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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机组燃煤锅炉的环保设
施好比以前家里用的煤饼炉，在出
口排气位置戴了一个 ‘普通口罩’
用来脱除有害气体，而超低排放相
当于戴了一个 KN95 这样的‘升级
口罩’，排出的烟气更干净。 ”近日，
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浙能集
团王洁。

王洁向记者介绍， 燃煤机组超
低排放技术是在原有燃煤机组环
保设施的基础上，采用多种污染物
高效协同处理的一种脱除技术。 具
体来说，是在传统燃煤机组排放技
术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宽温度窗
口脱硝技术、 低低温电除尘技术、
湿式电除尘技术、脱硫提效等一系
列技术来提升污染物的脱除水平。
使用该技术后，排放到大气中的烟
气的主要污染物浓度， 如烟尘、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每立方
米分别不超过 5 毫克、35 毫克、50
毫克，达到天然气发电机组污染物
的排放水平。 此外，进一步脱除烟

气中的汞、三氧化硫、 PM2.5。
近年来， 王洁积极组织燃煤电

厂污染物控制、 环保设备运行优化
等项目研发，并参与燃煤机组超低排
放测试及优化工作。 王洁告诉记者：
“目前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技术已全
面推广， 超低排放设备的国产化率
达到 100%，摆脱了对日本、美国、欧
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技术设备的依
赖。 下一步，将进一步实现技术升级，
并推广到钢铁、船舶等其他行业。 ”

“燃煤电厂发电成本相当于天
然气发电成本的 1/3-1/2。 燃煤机
组超低排放技术的应用使得燃煤发
电达到天然气发电的污染物排放水
平。”王洁表示，一方面，超低排放技
术打破了燃煤电厂是重大污染源的
传统既有观念；另一方面，燃煤电厂
本身发电成本远低于天然气， 应用
超低排放技术以后大幅提高了煤电
的清洁程度， 给燃煤机组拓展了新
空间， 从末端治理上提升了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水平， 助力我国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和能源高质量发展。
对于如何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王洁进一步指出，主要分为两个
维度：从源头上来说，需积极推动煤
炭发电向清洁低碳和灵活高效转
型。 如现役机组的“三改联动”和新
建高参数大容量机组， 从而进一步
提升煤电清洁高效发电能力， 同时
满足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对电力的
需求。

从治理上来说， 需大力开展超
低排放和减污降碳技术研发。 如浙
能集团在兰溪电厂建设的万吨级
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
是国内首个煤电碳捕集和矿化利用
全流程耦合项目， 实现了高效低能
耗、 二氧化碳捕集协同废气污染物
治理的目标， 开发了新一代二氧化
碳捕集技术和矿化养护技术。目前，
该项目已进入调试阶段，建成后，二
氧化碳捕集量每年可达 1.5 万吨，
其生产的二氧化碳衍生品将被广泛
应用到多个工业领域中。

全国人大代表， 晋能控股集团
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国彪表示，政
府工作报告为能源企业明确了目
标任务， 同时也指明了发展方向，
下一步，将紧紧围绕党中央和山西
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扎实做好煤
炭增产保供和能源结构调整两项
重点工作，具体如下：

一是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和

绿色安全开采，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 未来 2-3 年将重点推动 12
座新井建设和 23 座矿井改造提升，
同时加快 5G 智慧矿山建设， 在已
经建成的 6 座智能化矿井、194 个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的基础上， 今后
五年要实现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全覆
盖，智能化矿井建设基本完成。

二是加快推动能源结构战略调

整， 全面提升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占
比，重点在推进煤炭和煤电一体化、
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 煤炭与煤化
工一体化发展上率先突破， 同时扎
实推进煤电机组“三改联动”，加快
建设风光发电、 源网荷储、 储能调
峰、抽水蓄能等新能源项目，加快构
建新型体系，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

（本报记者 李慧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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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曹天兰：

设立中小型燃气轮机现代产业链链长制

近年来，我国能源革命深入推进，产业结构持
续升级，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电力消费持续增长，电
网负荷特性发生深刻变化，用电负荷尖峰化特征明
显。 制冷、取暖负荷增长迅猛，峰谷差持续加大，高
峰时段电力供应缺口逐步加大。 同时，市场化引导
机制不够成熟，负荷主动调节能力明显不足。

全国人大代表，国网四川广安供电公司共产党
员服务队总队长、电力技能大师蒙媛表示，预计“十
四五”期间，我国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峰谷差将持续
扩大，局部地区电力高峰时段电力供需紧张，需要
通过优化峰谷分时电价等市场引导机制，引导用户
侧储能建设，进一步发挥负荷主动调节在电力保供
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目前用户侧储能可实现移峰填谷、应急备
用的功能，在关键区域、关键节点规模化投资建设
用户侧储能，对缓解电网供应保障压力、提升负荷
主动调节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用户侧储能有助于缓
解高峰电力供应紧张，提升电网投资运行效率。

蒙媛建议，进一步优化市场引导机制，完善峰谷
分时电价等电价政策，优化工商业分时电价峰谷时
段划分，拉大峰谷价差，扩大尖峰电价覆盖范围，提
高充放电的电价差异平均水平。 此外，强化负荷主
动调节能力，倡导全社会崇尚低碳生活，进一步节
约用电，并引导电力用户主动投资储能装置，实现
削峰填谷，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本报记者 李慧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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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轮机作为装备制造业的高端技术产品，可
广泛应用于能源电力、工业驱动等重点领域，但因
其研发和制造难度极大而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
明珠”。 目前，仅有少数国家掌握了燃气轮机全产业
链研制能力，属于典型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从 2009 年开始， 东方电气集团在缺乏设计规
范、设计程序、设计经验的困难条件下，启动了国内
首台自主知识产权 F 级 50MW 重型燃机 “G50 燃
机”的研发工作。 今年 1 月，G50 燃机在广东华电清
远华侨园燃气分布式能源站成功并网， 填补了自主
燃气轮机产业化应用的空白。 G50 燃机的成功研制
标志着我国燃机行业进入自主研制、 创新发展和战
略转型的新阶段。

虽然 G50 主机装备取得重大突破，但距离打造
安全可靠韧性的燃机产业链仍有一定的差距。 为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加快产业体系升级换代，全国人
大代表、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副主任
工程师曹天兰建议设立中小型燃气轮机现代产业

链链长制，并具体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给予专项财政资金支持中小型燃机现代产业链

链长企业建设。 由链长企业统筹谋划产业布局，以
10MW-200MW 系列化燃气轮机、 掺氢/纯氢燃气
轮机的主机装备研制为重点， 加强制造能力提升、
数字化转型升级、 智慧化运行等配套能力建设，带
动基础元器件、基础科学等原创技术突破，促进创
新链、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建成自主可控、安
全可靠的燃机产业链。

加大链长企业组织带动产业链发展的政策支持
和制度保障。 对链长企业的业绩考核、工资分配等
方面给予一定的奖励和政策支持。 在制度上保障链
长企业能够有效地实施产业链管理，如链长企业参
与产业政策制定、试行灵活的采购和激励模式以强
化上下游企业利益绑定和战略合作等，既能充分发
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又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本报记者 李慧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