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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摸清家底 、产能提升两大任务

我国铀矿勘查获突破性进展
■本报记者 杨晓冉

天然铀是核工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其供应链安全对核工业健康发展和“双
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铀矿地质勘查高
质量发展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上，多位
与会专家指出，在我国核电规模化发展的
当下，铀资源需求量持续增加，尤其是自
主铀资源对保障核能产业及核工业稳定
发展十分关键。 随着近年铀矿找矿能力
提升、勘探体系完善，我国铀矿勘查取得
突破性进展， 未来应持续加大铀矿勘查
力度和投入。

■■ 铀资源自主保障意义重大

天然铀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能
源矿产，是核工业发展的粮食。 当前，我国
核电在建规模居世界第一，在运规模居世
界第三，核能产业规模化发展对自主铀资
源保障提出了迫切要求。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赵成昆日前公开表示， 按照 2035
年在运压水堆规模达到 1.5 亿千瓦预测，
我国年天然铀需求量将达到 3 万吨吨。 若
一座百万千瓦级压水堆运行 60 年， 需天
然铀约 1 万吨，1.5 亿千瓦核电装机全寿
命周期需天然铀约 150 万吨。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友宏指出，整体看，
未来 20 年我国锂、钴、铀、锗、稀土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所需矿产仍将呈快速增长态
势， 需求量甚至将呈指数式增长。 “2022

年，除煤炭和建材外，我国其他重要矿产
近 2/3 需进口， 包括铀在内的 13 种战略
性矿产对外依存度超过 70%。 ”

■■ 铀矿找矿效率大幅提升

基于国家对铀资源的需求， 多年来，
我国不断推进铀矿找矿工作，在一系列发
展规划和政策推动下，铀矿找矿工作经过
重大战略调整，统筹“摸清家底”和“产能
提升”两大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财政部国防司二处副处长龚一表
示，新时代以来，我国铀矿找矿效率大幅
提升， 特别是在加大投入后找矿成果实
现了历史性突破，10 年来累计探明的铀
矿资源量占过去 68 年总量的 1/3， 经济
可采的优质资源占比超 70％， 推动了我
国铀矿产能重心从南方硬岩向北方砂岩
的重大战略转移。

大会公布的十大勘查成果显示，近年
来， 我国铀矿综合勘查能力大幅提升，突
破性探明多个砂床。 其中，探获首个位于
伊犁盆地南缘超大型地浸砂岩铀矿床，创
造我国单孔平米铀量最高纪录；新探获位
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的首个单体千吨
级特大型砂岩铀矿床， 开发解决了超 100
米厚大含矿含水层地浸技术难题；探获的
首个特大型砂岩铀矿床巴音青格利铀矿
床，使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巨型铀矿带长度
扩至 120 千米， 成为我国首个 10 万吨级
铀矿资源基地。

此外，特拉敖包特大型铀矿产地是鄂
尔多斯盆地下白垩统发现的首个特大型
铀矿产地。 白垩系的重要找矿发现大幅
拓展了盆地铀矿找矿空间，有望发展为巨
型铀成矿带。

具体到产能， 我国天然铀产能形成以
北方千吨级铀矿山为主的新格局，规模化、
集约化的北方砂岩铀矿产能比例提升至
70%以上。 另外， 成功收购世界第四大铀
矿———纳米比亚罗辛铀矿， 掌控海外铀资
源量增长 1.5 倍。

“产供销储一体化高效运行， 销量跃
居全球第二，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地
浸砂岩型铀矿勘查开发技术总体处于世
界先进水平。 ”中核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曹述栋介绍，十年来，中国铀业建立了
国内开采、海外开发、国际贸易、战略储备
“四位一体”天然铀供应保障体系，天然铀
保障供应能力大幅提升。

■■ 持续加大铀矿勘查力度

最新的全国铀矿资源潜力评价预测，
我国铀资源总量超过 280 万吨，资源潜力
巨大。 国家原子能机构秘书长邓戈指出，
十年来， 我国铀矿找矿共完成钻探工作
量 570 万米， 铀矿勘查形成了 “天-空-
地-深”一体化勘查技术体系，具备每年
100 万米的综合勘查能力。

“目前国内已逐步建立以中国核工业
地质局地质勘查队伍、 属地化地质勘查队

伍、企业和社会地质勘查队伍相互协调、相
互补充的铀矿勘查工作体系。 ”内蒙古自治
区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黄彦斌表示，内
蒙古地区属地化地勘队伍、 油气企业众
多，掌握地质资料丰富，建议中国核工业
地质局加强开放合作， 探索建立协作机
制，发挥各方优势，促进铀矿找矿新突破。

在邓戈看来， 持续发挥国内资源在天
然铀保障供应体系中的压舱石作用，加快
推进伊犁、通辽、鄂尔多斯三个千吨级铀
矿大基地建设进度， 按不同策略加快推

进优质产能建设。
铀矿勘查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样重

要。 中核地质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秦明
宽建议，推进顶层设计落地，优化铀矿地
质勘查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进一步
推广数字化铀矿勘查服务平台应用，打通
勘查业务在线化应用接口，重点建设勘查
移动作业平台，实观跨专业跨地域的高效
协同。此外，持续推进‘核＋北斗’的融合应
用平台建设， 聚焦数字勘查重点场景，铀
地质勘查北斗深化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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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吉铁路日发送煤炭
同比增 26.4%

本报讯 为保障迎峰度夏电煤供应稳定，
国铁西安局近期加强电煤运输组织，精准投放
运力，全力做好电煤保供工作。 目前，浩吉铁
路日均装车电煤 1440 辆， 每日发送煤炭 9.9
万吨，同比去年增加 26.4%。

浩吉铁路是国家北煤南运最长的煤炭运
输战略大通道，主要为鄂湘赣等华中地区提供
能源保障。 今年以来，浩吉铁路陕西省内各站
总计发送煤炭 3681.8 万吨，占浩吉铁路全线发
运总量的九成以上。 其中，浩吉铁路集运端最
大的区段站———靖边东站发往江陵港口的万
吨煤炭列车较 2022 年每日增加 2 列， 每天向
江陵港口发运电煤达 3.6 万吨。

“与去年相比， 今年暑运浩吉铁路 C80 下
行万吨列车编组从原来的 105 辆调整为不高
于 120 辆，煤炭载重量也从过去的 8400 吨提
升至 9600 吨，运输能力提升约 15%。”国铁西
安局调度所值班主任韩振凯说。

为更好掌握电厂用煤需求， 国铁西安局
加强与陕西省发改委及管内各用煤企业的
沟通对接，每日通报电煤保供情况，动态掌
握管内接轨的 14 家电厂的库存、 日耗煤情
况，及时掌握重点煤炭运输需求，必要时协助
电厂协调上游企业供煤。 对库存低于 15 天的
电厂， 将运输需求纳入每日重点任务安排，做
到有需必装，确保电厂库存可耗煤天数不低于
15 天。

自 6 月气温攀升以来，截至 7 月 19 日，国
铁西安局日均装运电煤 7971 车， 累计发送电
煤 2675.5 万吨。 （央讯）

国网承德供电公司
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堤坝

本报讯 “要对河道旁、地势低洼处线路杆
塔基础进行重点巡视排查，不要遗留任何安全
隐患。 ”7 月 24 日，国网承德供电公司高新区供
电中心工作人员对 10 千伏老爷庙某线路开展
防汛特巡工作。

为全面保证汛期电网安全可靠，降低极端
天气对电力设施的影响， 该公司高度重视，积
极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汛期特巡工作，多措并举
提高电网防汛和应急抢险能力， 科学制定巡
视计划，重点排查河流水域、易山体滑坡等
高风险区域隐患，加强“三跨”区段、地势低
洼区段、地下配电室、易冲刷以及近河道区
段等重点部位电力设施巡护检查。 对发现的
隐患及时整改，做到“排查一处、消缺一处、
巩固一处”，确保汛期电力设施“零隐患”运
行。 同时，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工作，丰富备品
备件等应急物资储存数量与种类，并完善防
汛保电应急预案，着力提升应急抢修综合能
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出现汛情反应迅
速、处置及时。

该公司还充分利用变电站监控数据信息，
借助人工智能新技术， 结合智慧应急系统
平台预警提醒， 对承德电网多个变电站实
施防汛任务应急演练和反馈，精准确定变电
站积水区域和情况，力争实现多渠道气象监
测、 设备状态预判和物资备件调配工作，实
现“智慧+人工” 双保险， 助力变电站智慧抗
洪、科学减灾，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 （董彦彦 宋凯）

“目前，我们在全国 300 多个城市部
署超过 6 万个智能化轻型电动车换电
站，每天为超过 100 万的外卖骑手、快递
小哥提供超过 200 万次换电服务。 ”中
国铁塔总经理顾晓敏日前在“铁塔换电
用户突破 100 万发布会”上表示。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这 100
万换电用户背后， 是中国铁塔基于实力
绘出的储能蓝图。

■ 换电服务助力降碳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使用量快
速增长， 产业规模持续高速发展。 据统
计，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电动自行车保
有量达 3.5 亿辆，2022 年电动自行车产
量为 4923 万辆，同比增长 8.2%。”中电联
副秘书长兼电动汽车与储能分会会长刘
永东介绍， 作为电动自行车的电能补给
方，充发电设施的建设也实现较快增长，
各种应用场景充换电设施得到广泛推
广， 尤其在老百姓的日常出行、 共享出
行、快递出行等方面实现广泛应用。

铁塔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杨晓伟表示， 目前中国铁塔换电注册用
户数超过 400 万户， 付费用户超过 100

万，换电市场占有率也超过 50%，成为全
国网络规模用户规模最大的轻型电动车
换电业务运营商。 “中国铁塔也在积极协
助社会降碳， 截至换电用户突破 100
万的时间点， 合计推动社会减少碳排
放超 260 万吨。 ”

铁塔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志刚
在接受《中国能源报》 记者采访时也指
出：“中国铁塔现有 210 万座基站，加上
运营商的主机房，每年电费可达几百亿
元，面对愈加严格的降碳要求，整个通
信产业对节能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 ”
当下中国铁塔在服务通信行业的同时
布局能源业务， 旨在反哺通信产业，通
过积累自身的技术、产品和实力，助力
产业低碳发展。

■ 梯次利用发挥电池价值

据铁塔能源有限公司产品管理部总
经理巩欣介绍， 中国铁塔将换电电池实
施了梯次利用。 “我们利用隐患电池处理
模型，对电池进行失效诊断，实现高风险
电池提前预警，保障用户使用安全。 ”他
表示， 因为不能像电动汽车电池那样对
整个热管理进行高规格控制， 因此中国

铁塔坚持使用最安全的磷酸铁锂电池。 ”
任志刚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电

动自行车的换电电池和汽车电池没有本
质区别，都是基于磷酸铁锂或三元动力
电池。 “但不得不承认，汽车电池有五大
系统保障， 特别是其中的温度管理系
统。 而电动自行车换电电池的热管理只
能依靠换电柜， 因此在两种电池都处于
寿命末期时，因工况不同，剩余电池可用
度也有差异。 ”

任志刚表示，得益于大数据、平台、换
电柜、bms 三级管控架构， 中国铁塔不仅
掌握电池的当前数据，还有长时间历史数
据积累。 “我们可以准确获取每一块电池
的工作状况，不会让电池已经有隐患、无
法支撑用户使用时才进行梯次利用。 ”他
指出， 处于不同寿命时期的电池有不同
的使用途径， 能量密度下降的电池可以
被移至下一级环境使用。 “我们淘汰的电
池能量密度至少达到 85%以上， 达到
90%以上的将用作新业务场景的动力电
池使用，85%以上的将会用作储能。 ”

■ 长远布局风光储能

“中国铁塔常提到的备电， 实际上

等同于储能概念，但 180 万块电池远远不
能满足 210万座基站的备电需求。 ”任志
刚坦言，我国新能源汽车已推广多年，近
年汽车电池将迎来一波退役高峰。 “中国
铁塔作为对新能源汽车电池进行梯次利
用的主要企业之一， 未来还会布局分布
式风光储能， 利用微电网同新型能源体
系配合。 ”

杨晓伟透露， 中国铁塔较早布局了
电动汽车电池梯次利用。 “早在 2018
年，我们就尝试将部分退役汽车电池用
作基站备电， 当时将共计 3GW 时的梯
次储能利用于 50 万座基站。 ”

“这种分布式能源可以帮助电力系
统削峰填谷，如果将现有的 210 万个基
站配备储能设施，和部分工商业户储能
系统一同接入电网， 凭借调频能力，应
用前景将十分广阔。 210 万个基站本身
就是极好的用户侧储能场景，尝试通过
风光储一体化构建用户侧的分布式能
源互联网，是中国铁塔未来的重要布局
之一。 ”杨晓伟透露，这一布局不仅能推
进环保节能和循环经济，同时也让换电
业务所涉及的电池处于较好的工作状
况，使其在全生命周期使用过程中发挥
最大价值。

中国铁塔：百万换电用户背后的储能布局
目前注册用户数超 400万户，付费用户超 100万，换电市场占有率超 50%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

������7 月 25 日，国家重点能源项目、我国最北端核电站———辽宁徐大堡核电项目 3 号机组穹顶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从土建施工高峰全面转
入安装阶段。

徐大堡核电项目 3、4 号机组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 160 亿千瓦时以上，相当于每年节约燃煤量约 57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680 万
吨，相当于 11 万公顷森林 1 年的吸收量，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具有积极作用。 图为 3 号机组穹顶吊装现场。 中核集团/供图

我我国国最最北北端端核核电电站站 33 号号机机组组穹穹顶顶吊吊装装就就位位

图为新疆千吨级铀矿大基地。 中国铀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