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杭州中国智谷富春
园区新能源产品体验基地
安装的氢光一体智能零碳
路灯；

氢动二轮车和氢动三
轮车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3 月底起浦江两岸分时
进入封控状态，为确保人员可
控、生产有序，申能集团旗下
肩负“上海地区一半以上天然
气供应” 重任的上海 LNG 公
司，重启“对外封闭运行，对内
蜂巢管理” 的最严防控模式，
300 余位员工 24 小时全天候
驻守， 全力守护洋山 “能源
岛”。 3 月底以来， 上海洋山
LNG 接收站累计接卸 LNG
船 8 艘， 总计 LNG 接卸量达
47 万吨， 向全市供应天然气
近 5 亿立方米，为守护疫情期
间上海“万家蓝焰”发挥了关
键作用。图为申能集团旗下洋
山 LNG 接收站生产现场开展
检修工作。 申能集团/供图

洋洋山山““能能源源岛岛””：：用用最最严严防防控控模模式式守守““沪沪””万万家家蓝蓝焰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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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球球首首款款氢氢光光一一体体智智能能零零碳碳路路灯灯、、氢氢动动二二轮轮车车等等先先进进氢氢能能利利用用产产品品亮亮相相杭杭州州——————

氢氢能能再再添添城城市市化化应应用用场场景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四四部部门门联联合合印印发发《《通通知知》》，，加加大大绿绿色色建建材材政政府府采采购购力力度度——————

““绿绿色色建建材材应应用用””试试点点城城市市扩扩容容

伴随着氢能技术的突破和规模化应
用，氢能全产业链发展正迎来爆发期，全国
各地竞相加大力度布局氢能产业， 氢能在
城市中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就在不久前， 全球首款氢光一体智能
零碳路灯、 氢动二轮车等先进氢能利用产
品在浙江杭州正式亮相。

为响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5 月 6 日，
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与杭州春江创新研究
院有限公司在中国智谷富春园区发起的新
能源产品体验基地正式启用。 该基地集中
展示了纳米固态储氢技术及最新研发应用
成果，包括氢光一体智能零碳路灯、氢动二
轮车、 氢动物流三轮车以及氢动观光四轮
车等。

氢能走近“寻常百姓家”

当前，我国氢能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

氢能在城市的应用场景主要以氢燃料电
池汽车为主，模式较为单一。 此次在杭州
启用的新能源产品体验基地展示的多个
氢能先进技术产品，无疑将推动氢能在城
市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宽，推动氢能从单
一下游应用逐渐向城市氢能生态圈演变。

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科研产业部部
长翁卫国向记者介绍， 氢光一体智能零
碳路灯采用太阳能和氢能耦合发电技
术，可为城市道路提供全天候照明，且免
维护、无市电、即装即用；氢动二轮车则
装有特制纳米金属固态储氢瓶， 充氢 30
秒后，就可以载一个体重 70 公斤的人行
驶 70 多公里，且安全又高效。

“氢动路灯和氢动二轮车所采用的
纳米结构储氢罐已具备大容量储存氢气
的能力。 这种储氢罐非常安全，充换氢便
捷、容量大，便于量产，未来消费者在便
利店或高速公路服务区就可以购买储氢
罐，进行充氢服务。 ”翁卫国说。

除此之外 ，目前 ，氢能还正拓展快
递车 、氢光电暖器等应用场景 。 “通过
不断拓宽氢能的多元化应用形式 ，让
氢能走进 ‘寻常百姓家 ’，从而进一步
促进城市氢光一体化技术发展 ， 推动
零碳移动电源应用 ， 带动氢能安全消
费。 ”翁卫国说。

多个城市积极落地氢能应用项目

受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推
动，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正步入快车道。 不
少城市正持续加大储氢、运氢、加氢等氢

能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并积极为氢能普
及应用提供多样化实践场景。

比如，今年 4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印
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
规划》，明确构建低碳、经济的绿色氢能
供应体系，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及昌平能
源谷、中石油沙河科技园等产业园区，探
索开展氢能在建筑分布式供能、 民用热
电联供、储能调峰等领域的应用；同月，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布 《佛山市南海
区 推 进 氢 能 产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2-2025 年）》， 推进加氢站和氢源等
氢能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推进氢能多元
化商业化应用； 日前， 浙江省嘉兴市嘉
港区委员会印发 《嘉兴港区氢能产业发
展扶持政策》，鼓励加氢站建设和运营使
用，推进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根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共有 30
个省份、158 个城市在地方“十四五”规划
中提及氢能发展，57 个城市出台了地方
氢能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受此推动， 城市氢能应用项目加速
落地。 去年 8 月，天津网络货运正式开启
“氢时代”，5 辆氢燃料电池重卡往返天
津港运送铁矿石， 完成了该市首次氢能
绿色运输任务；在山东，自“氢进万家”科
技示范工程启动以来，截至今年 1 月，已
建成加氢站 22 座， 推广燃料电池车辆
848 辆，开通燃料电池公交专线 30 余条。

据翁卫国介绍， 氢光一体零碳路灯
除在杭州正式投入使用外， 在嘉兴、西
安、咸阳也均已敲定安装使用意向。 “截
至目前， 全国已有多家企业提出生产合

作意向，有望很快实现量产。 ”

应鼓励地方积极打造氢能生态体系

目前，高成本仍然是公认的氢能产业
发展与氢能产品规模化推广“拦路虎”。

“氢能在城市场景中应用，更多受限
于季节性和高低峰波动带来的成本上
升。 与工业用氢 24 小时连续供应不同，
城市场景对氢的需求多集中于夏季、冬
季的白天，但白天高峰期用电成本较高，
这就需要利用夜间低谷期的低电价制
氢， 同时配备大量储氢设备进行削峰平
谷，如此一来，制氢、用氢成本就会随之
提升。 ”康明斯公司战略部氢能项目负责

人杨小珂说。
在翁卫国看来 ， 随着氢能应用场

景的逐步多元化 ， 氢能成本障碍有望
逐渐得以破解 。 “目前 ，氢能应用场景
多元化趋势明显 ， 未来随着氢能船舶
动力 、氢光电站 、固体加氢站 、氢能电
源 、 氢能冶金 、 建筑氢能供热等应用
场景逐步拓宽 ， 加之氢能产业技术进
步与效率提升 ， 以及氢能规模化制备
等 ，氢能使用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

为加速城市氢能产业发展， 翁卫国
建议，下一步应鼓励地方积极打造氢能
生态体系，推进氢能示范区。 同时鼓励
探索氢能相关技术升级创新，助力氢能
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本报讯 记者张胜杰报道：近日，财政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
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组织申报政府
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
点城市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提
出，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绿色低
碳产品采购力度，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和绿
色建材。

建筑业是城市兑现“双碳”目标的重
中之重。 专家解读指出，当前，低碳城市
建设对于绿色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通
过政府采购推动绿色建材普及应用，将
有助于打通绿色建材生产和消费环节，
推动建筑行业从源头减碳， 助力低碳城
市建设。

根据《通知》，四部门决定进一步扩大
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
试点范围，在现有南京、杭州、绍兴、湖州、
青岛、佛山等 6 个试点城市基础上，进一步
扩大到“每省申报试点城市数量原则上不

超过 2 个”。
《通知》指出，试点城市要以推动城乡

建设绿色发展为目标， 运用政府采购政策
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 建立
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建设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 探索开展既有
公共建筑绿色化综合改造， 带动建材和建
筑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着力打造宜居、绿
色、低碳城市。

“这是国家落实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绿
色金融、 信贷和补贴等政策迈出的实质一
步。 政府财政引导有助于增强企业及消费
者对绿色产品的信任， 从而促进绿色消费
与城乡绿色低碳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生
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说。

庄贵阳进一步指出， 随着低碳城市建
设对绿色低碳产品的需求增加， 将绿色建
材等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 将打通绿色
建材生产和消费环节， 推动建筑行业从源
头减碳，助力低碳城市建设。

相关材料显示，截至目前，上述南京、
绍兴等 6 个试点城市已推进 209 个试点工
程项目， 正不断为绿色建筑应用与低碳城
市建设积累经验。

比如， 青岛今年 4 月成功举行了防
水材料政府批量集中采购谈判工作，这
是国内首次针对政府投资工程所需防水
材料开展的批量集中采购， 标志着青岛
在探索绿色建材规模化采购机制方面迈
出重要一步。

杭州市则依托政府采购交易平台，引
入政府集中采购管理模式， 搭建政采云绿
色建材馆，截至 3 月底，共入驻供应商 134
家，审核通过并上架 49 款商品。

绿色建材检测、认证工作是试点工作的
关键。杭州市通过创新标准体系，编制技术规
范文件，目前已有 13家企业、共 30余个产品
获得绿色建材产品评价认证证书。

绿色建材具有极大的碳减排和市场应
用潜力， 已成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

产业。 有专家认为，加快低碳城市建设，绿
色建材要先行。

有测算指出， 如果绿色建材得以全面
推广，按现有市场规模，将可促使建材生产
环节减少碳排放 4805 万吨，在使用环节减
少碳排放 1263 万吨。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站长郑海平近日公开
表示，应优先选用高强度、高性能、高耐
久、耐腐蚀、抗老化材料，延长建筑使用寿
命，降低部件更换频次，降低原材料消耗，
从源头形成有效的碳排放“控制阀门”。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潘毅群也表示， 若按照三星级绿色建筑
要求，我国温带季风气候区、温带大陆气
候区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三大主要气候
区的民用建筑运行碳排放可降低 20%—
25%。 结合绿色建材的使用以降低隐含
碳排放，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将有巨大
贡献，也更加符合城市更新理念。

2021年北京空气质量
首次全面达标

本报讯 记者仝晓波报道：5 月
11 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2021
年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下称
《公报》）。 《公报》全面展示了北京市
2021 年生态环境状况的向好趋势。
2021 年北京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
标，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向好，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全
国省级最优水平。

《公报》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市
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已覆盖延
庆、密云、门头沟、怀柔和平谷五个
生态涵养区，并延伸到中心城区，打
出了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金名片”。

数据显示，2021 年， 北京市空
气中细颗粒物 （PM2.5）、 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
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分别为 33
微克/立方米、3 微克/立方米、26 微
克/立方米、55 微克/立方米； 一氧
化碳（CO）和臭氧（O3）浓度分别为
1.1 毫克/立方米 、149 微克/立方
米。 六项大气污染物浓度值首次全
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值得注意的
是，2021 年， 北京实现了 PM2.5 和
O3 首次双达标。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北京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战略和“双碳”承诺，在全国率先实
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机制，
发展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高
精尖”产业，聚焦能源、建筑、交通等
领域推进碳减排，2021 年全市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20 年下降 4%左右，保持全国省级
最优水平。

以交通为例，根据《公报》，截
至 2021 年底，北京累计淘汰国三排
放标准汽油车近 11 万辆， 新能源
车保有量达到 50.7 万辆，国五及以
上车辆占比超 70%， 车型结构达到
全国最优。

与此同时， 北京深化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机制建设， 全市电力、热
力、制造业及服务业等领域共计 859
家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本市试点碳市
场管理， 碳排放额成交量 590 余万
吨，线上成交价约 73 元/吨。 北京同
时加快与全国碳市场衔接， 承建全
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心。 倡
导首都头部企业率先启动低碳转
型， 并通过碳普惠项目鼓励公众积
极践行绿色低碳出行， 迄今为止绿
色出行量累计超 2400 万人次，市民
在充分享受绿色发展所带来的便利
和舒适的同时，践行自然、环保、节
俭、健康的生活方式。

氢氢动动观观光光车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