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前 4月抽采
煤层气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电 山西省统计局 5 月 28 日透
露，今年以来山西省稳步推进煤层气增储上
产，4 月抽采煤层气 8.7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
同期煤层气产量的 82.1%；1-4 月山西累计
抽采煤层气 34.8 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煤层
气产量新高。

山西是煤炭大省，同时蕴藏着极为丰富
的煤层气资源。 数据显示，我国埋深 2000 米
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 36.8 万亿立方
米，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累计探明煤层气地
质储量 7259.11 亿立方米； 而山西埋深 2000
米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 8.31 万亿立
方米， 截至 2020 年底累计探明煤层气地质
储量 6601.28 亿立方米，占全国的 90.94%。

近年来，山西把加快煤层气勘查开发作
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的重要路径， 结合煤层气生产和消费分布，
持续推进煤层气增储上产， 同时加强管网建
设、输配利用、技术开发、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初步构建了一条完整的煤层气大产业链。

根据近日印发的 《山西省 2021—2025
年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和煤层气资源勘查开
发规划》，到 2025 年，山西力争新增煤层气
探明地质储量 5000 亿—8000 亿立方米，煤层
气抽采量力争达到200 亿—250 亿立方米。

（王飞航）

随着新型储能赛道的持续火热，液
流电池正以“后补”角色入场。

近期， 上海电气宣布将在合肥基地
新增 1 吉瓦时钒液流电池产能； 星辰新
能也宣布，全钒液流吉瓦级工厂一期 300
兆瓦产线将于 8 月投产， 最终总产能达
到 3 吉瓦；纬景储能此前表示，江苏盐城
智能制造工厂单条产线产能将提高至 1.2
吉瓦时……

今年以来， 电池生产商密集宣布并
推进液流电池扩产计划场， 以求在新型
储能赛道铆足后劲，大展身手。

■■长时储能成刚需

目前， 我国电化学储能装机容量
90%为锂离子电池技术， 储能时长通常
在 2 小时左右。 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比大
幅提高，电网调峰作用将由火电调峰电
站移交给储能电站。 为保证电力系统安
全、稳定供电，大功率、长时储能系统渐
成刚需。

“长时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非常

重要，是目前我们最大的缺口。 ”在日前
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天寿指出， 构建以新
能源为主导的新型电力系统需要不同时
长、规模化、高安全的储能技术。 在太阳
能、 风电占比较低的情况下， 用火电来
应对调配需求， 但未来新能源占比达到
70%以上时，必须通过长时储能来实现。

长时储能， 通常是指 4 小时以上的
储能技术。从建设“新能源+储能”的实际
需要出发， 各地储能政策导向已经出现
变化。 去年 12 月，内蒙古发布《关于加快
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全国
率先提出 “新建市场化并网新能源项
目， 配建储能规模原则上不低于新能源
项目装机容量的 15%， 储能时长 4 小时
以上”的要求。 此外，辽宁、河北、上海、
新疆、 西藏等省区均将配储比例及小时
数进一步上调， 要求储能时长达到 4 小
时以上。

作为长时储能技术的 “后备军”，液
流电池一跃成为市场“新贵”。 根据正负
极、电解质溶液中活性电种类的不同，液

流电池可分为锌铁液流电池、 锌溴液流
电池、全铁液流电池、铁铬液流电池、全
钒液流电池等。 其中，钒电池伴随上下游
产业的发展，已率先进入商业化初期。

星辰新能市场总监周旋向 《中国能
源报》记者表示，全钒液流电池是综合
技术指标最领先、产业化落地最靠前、
国家政策最鼓励的新型储能路线之
一。预计到 2030 年，全钒液流电池在新
型储能中渗透率将超过 30%。

■■综合优势凸显

天时地利，让液流电池脱颖而出。
液流电池诞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

2022 年， 行业技术取得里程碑式进展，
兆瓦级产品量产交付， 首个吉瓦时级别
项目集采开标， 包括全球最大液流电池
储能电站大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一
期 100 兆瓦/400 兆瓦时在内项目的成
功并网， 使其技术成熟度和规模化得到
验证，极大提振了行业信心。

安全是液流电池的最大优势。 纬景
储能业务发展总监陆双双介绍， 液流电
池是将能量储存于水性电解液中， 且能
量转化不依赖于固体电极， 没有燃烧、
爆炸的风险， 满足储能的安全需求；其
次， 液流电池使用寿命长， 其容量和功
率可以有效解耦， 根据项目需求来灵活
配置。 相比于抽水蓄能、 压缩空气等长
时储能技术， 液流电池建设周期短、选
址灵活。 “液流电池在发电侧、电网侧都
有很好的表现，从毫秒级、秒级响应，到
分钟级以及小时级响应， 都有非常突出
的表现。 ”

上海电气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霖霖向《中国能源报》记者介绍，一方
面， 我国钒资源储备量和钒产量均为全
球第一； 另一方面， 我国钒电池技术引

领全球，没有卡脖子的技术风险，从核心
关键原料到电堆等装备技术， 都能实现
100%国产化制造。

不同于锂电池锂原料对外依赖度较
高，我国钒资源丰富，锌铁液流电池、锌
溴液流电池也不存资源受限问题。 陆双
双指出，铁铬、锌溴等液流电池技术性能
相差不大， 主要区别在于制造可行性和
商业化成本。 锌、 铁两种元素在全球储
量丰富且价格稳定。 而且，锌铁液流电
池能在零下 10 摄氏度至 45 摄氏度环
境温度下安全稳定运行，不受地理环境
限制。

■■模式创新降低成本

目前，国内从事液流电池的机构主
要有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融科、北京普能、上海电气、清华
大学、中科院沈阳金属所、中南大学、
星辰新能、 纬景储能等科研院所和企
业，还吸引了钛白粉龙头中核钛白等公
司跨界布局。

在业内看来， 从曾经的小众产品到
未来的大规模应用， 液流电池还需解决
初始投资成本较高、 商业化运行模式不
明确等问题。

国网新疆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副总
工程师宋新甫坦言， 液流电池初始投资
每千瓦在 6000 元左右，是锂电池的 3 倍
左右， 其中电解液和电堆占据投资的绝
大部分。

不过， 液流电池电解液可以再循环
使用，残值很高。 “钒液流电池的电解液
不会被消耗， 未来可以对电解液进行融
资租赁。 在初装成本中，将电解液成本剥
离出去， 建立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以降低
成本。 ”杨霖霖指出，全钒液流电池循环
次数达到 2 万次以上， 能够支撑风光发
电项目 25 年的稳定运行，不需要更换电
芯，不需要追加投资成本。 同时，钒电池
装备在结束生命周期后仍有 30%以上的
残值。 因此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全钒液流
电池度电成本已低于 0.2 元。 当然，钒电
池还处于产业化初期， 通过技术不断进
步、提升电堆功率密度、提高电解液有效
利用率、 优化系统端造价以及规模化应
用等手段，钒电池仍有降本空间。

液流电池产业化进程大提速
业内预计 2030 年新型储能中的渗透率将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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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举报比亚迪两款车型排放不
达标一事还在发酵。

5 月 25 日，长城汽车发布声明称，2023
年 4 月 11 日， 长城汽车向生态环境部、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递
交举报材料，要求立案处理比亚迪秦 PLUS
DM-i、 宋 PLUS DM-i 采用常压油箱、涉
嫌整车蒸发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问题。

对此， 比亚迪火速回应：“我们坚决反
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并保留法
务诉讼的权力! ”比亚迪进一步指出，长城
汽车购买、 保管并安排送检的测试车辆严
格来说不符合国标要求的送检状态， 认为
其检测结论无效。

本次事件迅速引发汽车行业剧震，目
前争议和讨论还在持续，热度不减。

■■■■争论焦点锁定插混车型油箱

长城汽车和比亚迪的争论点在于插混
车型的油箱选择。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
解， 目前汽车油箱分为常压油箱和高压油
箱两种。与常压油箱系统可承压 4-7kPa 相
比，高压油箱系统可以承受 35-40kPa 的蒸

汽压力， 能够更好地收集燃油油箱内的挥
发油汽。在成本方面，高压油箱较常压油箱
高出 1000 元左右。

岚图汽车 CEO 卢放在微博上表示，插
混车型若长期不启动发动机， 油箱如果没
有高压系统，燃油蒸汽很容易泄漏出去，会
损害车上的人员健康， 也会在大气中造成
光化学反应污染。 此外，理想汽车、零跑汽
车等也纷纷表示， 各自的插混车型采用了
高压油箱。

由此看来，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插混车
型选用高压油箱才能符合排放标准。不过，
比亚迪 5 月 29 日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
者时再次对该事件作出回应， 称其常压油
箱也可以满足排放要求。“比亚迪 DM-i 是
基于电动车平台设计的双电机串并联架
构， 实现了发动机和车轮的解耦 (脱开连
接)，在 EV 模式下发动机可以灵活启动，燃
油蒸汽可以进行自由脱附 (抽走碳罐内油
汽)。 加上多控制单元的协同策略，以及对
碳罐特性的深入研究，比亚迪自主研发了
常压油箱的燃油蒸汽排放控制技术，能符
合蒸发排放法规标准 。 该技术实现了
PHEV 在碳罐饱和前， 即使车辆在 EV 模

式下长时间使用，也会自动启动发动机，4
分钟左右即可解决问题， 既不增加油耗，
也不增加噪音， 还能完成燃油蒸汽脱附、
车辆发电和发动机养护， 既合情合理，又
合规合法。 ”

比亚迪还表示， 比亚迪 PHEV 双电机
串并联动力架构与常压油箱蒸发排放系统
的组合方案是新生事物， 公司积累了丰富
的燃油蒸发系统软硬件解决方案。 为了进
一步推动 PHEV 发展， 比亚迪愿意向所有
汽车同行免费分享其核心技术的控制策略
和原理以及专利成果， 同时接受行
业专家的分析与研讨。

■■■■新能源汽车销量差距悬殊

长城汽车举报的两款车均为比
亚迪的热销车型。 数据显示，仅今年
1-4 月，比亚迪秦 PLUS DM-i 的销
量高达 8.7 万辆，宋 PLUS DM-i 的
销量为 10.3 万辆。 若长城汽车举报
内容属实， 社会保有的数十万辆车
排放超标， 很可能面临大规模召回
问题。 不过，比亚迪强调：“我们的产

品及相关检测符合国家标准， 在国家权威
机构通过认证。 我们欢迎有关部门随时调
查、取证、检测。 ”

事实上，两家企业曾是“好兄弟”。 2021
年，比亚迪曾将申请注册的“魏”商标转让
给长城汽车，魏牌（WEY）定位为长城汽车
旗下豪华 SUV 品牌；2022 年， 长城汽车将
注册的“登陆舰”商标转让给比亚迪。

不过目前，新能源汽车赛道异常拥挤，
两家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的成绩差距
越来越大。 2022 年，比亚迪全年销量达 186

万辆，同比增长 208.64%。相比之下，同年长
城汽车旗下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只有
11.99 万辆，且同比减少 13.79%；新能源汽
车销量约占长城汽车总销量的 11%。

今年以来，比亚迪打出“油电同价”口
号， 事发当日也正是比亚迪宋 Pro DM-i
冠军版新车的上市日。

受此次举报事件影响， 事发当日长城
汽车和比亚迪的股价都迅速跳水， 股价分
别下跌 6.17%和 2.41%，双方市值蒸发超百
亿元。

■■■■竞争加剧的缩影

目前， 比亚迪插混车型油箱的环保性
能是否达标以及长城汽车的检测方式是否
合规，尚无最终定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业
内认为本次事件是当下中国汽车品牌激烈
竞争、车企普遍焦虑、“内卷”已趋白热化的
一个缩影。

中汽协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对
《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过去中国汽车企
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时， 品牌间的一些摩
擦并未引起过多关注。 “目前，我国汽车产
业由弱变强， 中国汽车品牌间的竞争也已
进入高级阶段，政府、公众以及同行竞争者
都对企业及产品有更高要求， 并一一体现
出来。 ”

在董扬看来， 中国汽车企业做大做强
后，平衡兼顾质量、创新、合规、企业形象等
并非难事， 目前要解决的是如何在这些方
面做得更好。 “中国汽车品牌的成长需要时
间，虽然成长过程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但
取得的巨大进步更要得到肯定。 ”

“长城汽车和比亚迪都为中国汽车产
业发展及中国知名汽车品牌的升级作出了
巨大贡献。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全行业都不
希望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董扬表示。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汽车品牌由
弱到强并走向世界十分不易，但在快速发
展过程中决不能踩红线，也不能为抢占市
场而舍弃产品质量。 同时，汽车行业虽然
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但市场不会容忍
车企间的恶性竞争。 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
进行良性竞争，推动产品升级，打造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知名品牌，才是中国汽车品
牌对消费者、行业和社会应该有的责任和
态度。

（对于该事件进展，本报将持续关注。 ）

长城举报比亚迪：车企暗战转明战
■本报记者 杨梓

图为配套 2MW/2MWh 储能系统的汕头智慧能源系统示范项目 ， 其中 1MW/
1MWh 储能系统采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

图为长城第三代哈弗 H6，2013-2021
年蝉联国内 SUV 销量冠军。 图为比亚迪宋 PLUS D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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