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峡”之大者，利国利民。 3 月
29 日，由华为数字能源提供整体数据中心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
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投产。

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位于湖北省宜昌
市三峡坝区右岸， 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
规划建设 26400 个机柜，分三期建设。 一期
工程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正式动工，2021
年 11 月 30 日首批机柜投产，2022 年 3 月
29 日实现竣工投产，前后历时一年。 三期
全部建成投产后， 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
绿色零碳数据中心集群。

本次投产的一期项目总投资 8.45 亿
元，共建设了 4400 个机柜，建筑面积 4 万
平方米，包含一栋数据中心机房楼、一栋通

讯指挥楼、一座 35 千伏变电站。 项目一期
工程年用电量将超过 2 亿千瓦时， 全部使
用三峡清洁水电供电， 同时采用江水冷源
系统降温，大大降低能耗，提升能源效率。

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作为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峡集团”）
“十四五”数字化转型的重大项目、总部回
迁湖北后首个交付的重大“新基建”项目，
按照国家 A 级机房标准建设， 采用业界最
先进的技术和自主安全可控产品， 是国内
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

在该项目中，华为提供了 L0+L1 整体
解决方案，包括数据中心系统架构设计、主
设备供货和集成管理交付， 特别是华为数
据中心能源提供的全栈解决方案， 包括：

160 套模块化机房、38 套智能电力模块、
320 套智能锂电设备、160 套高温风墙、1 套
iCooling@AI 智能温控系统和 1 套智能巡
检机器人，助力三峡集团打造极简、智能、
安全、绿色的数据中心。

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 数据中心
本身的节能降碳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衡量
指标。因此，华为数字能源在助力三峡集团
将东岳庙数据中心打造成真正的绿色零碳
数据中心方面不遗余力。 其中包括采用业
界最先进的 iCooling@AI 智能冷却方案，
将全年 PUE 控制在 1.25 以内；智能电力模
块+SmartLi 智能锂电备电方案， 不仅保障
数据中心的长期可靠运行， 而且节省供配
电面积 40%，多部署机柜 50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整体系统解决方
案结合端到端预制化交付模式， 帮助客户
实现了快速部署， 相比传统数据中心建设
模式，TTM 缩短 50%。

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
动， 三峡集团将依托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
的地理位置优势、 清洁能源可靠供应优势

和高等级安防保卫优势， 积极携手湖北省
和宜昌市， 将其打造成为第九个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 使之成为名副其实
的国家数据“保管员”、绿色零碳“引领员”、
东数西算“调度员”，为长江经济带乃至全
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环保、安
全的数字基础设施底座。 （仲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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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力力电电池池生生产产商商加加速速““去去碳碳””

本报讯 实习记者姚美娇报道：近日，
远景动力执行董事赵卫军在电动汽车百
人会论坛上指出，全球化、零碳和产业链
深度协同发展是引导下一代动力电池产
业发展的三大关键因素。 “电池行业和上
游行业，整体是一个高耗能行业，碳成本
非常高，电池行业必须和上游企业深度融
合，共同提供更多材料供应，并在供应过
程中降低能源成本、降低碳成本。 ”

当前，加速发展新能源汽车以实现减
碳减排已是大势所趋。 不过，新能源汽车
并非没有碳排放压力，记者了解到，现阶
段电动汽车的生产环节乃至回收环节仍
然会生成二氧化碳，其中动力电池更是其
中的碳足迹大户。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逢春曾算了一笔
账，生产一辆燃油乘用车产生的碳排放是
9.2 吨二氧化碳当量， 而生产一辆三元动
力电池乘用车产生的碳排放为 14.6 吨，
磷酸铁锂电池乘用车则达 14.7 吨。 在此
背景下，业内普遍认为未来动力电池零碳
化将成为交通脱碳的重要基础。

另外，目前欧盟是中国动力电池“出
海”的第一目的地，近年来欧盟碳排放要
求愈发严格，电池企业必须提前了解新规
则，否则会面临失去欧盟市场的风险。

2020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新的
电池法规，要求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只
有已建立碳足迹声明的电动汽车电池才
能投放市场。同时，欧洲委员会还提议，对
回收材料的碳含量以及开始电池的收集、
处理和回收制定新的要求和目标。在业内
人士看来，欧盟愈发严格的进口电池产品
规范， 很可能冲击中国动力电池产品，我
国动力电池行业需要尽快做出调整，以保
持在全球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应该尽快启动中国电池碳足迹标准
和方法论研究， 建立产品碳排放管理体
系，参与全球碳中和规则制定，推动与欧
盟建立电池碳足迹管理互认机制，这对于
确保我国电池领域全球竞争力十分重
要。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公开呼吁。

不仅是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 宝马、
大众、奔驰、雷诺、沃尔沃等跨国整车企

业，也逐渐开始向动力电池供应商提出全
生命周期碳排放要求。 基于上述变化，对
想要进军欧洲市场的电池企业来说，建立
碳足迹体系已是不容回避的功课。

目前，国内部分动力电池厂商已未雨
绸缪，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以维持
竞争力。 宁德时代、远景动力、蜂巢能源、
国轩高科等国内主要动力电池企业均已
有所行动。例如，曾毓群在去年 12 月公开
表示，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应用为碳达
峰碳中和提供关键支撑，但电池行业也应
把自身降碳作为重要目标，目前宁德时代
已经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采购时
会把材料的碳排放作为重要考虑因素。蜂
巢能源已对外宣布打造 AI 智能生态联
盟，通过人工智能、先进分析和边缘/云计
算等技术，提升效率品质，进行碳追溯。

“在应对国外碳排放的贸易壁垒方
面，一是要从电池研发的源头上，就把碳
排放的高要求作为输入条件，不符合当地
标准的电池材料不使用或者少使用；二是
创新低碳电池生产工艺新技术；三是就近

建立电池回收体系，尽量与车辆销售体系
相结合。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独立研
究者曹广平表示。

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分析认为，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的碳足迹追溯，一方面
要靠顶层设计的系统化规划与标准建立，
另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先行企业的经验，
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横向及纵向协作，共
同推动碳足迹的管理。

除了在上游原料生产端减少碳排放
之外，对废旧电池进行材料回收和梯次利
用也是实现锂电池产业链碳排放管理的
有效措施。

孙逢春认为， 通过改进制造技术和回
收利用锂离子电池，可以大大降低生产过程
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使用阶段，电动汽
车比燃油汽车排放少 2%-43%， 在此基础
上，如果电动汽车的电耗降低，新能源电力
使用的比例提高， 减排量还会进一步提高。
报废回收阶段，电动汽车的回收可以核减排
放 5.1吨二氧化碳当量，使得生产阶段的排
放可以核减为 9.8吨，减少约 34%。 ”

华为助力三峡集团打造华中地区
最大绿色零碳数据中心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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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庆庆：：风风力力发发电电产产品品生生产产忙忙

������近年来，中国船舶重
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大力推进风力发电产品
生产，加快清洁能源开发
利用，促进绿色发展。

图为工人们正在清洗
检查 5 兆瓦风力发电机
组内齿圈。 人民图片

行业热点

武汉：
打造中国氢能
枢纽城市

本报讯 记者仲蕊报道： 武汉市近
日发布的《武汉市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
意见》（下称《意见》）提出，紧跟全球氢
能产业发展前沿，以技术突破和产业培
育为主线，打造创新研发、装备制造、示
范应用协同发展的中国氢能枢纽城市。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8 年 2 月，武
汉就出台了《武汉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并积极申报第一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城市群。 业内认为，武汉氢能产业起步
早，在技术积累、人才储备、产业基础等
方面均有优势。 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
业发展潜力巨大， 氢能顶层规划出台
后，武汉氢能产业将迎来加速发展。

根据《意见》，武汉市将实施氢能产
业培育工程、氢能科技领航工程、氢能
设施建设工程、氢能应用示范工程和氢
能生态培育工程，建设一批氢能与燃料
电池研发、检测、认证机构，打造氢能产
业集群和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群。 到
2025 年，全产业链年营业收入达到 500
亿元，规上企业达到 100 家，累计产业
投资总额达到 200 亿元，燃料电池汽车
推广量达到 3000 辆，建成加氢站 35 座
以上。 2020 年 9 月，武汉市政府正式下
发 《武汉市氢能产业突破发展行动方
案》， 提出力争通过 3 年时间打造国内
氢能产业创新研发、生产制造、示范应
用引领区。

在喜玛拉雅公司副总裁葛荣军看
来，武汉的汽车产业成熟，且应用体量
较大，凭借中国车谷氢能产业的“规模
效应”，在氢能产业大有可为。 事实上，
经过这几年的探索积累，武汉已逐步形
成氢能上下游全产业链建设。 氢源方
面，武汉的青山化工区有武钢等能源化
工企业，宜昌、荆州等地区都可以为武
汉提供较为丰富的工业副产氢；企业方
面，武汉已集聚东风汽车、喜马拉雅、康
明斯、雄韬氢雄等一批拥有自主核心技
术的氢能头部企业，基本涵盖从质子交
换膜、膜电极、氢燃料电池电堆到氢能
整车生产制造的全产业链。

2021 年 12 月， 国家电投氢能公司
30 万平方米质子交换膜生产线在武汉
经开区投产。 根据规划，到 2024 年，华
中氢能产业基地将形成年产 10 万平方
米质子交换膜、1 万套燃料电池电堆和
5000 套电池动力系统的产能。

除了产业基础和技术积累，武汉还
有人才储备优势。 葛荣军表示，武汉市
在校大学生常年超过 300 万。 华中科技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能够为我国
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输送众多优
质人才，有产学研基础。 以武汉理工大
学为例，该大学在膜电极领域的研发走
在行业前列。 2006 年，膜电极相关课题
组成立武汉理工新能源有限公司，推动
研究成果转化。 2015 年，研发的氢燃料
电池膜电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始销
向国外。

葛荣军认为，武汉政府和企业应把
握未来产业成熟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
术、市场需求等，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
规划、细致分工，各企业间保持合作互
补，最大程度保障武汉氢能产业可持续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