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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新

近日， 随着甘肃金宏翔新能源有限
公司生产的锂离子电池正式生产下线，
甘肃省金昌市新能源电池生产能力达到
50 万支， 成为河西走廊最大的新能源电
池生产基地。

“这条生产线的产能是 25 万支每天，
生产效率之所以这么高， 是因为我们采
用了国内电池行业领先的全自动上料
柔性生产线， 它能无缝衔接卷绕和入
壳两个工序，实现卷芯的自动抓取，每
次抓取卷芯 16 颗，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还能节约人力 7 至 8 人。 ”甘肃金宏
翔新能源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部长凌
安璋介绍。

作为中国镍都，金昌立足资源优势，
新建成风光电 250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
模突破 513.15 万千瓦，新能源电池原材
料及辅材本地供应率达 77%，新增工业
企业 20 家， 正努力打造成为河西走廊
最大的新能源、新能源装备制造、新能
源电池千亿产业集群。

近年来，围绕镍钴锰酸锂、磷酸铁锂
电池制造及原辅材料生产， 金昌市抓住
链条关键节点，突出引进补链项目，打通

新能源电池上下游产业， 壮大新能源及
新能源电池千亿产业链， 推动形成互融共
促的新能源产业生态。“我们的产品广泛应
用于电动工具、园林工具、小家电、电动自
行车等领域， 生产产能目前是每天 25 万
支。第二条 25万支生产线的设备已申购到
位，预计今年底将实现 50 万支 18650 圆柱
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和销售。”甘肃金宏翔新
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梅鹏成说。

随着甘肃金宏翔新能源有限公司第
二条生产线建成投运， 加之其他企业的
25 万支产能，预计到今年底，金昌市新能
源电池生产能力将突破每天 75 万支。

目前， 金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
323.16 亿元的 30 个新能源电池及电池材
料项目正在建设。 项目建成后，新能源电
池所需的 35 种原、辅材料本地供给率可
达 80%以上，金昌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将全
面贯通。

金昌镍产量全球第三， 钴产量全球
第四，铂族金属产量全国第一，铜产量全
国第四。 目前，由金川集团投资的金川铜
冶炼工艺技术提升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处
理混合铜精矿 153 万吨， 年产铜阳极板
35.78 万吨，年产值达到 260 亿元。

“这条国内最先进的三联炉生产线
建成后， 将彻底解决铜合成炉系统难以

处理高杂含贵金属原料的瓶颈问题，为
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链长远发展提供
坚实支撑。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哓波说。 同时，该项目还可以
为园区化工企业就近提供硫酸、蒸汽等
大量原材料，为充分发挥园区产业集群
效应，打造完备的铜加工产业链、化工
产业链和贵金属产业链提供了条件。

据了解， 金泰电力公司所属东大滩
20 万千瓦光伏电站已于 2013 年 4 月正式
开工建设， 并在当年底全部并网发电，年
均发电 3 亿千瓦时， 实际年发电量 2.5 亿
千-2.8 亿千瓦时。

目前， 东大滩 30 万千瓦光伏电站正
进行可研设计， 该项目紧邻金泰电力公
司东大滩 20 万千瓦光伏电站，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新建光伏发电系统以及相应的
配套并网设施。 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拟
建设风电 15 万千瓦、 光伏 25 万千瓦、
储能 80MW/160MWh， 力争今年下半年
开工建设。

同时，在金川集团采矿区、尾矿库等
用地叠加“光伏+”效应，探索“一地两用”
集约发展模式，立体推进“光伏+农业”“矿
区风光一体化”“光伏+尾矿生态治理”等
应用场景类项目。 目前，东大滩 30 万千瓦
光伏电站已开展“光伏+农业”试点。

甘肃金昌：

立足资源优势 打造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

日前，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一石英制品
公司内一辆氢气运输车发生泄漏，因氢气
流动产生静电，静电产生火花，引燃泄漏
氢气。 此次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
造成环境危害，但依然引发行业关注。

我国氢能产业近年发展迅猛， 但因
人们对氢能缺乏足够了解， 对其安全性
尚有疑虑。业内认为，确保安全是氢能产
业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的重要前提之一，
制储运加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引
发的事故都可能影响氢能发展势头，进
而阻碍涉氢产业在民用领域的大众接
受度和发展进程。

●产业链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清华大学车辆学院氢能与燃料电
池学科教授杨福源在中国汽研举办的
“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大会———氢
安全专题会议”上指出：“根据对全球氢
安全事件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氢安全
事故多发生于管阀、 氢气纯化装置、储
氢设备，以及燃料电池汽车和加氢设备
以及通风装置。 也就是说，实际上氢安
全事故可能发生于氢能产业链各个位
置。 其中，管阀、储氢容器、防护装置是
安全风险较高的环节。 ”

“从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看， 有 1/3
的氢安全事故是无损害的。 ”杨福源指出，
应用环节上，氢安全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
在于设备失效，涉及材料工艺、设备成熟
度等，但也存在人为失误、设计缺陷、养护
不足等潜在风险点。

储氢容器也容易因操作失误、材料问
题而发生安全事故。 “高压储氢容器属于
压力容器， 事故往往源于使用过程中没
有严格按照标准和操作规范执行， 如氢
气罐混入其他气体， 在一定条件下会发
生化学反应爆炸。 同时，某些储氢材料长
期在氢环境下工作，会出现性能劣化，严
重威胁设备安全。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十

五所研究员、 全国燃料电池及液流电池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靳殷实说。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氢能
产业需要进一步加强产业安全发展的顶
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全
链条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拓展市场应
用新空间，引导产业安全有序发展。 ”应急
管理部国家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特聘
专家、 北京市应急局原二级巡视员魏丽
萍指出。

●全球氢泄漏事故频发

全球范围内，氢能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2019 年， 在不到 20 天时间内，韩
国、美国、挪威先后发生三起加氢站等
氢燃料配套设施的爆炸事件。 爆炸发生
后，丰田和现代汽车均暂停在挪威的氢
燃料电池车型销售，直至事故原因确定
后才恢复运营。

国内也面临同样风险。 2020 年 7 月，
在东莞某制氢厂， 充装软管发生接头脱
落，引发爆炸式爆燃事故。 2021 年，湖南
郴州市马田镇发生储氢瓶爆炸事故，事
故原因为液化石油气钢瓶改造用于制
取氢气的容器未及时泄放纯度不足的
氢气，导致制氢罐爆裂解体。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全球所有氢安

全事件中氢泄漏事故上涨趋势明显。根据
韩国天然气安全社发布的数据，2021 年-
2022 年 8 月，韩国共发生 878 起氢气泄漏
事故。此外，美国、挪威发生的氢燃料配套
设施爆炸事件也都与氢气泄漏有关。

靳殷实表示， 氢气泄漏是氢能应用
过程中最大的安全隐患。 “氢气无色无
味，具有易燃、易爆、易扩散、易发生氢
脆等特点。 氢气泄漏后与空气混合，遇
到明火、静电会发生燃烧或爆炸。不过，
氢安全事故一般都是因为操作不当引
发的。 ”

“在燃料电池汽车全生命周期内，氢
气的意外泄漏几乎难以避免，同时燃料

电池汽车又恰好提供了强电环境，两者
结合，进一步增加意外点火的可能性。 ”
杨福源表示，既然泄漏难以避免，关键
问题就在于泄漏量多少、是否集聚和点
火，因此当下氢安全风险评估、氢气泄
漏燃爆机制及主动防护对产业链用氢
安全尤为重要。

●立足技术解决问题

针对氢气泄漏的解决方案，杨福源认
为，应采取三个类型的主动防护。首先，通
过产品认证、测试评价等手段，使材料防
温压氢脆、结构防应力集中、工艺防制造
缺陷；其次，做到事中主动安全，通过泄
漏快速检测、 风险预测预警和安全培训
等手段，防泄漏，防集聚，防点火，严控气
源品质，严格规程管理；最后，通过应急
处置，保证危害不扩大，责任可追究。

靳殷实指出，氢泄漏问题应采取疏
和堵的措施，即有效密封和科学通风排
放相结合，才能更大程度避免因泄漏而
引发的安全事故。 “因此，与氢气相关的
部件，尤其管路、阀门、泵、储氢容器必
须防止氢气泄漏，安装氢气传感器并实
时监测也尤为重要。 ”

“氢安全是全产业链的安全，不泄漏
是事中安全的理想状态， 但车用场景下
泄漏几乎难以避免。同时，氢气泄漏具有
扩散快的特性，更需要全面提升氢安全
技术手段，通过近场泄漏检测加主动防
护，实现氢安全级别从不伤人提升到无
风险。 ”杨福源指出，氢安全技术有很大
的创新空间，应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仅
靠政策来管理其安全问题。

“氢气虽有一定危险性，但燃料电池
汽车以及氢储运相关产业链环节均有严
格标准及行业规范， 只要提高防范意
识， 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执行标准法规，
氢安全风险将可防可控。 ”靳殷实进一
步指出。

氢氢能能要要发发展展 系系好好““安安全全带带””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仲仲蕊蕊

������本报讯 记者吴莉报道 中国海油 8 月 16 日发
布消息称 ， 我国首个薄煤层气大规模开发项
目———潘河薄煤层气开发项目全面建成投产，标
志着我国薄煤层气大规模开发取得新突破， 为薄
煤层气高效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对推
动我国煤层气高效开发利用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潘河薄煤层气开发项目位于山西沁水盆地南
部，累计建井 212 口，单井最高日产达 11000 立方
米，平均日产量超 2500 立方米。 自 2020 年底试采
至今，潘河区块薄煤层气累计产量达到 1.8 亿立方
米， 日产量占比已攀升至该区块总产量的 1/2，成
功实现由储量向产量的高效转化。

煤层气是指与煤炭伴生、以吸附状态储存于煤
层内的非常规天然气，俗称“瓦斯”。 开发利用煤层
气，不仅能有效解决煤矿瓦斯治理问题，保障采煤
安全，而且可以提供新的清洁能源，保护环境。 当
前，我国煤层气商业规模化开发主要集中在沁水盆
地、鄂尔多斯盆地的主力煤层。经过多年开发，主力
煤层产气量递减严重，为实现产能接替发力，技术
人员加快薄煤层开发。

“潘河区块有多套薄煤层发育，薄煤层气储量可
观，但单层厚度薄，平均厚度仅 0.6 米，只有目前主
力煤层厚度的 1/10，此外还具有多层叠置、单层展
布不均以及纵向多层跨度较大等特点， 开采难度极

大。 ”中国海油中联公司副总工程师米洪刚介绍。
薄煤层一般指地下开采厚度小于 1.3 米的煤

层。 据统计，我国薄煤层可采储量占到全部煤层可
采储量的 20%，约 3500 亿吨，但与主力煤层相比，

薄煤层如同千层饼，含气量差异大、资源丰度相对
差，长期被视为煤层气开发中的“边际资源”。

近年来， 受煤炭资源和高度开发双重影响，为
实现产能接替发力， 中国海油不断加大挖潜力度，

对薄煤层进行了集中攻关， 形成了薄煤层识别、复
杂井网部署优化、大跨度多层级压裂、双压双控排
采等一系列技术创新， 构建了薄煤层气立体勘探
开发技术体系， 在国内首次实现对薄煤层气的资
源提储，实现对“边际资源”的高效动用。

中国海油中联公司副总经理朱光辉表示，潘
河区块薄煤层气开发项目的成功投产为国内薄煤
层气经济高效开发提供了新思路、开创了新模式。
未来，中联公司将持续加强科技创新攻关，大力探
索煤层气高效开发新技术， 为建设中国海油陆上
万亿大气区和清洁能源基地、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作出更大贡献。

我我国国首首个个薄薄煤煤层层气气
大大规规模模开开发发项项目目全全面面投投产产

图为潘河区块立体开发井场。 中国海油/供图

图为潘河区块薄煤层气井排采现场。 中国海油/供图

图为金川集团正耀光伏电站 。 常清树/摄

青海囊谦盆地多处
发现厚层优质油页岩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8 月 17 日透露， 该所马海州研究员课题
组在青海囊谦盆地多处发现厚层优质油
页岩。 近日，课题组自主设计相关实验装
置，并在干馏实验中获得页岩油。

马海州团队多年持续在青海玉树州
囊谦县含盐盆地开展研究工作，干馏获得
的页岩油，经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油气研究中心和青海大学科研
人员分析，其族分为沥青质占 0.53%、饱和
烃占 18.83%、 芳烃占12.83% 、 非烃占
67.67%，与我国抚顺、茂名和美国绿河及
爱沙尼亚的油页岩干馏页岩油类似。

课题组今年开展了青藏高原沱沱河
蒸发岩考察，在古近纪雅西措组地层中发
现油页岩。 调查分析发现，囊谦贡觉组地
层可与雅西错组地层中的蒸发岩和油页
岩沉积时代对应，同时与柴达木盆地西部
的干柴沟组地层中的蒸发岩、油页岩及青
海柴达木油田生油层的沉积时代对应。
从地质构造演化与盆地沉积过程看，从
贡觉盆地、囊谦盆地、沱沱河、可可西里
到西柴达木盆地东西约 1000 公里范围
内，以及从西藏尼玛盆地、伦坡拉盆地
到青海昆仑山南麓南北约 800 公里的
广阔区域内，均发育了众多古近纪含油
气盆地群，油气资源潜力巨大。 （张蕴）

关关注注

图为丰田汽车公司在 2023 年上海国际车展上展出的氢燃料电池汽车 70 兆帕储氢罐。 秦淑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