓦、16 兆瓦……
多个风电行业之“最”，从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
际产业园走出。2022年11月23日，海上超级

“大”风机——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三
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下线，成为全球单机
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大、单位兆瓦重量最
轻的风电机组。

此次下线的单机容量16兆瓦海上风电机
组，叶轮直径252米，叶轮扫风面积约5万平方
米，约相当于 7 个标准足球场大；轮毂高度达
146 米，约相当于一座 50 层大楼的高度。在额
定工况下，单台机组每转动一圈可发电34.2千
瓦时。根据多年平均发电量设计值，单台机组
每年可输出超过6600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

据介绍，16 兆瓦机组在大型主轴轴承、
超长轻量化叶片等关键核心部件的研发制造
方面取得了重要技术突破。机组运行状态监
测的数字化水平较高，能够针对台风等恶劣
天气智能调整运行模式，确保风机安全和高
效发电。

“16 兆瓦机组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
风电装备产业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

‘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全球海上风电
装备发展的最新标杆。”三峡集团董事长雷鸣
山说。该机组的成功研制也将大力推动相关
技术产业升级进步，全方位提升海上风电经
济性。

勘探发现首个深水深层大气田

再获勘探重大突破！2022年 10月 20日，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在海南岛东南部海域琼东
南盆地发现了中国首个深水深层大气田宝岛
21-1。此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 500 亿立方
米，实现松南-宝岛凹陷半个多世纪来的最
大突破。

在海洋油气勘探领域，水深超过 300 米
的水域一般称为深水，井深超过3500米的井
则定义为深层井。此次发现的宝岛21-1气田
位于海南岛东南部海域深水区，最大作业水
深超过1500米，完钻井深超过5000米，距离

“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约 150 公里，海洋
地质条件极端复杂。

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总地质师吴克强介
绍，随着地层加深，地震等基础资料品质更
差，储层预测、含气性分析、构造落实的难度成
倍加大，钻井难度也大幅提高。“宝岛21-1的
成功发现，不仅证实了宝岛凹陷的勘探潜力，
也表明我们在深水深层勘探技术上取得了重
要突破，对类似层系的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中国海油整体规划，到2025年，中
国南海莺歌海、琼东南、珠江口 3 个盆地总
体探明天然气储量可达 1 万亿立方米，建成

“万亿方大气区”。通过已建成的亚洲最大“崖
城-香港”的海底输气主管线，海底的优质清
洁能源将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岛，为区
域建设和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坚强保障。

首个百万吨级CCUS项目投产

“吃”进二氧化碳，“吐”出石油——清洁高
效的中国碳“捕手”来了！

2022年 8月 29日，国内最大的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CCUS）全产业链示范基地、国内
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齐鲁石化—胜
利油田百万吨级 CCUS 项目正式注气运行，
标志着中国 CCUS产业开始进入成熟的商业
化运营。

CCUS 是化石能源低碳高效开发的新兴
技术，指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
捕集提纯，投入新的生产过程进行再利用和
封存。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级 CCUS
项目中，齐鲁石化负责捕集提供二氧化碳，
并将其运送至胜利油田进行驱油封存。收集
到的二氧化碳注入油层后，可以增加原油流
动性，把岩层缝隙中的原油“驱赶”出来，能
提高石油采收率。据统计，二氧化碳驱油效
率比水驱高约 40%，采油成本比水低约 20%，

封存率一次能达到 60%至 70%，最终封存率
可达100%，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提出，推进规模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
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中国石化有关负责
人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石化将力争在所
属胜利油田、华东油气田、江苏油田等再建设
两个百万吨级 CCUS 示范基地，实现 CCUS
产业化发展。

“华龙一号”全面建成投运

作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
“华龙一号”是目前核电市场接受度最高的三
代核电机型之一，也是中国核电企业研发设
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
电创新成果。2022年3月25日，“华龙一号”示
范工程第2台机组——中核集团福清核电6号
机组正式具备商运条件，中核集团“华龙一
号”示范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2021年1月，“华龙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第
1 台机组——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投入商业运
行。2022 年“华龙一号”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后，两台机组年发电能力近 200 亿千瓦时，

不仅对优化中国能源结构具有积极作用，也
意味着中国核电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跻身世
界第一方阵。

在采用经工程验证的成熟技术基础上，
“华龙一号”独创性地采用“177 堆芯布置”和
“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实
现了核心设备全部国产化，首台套国产化率
达到 88%。此外，项目还运用单堆布置、双
层安全壳等设计理念，充分保证电厂安全
性、经济性和先进性。

国内实现批量化建设的同时，“华龙一号”
在海外也取得了良好的落地效果。目前，中
核集团与巴基斯坦、阿根廷、巴西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核电项目合作意向。“华龙
一号”海外示范工程——巴基斯坦卡拉奇核
电 2 号机组已投入商运，3 号机组已发电。

“华龙一号”核电品牌带动核工业全产业链走
出去，中国核电这一“国家名片”愈发闪亮。

“东数西算”奏响数字经济新乐章

2022年 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4部门批
复同意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粤
港澳大湾区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此前，4 部门已批复同意

在内蒙古自治区、贵州省、甘肃省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等 4 个节点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
点。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
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孙伟介
绍，“东数西算”中的“数”指数据，“算”指算力，
即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中国西部地区资源充
裕，具备发展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
的潜力。因此，要像“南水北调”“西电东送”
一样，从全国角度一体化布局，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两批 8 个节点的布局建设定位不同，发
挥的作用也各有差异。贵州、内蒙古、甘
肃、宁夏 4 个节点打造面向全国的非实时性
算力保障基地。定位于不断提升算力服务品
质和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积极
承接全国范围的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存储
备份等非实时算力需求；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成渝 4 个节点要服务于重大
区域发展战略实施需要。定位于进一步统筹
好城市内部和周边区域的数据中心布局，实
现大规模算力部署与土地、用能、水、电等
资源的协调可持续。

国家发改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副主任徐
彬说，“东数西算”工程每年能带动投资约
4000亿元。算力设施建设之后，将给西部带
来信息技术、绿色能源等产业发展机会。

刚刚过去的2022年，重大工程领域捷报频传：白鹤滩水电站
最后一台机组完成试运行；国产大飞机C919取得型号合格证；中
国空间站筑梦苍穹，载人航天取得新突破……从苍穹到海洋，一
项项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行业纪录，吸引全球关注目光，成为支撑
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要素之一，充分彰显着中国实力。

点赞！重大工程彰显中国实力
本报记者 廖睿灵

点赞！重大工程彰显中国实力
本报记者 廖睿灵

图①：2022年11月29日，搭载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
二号F遥十五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图②：2022年 9月 25日，在广东省惠州市，中广核广东太

平岭核电项目“华龙一号”2号机组核岛穹顶吊装顺利完成。
黄辉延摄 （人民视觉）

图③：2022年 12月 19日，在白鹤滩水电站右岸地下厂房，
工作人员监测机组运行状态。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图④：2022年10月13日，金风科技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三
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下线。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图⑤：2022年10月20日，中国海油宣布在海南岛东南部海
域发现中国首个深水深层大气田宝岛 21-1。图为“海洋石油
982”钻探宝岛21-1预探井。 傅文水摄 （人民视觉）

图⑥：2022年12月23日，全球首架投入商用、编号为B-919A
的中国东方航空C919客机飞抵扬州泰州国际机场。

郁 兴摄 （人民视觉）
图⑦：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的西部云基地不断推进算力

建设，服务“东数西算”工程。图为西部云基地全景。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图⑧：2022 年 8 月 29 日，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级
CCUS项目正式注气运行。图为该项目二氧化碳装车平台。

陈永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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