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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气凝胶这一被誉为“世
界上最轻的固体材料”在多领域的应用，
其产业发展吸引了学术界、 工业界的广
泛关注。 7 月 17 日，第三届中国气凝胶
节在山西太原举行，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和企业代表齐聚，共探气凝胶产业的“双
碳”未来。

作为一种新材料，气凝胶具有纳米多
孔结构，兼具“超轻、防火、防水、隔热、耐
腐”等特性，被称为“蓝色烟雾”，可应用于
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绿色建材等领域。

2021 年，相关部门提出要推动气凝
胶等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中国储备粮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华阳集团合作，在
海南、广东、四川等地开展试验，首次将
气凝胶应用于绿色生态储粮和低碳经
济储粮。

“从实践效果看，气凝胶可有效延缓
粮仓内部空间温度的上升， 对储存期间
粮食品质保鲜、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符合绿色生态发展方向。 ”中国储备
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管理部部长巩
福生说，下一步，双方将扩大合作范围，“南
方的稻很难保管。 但现在通过实验，储存

两三年的稻谷还和新的差不多。 ”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依托此优势，研

发生产了碳纤维、 石墨烯等碳基新材料
及碳基合成新材料。

“最近，山西推出十大产业链，其中
有 4 条是新材料。”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庆
学建议山西利用资源优势、政策优势，通
过人工智能和低碳绿色“双轮”驱动，结
合太忻一体化，发展新材料产业。

由传统煤企转型而来、 聚焦新材料

的华阳集团立足煤、延伸煤，创新开发气
凝胶保温隔热毡、气凝胶 A 级阻燃防火
保温板、气凝胶隔热涂料、气凝胶净化涂
料等新型绿色建材， 在诸多领域实现了
批量化生产和规模化应用。

作为山西省专攻新材料的领军企
业， 华阳集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以及山西省委、省政府的疫情防控
要求，主动担当作为，瞄准打造“15 分
钟核酸采样服务圈”这个巨大的市场商

机和需求，充分发挥自身技术和新材料
优势，严格按照国家核酸检测建设规范
标准，以最快速度设计、研发出了集气
凝胶、石墨烯、纳米纤维超净新风过滤
系统等众多硬核“黑科技”为一体的气
凝胶安全舒适核酸采样工作站。

“中国建筑领域碳排放压力很大，特
别需要通过新材料的应用来降低建筑能
耗。我们通过实验发现，利用气凝胶的隔
热、 保温等功能， 建筑使用气凝胶涂料
后，可比普通涂料节能 30%。 ”气凝胶应
用技术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蒋荃说，
后续需要在产品的应用、推广、制度以及
评价体系方面进行完善。

第三届中国气凝胶节活动主题为
“安全·节能·舒适”， 由气凝胶应用技术
产业联盟、华阳集团、山西晋勤服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主办。

华阳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王永革表示，将充分利用气凝胶这一“工
业味精”，与各行业、各企业开展广泛合
作，把气凝胶产品做成产业、把产业做成
产业链、把产业链做成价值链。

（张丽 范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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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钟美燕

近期， 国际油价出现弱反弹行情，其
中 SC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在上周最低跌至
621 元/桶左右， 目前价格重心反弹至
660 元/桶左右，整体走势较外盘油种表现
更稳。 市场在基本面供应偏紧、地缘政治
博弈加剧、宏观预期衰退等多重因素影响
下震荡偏弱运行。

近期， 国际油市供给预期较前期略
有宽松。 美国总统的中东之行后，市场高
度关注沙特对于提高原油产能至 1300
万桶/日的言论， 而 6 月沙特产量仅为
1055 万桶/日。 沙特剩余产能将提升至
245 万桶/日，成为 OPEC 中最具增产潜
力的成员国。 然而，沙特提升产能并不意
味着能提高产量。8 月 3 日，OPEC+将召
开月度减产会议， 以决定 9 月之后减产
联盟的去向。预计 OPEC+基于全球能源
市场的不确定性， 大概率会将减产协议
延期至今年底， 维持供给端的相对偏紧
格局， 这对于产油国既是职责也是效用
最大化的选择。

同时 ， 国际油市需求出现下降端
倪。 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 15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减少 44.6
万桶，汽油库存增加 349.8 万桶，精炼油
库存减少 129.5 万桶。在需求旺季，汽油
端的超预期累库，验证了成品油需求回
落。 此外，海外成品油裂解利润也在持
续回落，高油价和经济放缓对油品的需
求利空影响正在显现，消费者对高油价
的抵抗情绪有所提升，很多美国居民推
迟或取消了夏季出行计划。 国内方面，
汽油和柴油整体需求不及预期，主要受
高温和疫情的扰动。 海关方面， 我国 6
月汽油出口量为 73 万吨 ， 同比下降
50% ； 柴油出口 33 万吨 ， 同比下降
86.1%。 出口难以有效缓解国内库存压
力，内外需求双弱导致国内成品油裂解
利润进一步承压。

市场的下一个聚焦点是 G7 国家对
于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的措施能
否落地。 美国提出预计在今年 12 月之
前引入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的
措施。 对此，俄罗斯隔空喊话：如果油价
上限低于产出成本， 将不再出售石油。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于俄
罗斯能源的一系列制裁，成为全球能源
供给的最大不确定性，不仅改变着能源
贸易的格局，还将对能源定价体系产生
深远影响。 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制裁的
缓冲期也于今年 12 月底截止， 虽然这
一限价政策从制定到实施还有很长一
段时间，但一旦实施，将导致原油市场
的定价出现割裂局面。

今年以来，地缘政治动荡加剧了能源
供需矛盾， 导致原油价格重心一路上行。
美欧的通胀也随之创下数十年来的高位，
考虑到美联储新一轮加息措施即将落地，
国际油价预计将延续区间震荡节奏。

（作者供职于光大期货研究所）

油市洞察

本报讯 7 月 17 日， 在国网山西电
力能源大数据中心煤炭产量监测分析场
景中出现煤炭低产预警信息 13 条，吕梁
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发送至吕
梁市能源局。 经现场稽查核实，3 家煤炭
企业采掘衔接不合理，2 家煤炭企业上
报数据存在问题。

“有了电力大数据的支撑， 保供、限
产、节能、安全不再矛盾对立，精确掌握煤
炭产量，精准制订保供措施会更加科学高
效。 ”吕梁市能源局节能科负责人说。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发挥能源大数
据中心价值作用， 积极研究用电量与煤
炭产量之间的关系，开发出“以电折煤”

能源大数据产品。 自 5 月 10 日“以电折
煤”能源大数据产品运行两个月以来，累
计为政府提供监测分析报告 247 份，发
布产量预警信息 98 条。经吕梁市能源局
现场核查和督促整改， 吕梁市煤炭产量
同比增长了 10%。 “以电折煤”能源大数
据产品对政府煤炭增产保供， 推动山西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是产煤大省，今年以来，为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能源保供要求，山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山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增产
保供和产能新增工作方案的通知》，要
求切实履行山西省煤炭生产供应保障

责任。针对传统煤炭产量核定与监管难
度较大等难点，国网山西电力以吕梁市
为试点，与吕梁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共同开展煤炭产量监测分析，探索
能源计划管理。双方依托山西能源大数
据中心， 经过实地调研和多次研讨，首
次使用电力数据创新开发 “以电折煤”
煤炭产量监测模型。

“以电折煤”煤炭产量监测模型汇集
了 251 家煤炭企业的产量、能耗、用电等
数据，构建以能定产预警、电量煤量趋势
预警等 6 大监测分析场景， 通过可视化
方式，实现煤炭企业产量监测、能耗强度
预警、洗煤企业规模测算 3 类功能。按照

政府指导、电网主建的模式，政企联合形
成了数据收集、监测、分析、预警，现场核
查、整改、反馈的全过程闭环工作机制，
实时监测企业煤炭生产状况， 助力政府
高质量完成煤炭增产保供任务。

下一步， 国网山西电力将进一步加
强政企合作，强化能源、经济、环保数据
收集， 细化煤炭生产企业分类和各流程
环节电量采集， 优化煤炭产量监测分析
模型算法，不断拓展相关应用场景。在政
策保煤、风险监测、能耗双控等方面辅助
政府精准施策， 在能耗管控和用电异常
分析处理方面，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张宏艳 刘政义）

山西电力率先使用电力大数据监测分析煤炭产量

本报讯 7 月 24 日，从“青绿之约”
青海绿色电力行动成果发布暨绿色电力
市场启动仪式上传出消息，6 月 25 开启
的“绿电 5 周”系列活动，再次刷新“绿
电”成绩单，青海绿色电力交易市场正式
启动，并达成首笔绿色电力交易，这既是
绿电活动的再一次创新探索， 更是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的又一生动实践。

“绿电 5 周”期间，青海省内清洁能
源发电量预计达 99.75 亿千瓦时， 相当
于减少燃煤 453.4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816.1 万吨。 与此同时，新能源发电 5 项
指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此次活动是第 23 届青洽会特色亮
点活动之一， 也是青海第 6 次开展全清

洁能源供电实践。此前，国家电网在青海
连续 5 年成功组织实施“绿电”实践，刷
新并保持世界纪录。不同于以往，今年的
绿电活动在创新交易品种、 消纳技术等
方面亮点突出， 主要通过深化绿色电力
交易、峰谷电价调整、省间绿电互补“三
项机制”，应用新一代调度控制、多能互
补调控、源网荷储互动、线路动态增容、
碳排放监测“五项技术”，让绿电成效更
加亮眼，让绿电范围更加广阔。

青海绿色电力交易市场启动是今年绿
电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在当日的启动
仪式上，青海省内 23家新能源电站与 42家
电力用户签订中长期框架协议，交易总电量
达 62.7亿千瓦时。 成功达成省内首次绿色

电力交易，成交电量 6000万千瓦时。 至此，
青海绿电消费开启了全新模式。

“国网青海电力积极组织协调，统筹
绿色电力交易与电力保供 ， 在测算
2022-2027 年青海省内绿电交易需求和
供应年度规模的基础上， 通过加强月度
交易与年度交易相结合， 促成了框架协
议的签订。”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长田海青说，“以省内首场绿电交易
为试点， 后期我们将根据市场情况逐步
扩大市场主体范围， 推出更多适应新型
电力系统的交易产品， 推动绿色电力交
易常态化开展。 ”

此外，今年国网青海电力持续将“智
能化”和用户感知感受融入“绿电”活动。

结合往年经验， 深化应用碳排放监测技
术，推动碳监测平台再升级，为青海全省
114 家规上企业构建专属电—碳模型，
构建省域、 地区碳排放监测和核算分析
服务体系， 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测碳服
务，为政府“能碳双控”提供决策参考。同
时，通过开展绿电进校园、进园区和进湖
区等活动，让用户“绿电”感知更加丰富。

下一步， 国网青海电力将以新型电
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建设为目标， 持续攻
关新能源消纳技术， 不断提升和完善现
有电网结构，推动绿电供应和消费，为建
设现代化新青海、 服务国家清洁能源产
业高地建设贡献国网力量。

（王星宇 金耀鹏）

青海“绿电 5周”活动再次刷新“绿电”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