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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利用用可可再再生生能能源源电电解解水水制制氢氢，，通通过过““氢氢--氨氨--氢氢””这这一一流流程程完完成成““绿绿氢氢””运运输输

““氨氨经经济济””能能否否破破解解氢氢能能储储运运难难题题？？
■■本报记者 李丽旻

核心阅读

尽管“氨-氢”这一储运方式拥有一定优势，但其劣势也不容忽视。
液氨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同时不论是将氢气、氮气合成氨气还是将氨气
转换为氢气，都将有一定的损耗，这一反应的转换效率也有待提高。

资讯

多位专家在行业会议上指出———

检测技术能力不足已成氢能产业一大短板
■■本报记者 仲蕊

核心阅读

目前，国内检测机构大多聚焦于氢能某几个环节开展测试业务，没
有一个区域性检测机构具备满足整个产业链测试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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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西西偏偏关关风风电电场场全全容容量量并并网网发发电电

随着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快速
发展， 氢能装备试验检测服务需求不断上
涨。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燃料电池技
术与应用大会上， 相关业内专家指出，目
前，国内虽已建成数家氢能检测中心，但氢
能装备性能检测和试验方法亟待统一、覆
盖全国的氢能装备检测网络尚未形成。

亟待加强精细化与准确性

TüV 南德意志集团大中华区氢能业
务项目经理贾红慧表示：“由于采用的检测
方法不同，氢气检测结果并非总是一致。例
如常用的氢气浓度测试方法有检测管测定
法、燃烧仪测定法、气相色谱仪分析法等，
燃料电池汽车用氢气， 对测量杂质灵敏度
有更高要求， 常采用气相色谱仪分析法来
测量，但如果采用不适合的方法和设备，相
应的杂质进行色谱分析就会产生检测结果
差异较大的情况。 ”

记者了解到， 氢气标准目前有 GB/T
37244-2018《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

燃料氢气》和 GB3634《氢气》标准，如果没
有准确的区分， 会造成对氢气检测结果的
误判。

“例如 GB/T 37244 燃料氢气对总硫
量和一氧化碳都有一定要求， 而 GB3634
《氢气》高纯氢中没有对硫化物、有机物等
杂质的要求， 燃料氢的氢气纯度甚至连纯
氢都算不上，因此，高纯氢不等于燃料氢。”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

除此之外， 具备相应条件的检测实验
室较少，检测周期长、检测费用高，也阻碍
了氢能检测的精细化与准确性。

对此，贾红慧表示，解决这样的问题需
要开发与提高特定杂质的定向除杂与检测
技术， 在满足氢气纯度质量测试要求的前
提下，同步降低检测的成本和时间，满足氢
能产业的发展需求。

产业集群区域测试需求尚难满足

据记者了解，氢燃料电池产业链较长，
需要检测的内容繁多。与会专家表示，目前

国内已经建成的氢能检测中心， 如航天
101 所、北京低碳院、长城氢能检测中心、
天津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机动车检验中
心、重庆中汽研氢能中心、中汽研襄阳达安
机动车检验中心等， 检测内容基本实现对
整个产业链的覆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检测机
构大多聚焦于某几个环节开展测试业务，
没有一个区域性检测机构具备满足整个产
业链测试需求的能力。当前，多数寻求达到
示范城市群要求的地区基本实现全产业链
铺开发展， 这意味着有些地区的测试需求
无法被本区域内的测试机构满足。”上述业
内人士指出。

此外， 相应的标准制定也并未完全实
现统一。“各零部件都陆续制定了一些国际
标准， 但由于零部件的国产化时间有先后
之分，相应的标准制定也会有先后顺序，各
个标准在制定的时候大多只考虑了自己零
件的边界条件选取， 造成了组合成整台设
备后对于一些参数与边界条件很难统一。”
业内人士表示。

贾红慧认为：“由于氢能产业链在不同
细分领域、不同地域之间发展的差异性，不
同的客户常常对于测试场地、 测试条件等
有着不同的要求， 因此需要全行业以更加
开放的态度加强沟通交流， 支持国内氢能
产业在新测试方法的开发与标准制定上稳
步推进，助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

“标准统一+政策鼓励”缺一不可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一些氢能相关的
重要属性和标准尚不明确， 例如氢气在当
前的管理体系中仍作为危化品来管理，极
大影响了企业涉氢业务的相关审批效率和
成本。

此外，随着氢能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各
国在氢能相关标准和法规上的对接也存在
差异， 这也给技术与产品在全球氢能市场
的推广增加了额外成本。

对此，TüV 南德北亚区氢能业务负责
人兼大中华区工业服务部总监 Simon
Lemin 建议， 检测认证机构应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因地制宜，同时，加
强与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并为企业和机
构搭建国内外技术支持与经验交流平台。

Simon 表示，在欧洲，制定标准时通
常是相应的行业协会与监管机构自上而
下梳理标准架构，并考虑到与其他系统部
件的边界与统一，从整体的边界与标准出
发， 逐步细化到各个零件部件的标准统
一，这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

“此外，适当对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政
策支持， 增加氢能产业安全性与产品质量
的支持力度，将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安全发
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支撑。 ”Simon 补充称。

日前，西北建投承建的偏关风电场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地处山西省偏关县楼沟乡境内的偏关风电场是山西省重点工程，计划投资 8.2 亿元，规
划装机 9.95 万千瓦，设计安装 50 台风电机组，每年发电量 2.5 亿千瓦时。 乌志文/摄

日前， 汇丰银行发布的一份研究摘要
预测称， 以化石燃料为原料制取的氨气很
可能成为未来氢气大规模运输的重要载
体，考虑到转换氢气成本低廉、氨气供应充
足等优势， 氨-氢这一储运方式将成为媲
美液氢的新兴储运方式。 随着我国氢能发
展已经步入快车道， 解决氢气长距离运输
的方法已层出不穷， 氨-氢储运这一技术
路线前景如何？

多国积极布局氨-氢产业

近年来，氢能热潮席卷全球，氢产业成
为多国能源领域发展的重点，然而，氢气的
远距离运输却始终是行业的痛点。 据记者
了解，在我国氢气储运环节中，高压长管拖
车储运氢气目前是行业主流， 但这一方式
却因储氢效率较低而发展前景受限。

在此情况下，化学储氢、低温液态储氢
等新型方式受到了业界青睐， 而氨-氢这
一方式则是化学储氢技术路线中的一种。

记者查阅相关研究了解到， 在同等条
件下， 液氨在标准大气压下-33℃就能够
实现液化，与之相比，如果直接运输液氢温
度则需要降至-253℃左右，液氨运输难度
相对更低。同时也有研究数据显示，液氨储
氢中体积储氢密度相对液氢可高 1.7 倍，

同时也远高于当前主流的高压长管拖车储
运氢气的方式，其优势已较为明显。

事实上，截至目前，日本、澳大利亚等
国均已在积极布局“氨经济”。在“碳中和”
愿景下， 利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后，
通过“氢-氨-氢”这一流程完成“绿氢”运
输。 从当前多国布局来看，氨-氢运输这
一方式在大型氢出口项目领域尤其具有
优势。

氢能发展催生传统领域新需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氨化工作为传
统化工的重要领域， 在我国已有数十年的
发展历史，液氨运输已十分成熟。 事实上，
作为一种氮氢化合物，氨在化肥、药物、日
化等行业都应用广泛。在此情况下，氨也是
当前全球产量最高的无机化合物之一。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家港产

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韩涤非指出， 不论是氢
气合成氨还是氨分解为氢气、氮气，技术已
十分成熟， 近年来全球氢能的发展则为这
一产业带来了新的需求。 “从原理上说，利
用氨作为氢气载体并不是新生事物。 我国
合成氨工业已十分发达， 氨主要来源于煤
化工等领域。 ”他指出。

在今年 1 月，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
高也在 2021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
指出，能利用传统的工业催化技术合成氨，
也能利用电催化方法合成氨， 在能源革命
的大背景下， 氨以其质量储氢密度比以及
体积储氢密度这两大优势， 正在成为具有
发展前景的氢运输载体。

氨-氢储运市场竞争力有待检验

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目前日本、
阿联酋、澳大利亚等国已将“氨”纳入其政

府能源战略之中，与之对比的是，目前国内
氢能行业中， 氨-氢储运这一方式应用相
对较少。 在业内人士看来，氨-氢这一模式
尽管研究热度不减， 但最终能否成为工业
主流，仍需考虑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并经
过一定的实践检验。

在韩涤非看来， 尽管氨-氢这一储运
方式拥有一定优势，但其劣势也不容忽视。
他指出，液氨本身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同时
不论是将氢气、 氮气合成氨气还是将氨气
转换为氢气，都将有一定的损耗，这一反应
的转换效率也有待提高。

韩涤非指出：“随着氢能产业发展，
氨-氢这一方式可能会成为氢气储运环节
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但不会是唯一的解
决方案。 相比较来说，利用常温、常压的甲
醇重整制氢或是直接利用液氢等方式也有
较大的市场竞争力。 ” 另外，此前也有业内
专家告诉记者， 随着氢能产业逐步走向成
熟，在氢气储运环节中，大规模氢气管道运
输预计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也有业内专家认为，尽管合
成氨工业相对成熟， 但要实现大规模氨氢
转换，让“氨-氢”这一方式成为氢能产业
的一环， 目前仍需将氨分解制氢的大容量
设备、 纯化技术以及终端产品等产业链各
环节进行集成。

大数据
光 伏

节前囤货刺激
硅料价格上涨

根据安泰科的数据， 上周国内单
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 9.0-9.5 万元/
吨，成交均价为 9.31 万元/吨 ，周环比
上涨 2.42%； 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8.8-9.3 万元/吨， 成交均价为 9.06 万
元/吨，周环比上涨 2.95%。

上周多晶硅市场价格维持上周涨
幅，其中复投料、单晶致密料 、单晶菜
花料成交价涨幅均在 2-4%之间，多晶
用料价格也持稳微涨。 上周多数硅料
企业 2 月份订单已签订完毕， 甚至有
部分企业新签 3 月份订单， 且成交价
延续上涨走势，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 ，
硅片产能扩张如期释放， 实际需求增
加，且需求增幅大于硅料供应增量；第
二， 惯例春节前囤货本就会刺激部分
预需求， 加之目前正值硅片产能增量
释放的阶段， 春节期间需要的备货量
也随之增加， 同时疫情对本年度春节
前物流影响也大于往年， 从 1 月底开
始物流运输陆续受阻，因此，上周下游
签单积极性更加高涨。

根据国内多晶硅企业运行情况统
计 ，1 月份国内多晶硅产量约 3.64 万
吨，环比增加 6.7%，增量主要来自永祥
股份、鄂尔多斯、内蒙古东立等企业检
修复产后的释放量， 同时减量包括 1
家企业逐步停产影响的部分产出。 按 1
月份产量排序， 月产量在千吨以上的
企业有 6 家， 包括永祥股份、 保利协
鑫、新疆大全、新特能源、东方希望、亚
洲硅业，产量共计 3.38 万吨，占 1 月份
国内总产量的 92.9%。 本轮多晶硅价格
上涨主要仍是硅片扩产释放量刺激的
实际需求和下游为假期备货带来的预
需求两大支撑因素共同作用的， 而越
临近春节， 备货刺激因素影响占比越
大， 国内各地区物流从 2 月第一周开
始将陆续受到影响，部分西北地区从 1
月底就开始受限， 预计受物流影响较
小且有余量的内陆地区硅料企业 ，春
节前仍有签单涨价的空间， 从而带动
多晶硅市场均价进一步上行。 （刘晶）

钙钛矿光伏企业
再获资本青睐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日前，杭州
纤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 “纤纳光
电”）宣布完成 C 轮融资，总募集金额 3.6
亿元，由三峡资本领投，京能集团、衢州金
控、三峡招银等资方跟投。 据透露，纤纳光
电拟将本轮融资用于钙钛矿光伏百兆瓦
级产线扩建项目、 叠层产品升级项目，以
及应用产品研发和生产项目等。

钙钛矿被业内看作是下一代光伏材
料。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一种由人工合成
的新型薄膜太阳能电池。 和目前太阳能主
流材料晶硅一样，钙钛矿属于半导体，但其
合成成本仅为传统电池的 1/20， 加之对光
的吸收能力更强、柔韧性更加、重量更轻，
优势明显。 近年来，随着晶硅太阳能电池发
展越来越成熟、转换效率逐渐接近天花板，
作为优势储备技术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逐
渐被市场注意，获得资本市场青睐。

纤纳光电一直走在钙钛矿光伏技术
前列。 截至 2020 年底，纤纳光电钙钛矿小
组件光电转换效率连续 7 年蝉联世界纪
录榜首， 连续 4 年保持国内最高效率纪
录 ， 其钙钛矿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达
18.04%。 2020 年 7 月底，纤纳光电子公司
衢州纤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钙钛矿生
产基地落成。 按照规划，该基地总体规划
产能共 5 吉瓦。 新一轮融资将助推未来纤
纳光电产线升级、市场推广。

胜利油田首个“风光热储”
示范工程并网发电

本报讯 日前，胜利油田首个集合“风、
光、 热、 储” 四类新能源技术的示范工
程———营二井区新能源建设一期工程顺
利并网发电，标志着胜利油田新能源建设
步入了新的里程碑。

为响应胜利油田“十四五”末综合能
耗、碳排放量分别降低 10%、20%的工作部
署，该公司实施了营二井区新能源一期工
程， 建设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2207 千瓦，风
力发电装机容量 13 千瓦， 光热利用装机
容量 15 千瓦，并配备相应的储能设施，年
均发电量可达到 265 万千瓦时。 该工程全
部建设完成后，年均发电量将达到 866 万
千瓦时，与传统火力发电相比，每年可减
排二氧化碳 9182 吨， 相当于 3400 辆汽车
一年的碳排放量。

本工程由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承担设计 ，采取 “五化 ”建设模
式，一期工程从施工到并网发电仅用时
20 天， 为项目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
保障。 （左丰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