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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采用“光伏玻璃+百叶+电动窗通
风”的光伏幕墙，全年可减少大堂空调用电量20%左右。

郑航程摄 （人民视觉）
图②：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的九江港赤湖作业区公用码

头全封闭智慧“胶囊”仓库，体型巨大、蔚为壮观。与传统的露
天作业码头相比，“胶囊”仓库实现全密封仓储、装卸，有效控制
和降低扬尘，作业更加环保，助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图③：在福建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高空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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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无人机、无人船、全地形机器人环境采

样器、生物多样性机动监测平台……越来越
多的科技利器出现并应用于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当中，给美丽中国建设增添了越来越多
的智慧成色。

空中巡检，智慧高效

在位于浙江淳安的千岛湖湖面上空，每
天清晨，两套无人机设备从机库缓缓升起。

这两个“空中巡检员”是千寻位置网络
有限公司为千岛湖打造的无人机水域智能巡
检系统的一部分，每隔两小时便会在千岛湖
的上空进行“空中巡逻”。9时50分，无人机
拍摄到湖滨公园附近有人违规垂钓，随即将
拍摄到的画面回传给水域巡检数据综合管控
平台，经过视觉AI分析分类后，同步给“千
岛湖数字第一湖”平台。相应部门的治理人
员迅速到达现场处理，形成线索事件“巡查
—发现—处理—反馈”的全闭环。

“搭载高精定位的无人机自主完成起飞、
图像采集、降落、充电等动作，采集视频数
据推送给‘千岛湖数字第一湖’平台，让水
域巡检管理更智慧、高效。过去人力巡逻一
周才能完成的巡检任务，现在已经可以缩短
至一天。”淳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水上执法中
队方超表示，在使用无人机之前，淳安在千
岛湖湖区巡检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湖区面
积大，淳安县千岛湖水域面积达 573 平方公
里，湖岸线长达 3500 公里，沿湖有 19 个乡
镇，加之复杂的地形，光靠人工巡检很难实
现面面俱到；二是水域管理涉及到渔业、生
态环境、港航、旅游、水利、林业、综合执
法等多个职能部门，亟须将线索通过信息化
处理进行高效分配。

千寻位置通过北斗时空智能+视觉 AI算
法，对千岛湖复杂多样的线索进行自动分
类，高效派发给相应部门的治理人员进行及
时处理。这一技术手段整合了淳安县多部门
的信息化系统，打破了此前由于职责分工不
同而存在于各监管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目
前，平台已迭代40余种智能AI算法，无人机
可以准确识别沿线垃圾、违规垂钓、占道经
营、违规种菜、建筑垃圾乱堆、水面漂浮物
等多种画面。

此外，千寻位置厘米级高精度定位服
务，给无人机装上了“明察秋毫”的眼睛，
能按照规划的航线完成巡检任务，并给出目
标物精准的位置信息，为后续处理提供了更
多便利，实现了线索早发现、早解决。

千岛湖水域智能巡检是千寻位置智能城
市解决方案针对水域治理场景的应用创新，
据统计，自 2023年 3月试运行以来，千寻位
置助力淳安千岛湖水域巡检效率提升 80%，
累计执行飞行任务 1329 次，飞行里程达到
5654公里，无人机已发现线索4091条，大大
提高了问题发现速度、处置效率。

加氢5分钟，工作8小时

氢能是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
要载体，作为氢能应用的突破口，燃料电池
技术已在交通、电力、化工等行业中有了诸
多应用。

在仓储搬运“一分钟一板货”的高强度
工况下，一次加氢5分钟，可稳定高效工作8
小时，在第22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上，广
东广晟氢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3.5吨双瓶氢
燃料电池叉车备受关注。“这款叉车在广东佛
山照明公司已运行近20个月，总时长超6000
小时，总加氢量约1600公斤，实现了氢能绿
色搬运。”广东广晟氢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
介绍。

目前，广晟氢能与清华大学、中集氢能
联合研制国内首台 100 千瓦高温固体氧化物

电解水设备，电解效率可达 80%以上，在国
内实现了该技术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广晟
氢能燃料电池与氢能产业示范园智慧能源微
网项目作为三大氢储能项目之一，入选了广

东省发改委2023年《广东省新型储能重大应
用场景机会清单》。

近年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明显提速。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 （2021—2035年）》，提出了探索氢能在工
业领域的多元化应用的指导意见。

不久前，“粤港澳大湾区氢走廊”建设项
目在广州启动。

截至目前，广州、佛山、东莞、深圳四
市都已制定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在刘伟看
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为粤港澳大湾
区制造业、物流业较为发达的城市，经济体
量大，且彼此城际线间隔均在 70 公里以内，
具备氢能绿色运输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广
晟氢能牵头，将联合云韬氢能等多家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依托大湾区优越的地理优势和
经济发展水平，规划在大湾区构建氢能绿色
运输典型路线；同时，在核心节点布局建设
4 座制氢加氢一体站，以满足整条线路车辆
的运营需求。”刘伟说。

近年来，诸多企业纷纷试水，在氢能源
应用上展开了诸多探索。不仅是氢能汽车，氢
能船舶等交通工具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能源清洁化是
大势所趋。当前，中国氢能新技术已步入产
业化通道，颠覆性创新将不断驱动氢能产业
绿色发展。未来，有望在生产、运输、消费
全过程形成高效率、低排放、深绿色的氢能
产业体系，驱动能源绿色变革。

“吞”进蓝藻，“吐”出原料

“吞”进蓝藻，“吐”出原料，在环太湖
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科研示范基地里，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在这个地处江苏宜兴、紧邻太湖的基地
里，一批批蓝藻从太湖打捞上来，经管道传
送到生产车间，依次经过混凝、悬浮、脱水
等环节的处理，从有机废弃物变成了资源化
利用原材料。经过处理，蓝藻重获新生成了工
业藻粉、有机肥料和生物质碳源等有机原料，
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生产场景中去。

面对曾经作为太湖“呼吸之痛”的蓝
藻，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探索出了一条资
源化利用的新路子，一项项新技术不断升级
换代，近年来研发制成的“京山碳”成为了
污水处理领域的净化剂，相关技术已于 2023
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

在污水处理中，选择合适的碳源是提高
处理效率和降低能耗的关键。作为生物质碳
源，“京山碳”在全国不同区域多座污水处理
厂的实践效果证明，其在进水水质稳定情况
下产品单耗碳氮比性能优势突出，在水质变化
波动情况下抗冲击性优势突出，安全性与运
输、存储、投加的便利性也明显优于化工碳源。

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京山碳”的主要原料来自于太湖治理的

“顽疾”——蓝藻，从蓝藻中提取高价值的生
物质碳源有效成分，在还太湖水清岸绿的同
时，将蓝藻“变废为宝”，为污水处理厂提供
优质、高性价比、绿色低碳的新型生物质碳
源药剂产品。

在“京山碳”的研发过程中，江苏金山环
保工程集团与北京大学联合成立了“北大—金
山环保新型碳源联合实验室”，围绕蓝藻的高
效固碳能力和资源化利用展开研究，将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研发新型生物质碳源产品，
助力污水处理行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支撑污
水处理“双碳”目标落地。

环顾神州大地，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工具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提供了
更多可能。

“目前，生态环境部建设了智慧高效的数
字化治理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综合管理信息
化平台。该平台集成生态环境、气象、水
利、交通、电力等数据，形成环境质量、污
染源、自然生态等 9 类数据资源，完成大
气、行政许可、土壤执法等 40 余个专题应
用，实现‘一图统揽、一屏调度’。”生态环
境部相关负责人说，生态环境部还在持续深
化空气质量保障和监督帮扶、水环境、污染
地块、项目环评、排污许可、碳市场等基础
数据空间展示和业务化应用场景开发，开辟
执法监督线上战场，做到“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到哪里，信息化就覆盖到哪里”。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具不断涌现

科技助力“智”护生态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具不断涌现

科技助力“智”护生态
本报记者 刘发为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
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颠覆性创新已经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通过占领科技制高点，不断注入绿色发展
新动能，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推
动可再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技术含量
高、利用效率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
新发展模式，既是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
要手段，也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
要支撑。

颠覆性技术创新培育了能源领域的新质生
产力，催生了“生物质发电+氢基能源”的发
展新模式。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的重要方
向之一，生物质制氢产业正处于风口。

绿电氢氨醇一体化项目通过将可再生能源
产生的电力转化为氢能，再进一步转化为氨气
或醇类化合物，形成一个从资源端到消纳端的
全产业链。这一过程中，氢能作为中间产品，
既可以用于储存和运输，也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氨气或醇类化合物，用于化工等领域。

此发展模式，一方面可为生物质发电产业
谋划发展新出路，另一方面可通过低碳燃料、
原料替代，推动化工、冶金、交通、电力等传
统行业的绿色化转型升级，并以绿色能源为锚

点，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绿电氢氨醇一体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废弃
物“变废为宝”。

据统计，中国农林剩余物和生活垃圾等生
物质资源年产量超过35亿吨，可开发生物质能
约 4.6 亿吨标煤，但目前实际利用率不足 14%。
通过绿电氢氨醇一体化发展实现秸秆、畜禽粪
污等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高效利用，将其从城
乡环境治理的“污”和“废”转变为生物质产
业发展的“资源宝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生物
质能产业，有利于打造推动区域资源循环和减
污降碳协同发展的绿色生产力。

绿电氢氨醇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实现新能
源“时空调配”。

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可再生能源
已成为中国保障电力供应的新力量，装机容量
超过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50%。促进绿电氢氨醇
一体化发展是实现绿电消纳的重要路径，绿电
可以通过电解水技术以氢或氢基化合物的形式
储存，还可以通过制备氢燃料电池对电网进行
调峰调频。由绿氢合成的绿氨和绿醇都是优秀
的氢能载体，可以实现长距离低成本安全运
输，从而解决绿电消纳难、输送难、储能难等
问题，实现不同区域间资源互补和跨时空调

配，统筹全国能源配置，发展绿色生产力。
绿电氢氨醇一体化发展，能够加速旧产业

“以绿转新”。
使用绿色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已成为碳密集

型行业的普遍共识，绿色甲醇在安全性、经济
性和基础设施适配性方面均有优势，正成为国
际主流的绿色船舶燃料。此外，基于绿电氢氨
醇构建的新能源低碳、混动、电动发动机动力
系统，可以在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绿色转型的同
时促进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不
断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
色能源产业，以绿色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

前瞻性、颠覆性重大创新及成果转化催生
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
体，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带动作用。绿
电氢氨醇一体化发展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通
过加快建设绿电制、储、运、用全产业链条，
应用范围涉及新能源、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
工程装备、新型储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多个
产业，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绿色能源需求，对
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右图：中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位于长
春的中车长客试验线进行运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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