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 主编：别凡 □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699□ 2023 年 11 月 6 日

能源革命

数数字字技技术术持持续续赋赋能能煤煤炭炭行行业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仲仲蕊蕊

■黄勇华 李华

10 月 31 日， 南方电网公司与开放
原子开源基金会在北京联合发布国内
首个电力物联操作系统———电鸿物联
操作系统（以下简称“电力鸿蒙 OS”），
首次实现一套系统覆盖不同类型、不同
品牌的电力设备， 实现设备即插即用、
海量数据互联互通，为未来新型电力系
统大规模物联设备接入、运行维护提供
一套电力物联操作系统，填补该领域国
内空白。 该系统全栈各种关键技术均为
自主研发，全面开源，目前已有超过 100
个伙伴加入电鸿物联产业链生态，涵盖
国内主流芯片、模组、终端厂商。

聚焦安全和协同
推动源网荷储四维互动

当前， 我国正以建设清洁低碳、安
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
的新型电力系统为着力点，推动新型能
源体系建设。

海量的分布式新能源、 电动汽车、
充电桩、分布式储能快速发展，源网荷
储四维互动成为电力系统实时动态平
衡的关键，而各类分布式新能源、负荷
终端如同智能手机一样，操作系统五花
八门、供需互动存在较大障碍，需要有
一个统一、安全的操作系统。

南方电网公司输配电部总经理马辉

说，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加速推进，电
力物联网终端规模大幅增加。 设备复杂度
越来越高，物联网在连接和设备管理方面
面临巨大挑战。 “电力鸿蒙OS”针对这些
痛点，围绕新型电力系统打造坚实的“地
基”，解决安全和协同两大关键问题。

此前，国内物联操作系统呈现“碎片
化”特征，种类多，协议、规格、安全性不一
致，都是针对电网单一业务、单一场景，不
支持多业务、数据共享、即插即用。“这样就
会导致我们每次新增一种物联设备时，都
需要经过专人支撑现场安装、调试，入网需
要 2-14天时间，成本高、效率低。 ”

“要让设备间连接更自由，实现万物
互联，需要统一系统、统一标准。”南方电
网数字电网科技（广东）有限公司硬件研
发部经理杜韶辉表示，“电力鸿蒙 OS”
作为新一代智能终端物联操作系统，针
对电力行业定制功能增强套件， 为不同
电力设备的智能化、 互联与协同提供统
一架构， 首次实现一套系统覆盖不同种
类、不同内存大小的电力设备。

“就像智能家居，只需要通过一句语
音口令、 一个手机就能控制全屋智能家
电，这就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物联网。 ”
杜韶辉介绍， 电力系统中分布着海量设
备终端，如摄像头、温湿度传感器、电压
电流传感器等，而“电力鸿蒙 OS”则通
过物联网通信协议， 把海量电力设备终
端连接起来， 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就
好比原来游客需要转各种车才能回到

家，现在可以高铁直达。 ”
新能源并入电网， 背后是海量的数

据分析与处理，而电力设备终端监测、采
集数据后， 海量数据通过统一的通信协
议在网络上进行交互， 可有效提高数据
处理能力， 保持用电量和发电量的动态
平衡。马辉表示，数字电网是新型电力系
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载体，目前“电
力鸿蒙 OS” 已在数字电网应用中承担
了重要的统一物联底座角色， 可适用于
所有的输电线路和变电站。

“电力鸿蒙 OS”的推广使用，还实
现为基层运维人员减负。基于“电力鸿蒙
OS”的统一物联标准，可实现电网设备
自动识别，即插即用，平均适配入网时间
可缩短到半天， 现场安装调试时间从 4
小时缩短到 30 分钟。

“传统模式下，电力井、输电杆塔设
备系统升级时，需要下井/上塔，升级方
式多为 U 盘或 PC 近场连接升级，过程
繁琐、效率低，存在作业安全风险。”南方
电网广东广州番禺供电局石基供电所副
所长郝方舟表示，借助“电力鸿蒙 OS”
可维可测能力，作业人员通过管控平台，
可直接远程对设备批量升级， 平均设备
升级时间从 3 小时缩短到 20 分钟。

全面开源
共建共享推动物联网产业链升级

未来海量物联设备终端的发展，

要采用统一操作系统， 需要构建一个
强大的生态， 其开源性和统一性尤其
重要。

正泰电器物联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
宋锡强认为， 物联网操作系统无法由芯
片厂商、设备供应商、应用厂商、开源社
区等独立开发完成， 需要由有大量业务
应用场景的大型央企牵头， 秉承开放共
赢的原则， 携手产业链上下游共建物联
生态， 才能使物联网操作系统具有更强
生命力。

据悉，“电力鸿蒙 OS”融合了多种
协议的近场设备发现技术 ， 如 NFC
（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BLE（蓝牙低
能耗技术 ）、LoRa （远距离无线电技
术）等，可应用于“发、输、变、配、用”等
电力生产各个环节， 能自动发现、连
接、鉴权电力设备，为不同设备的智能
化、互联与协同提供统一语言，带来简
洁、流畅、连续、安全可靠的全场景交
互体验。

南方电网公司输配电部相关负责人
认为，“电力鸿蒙 OS” 实现了物联设备
的快速适配，缩短实施周期，降低服务成
本，将对安全、行业及社会体系产生重大
影响。电鸿物联操作系统的推广，将全面
带动电力行业物联终端领域产业链升
级。 预计到 2024 年， 产业链将拓展到
900 多个子类设备，实现输变配领域 135
万个物联终端全覆盖， 到 2025 年底，覆
盖终端规模可超亿级。

国内首个电力物联操作系统发布
实现电力设备万物互联，海量数据互通共享

日前， 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发布中煤 BMX 全数字智能控制系统产
品，该产品全部使用国产芯片，可快速兼容
搭载智能巡检、智能喷雾、智能识别、人机
物精准定位等 AI 新技术。

业内认为， 煤炭行业正积极拥抱数字
化带来的产业变革， 数字煤炭建设已取得
积极成果，煤炭企业数字化加速转型升级，
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同时，应准确把握
数字煤炭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数据孤岛”等
问题。

■■ 取得显著积极成效

近年来， 煤炭行业持续加大数字技术
研发和项目投入。 数据显示，近 3 年，煤炭
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 20%，取
得相关发明专利数量年均增长超 25%，用
于煤矿智能化总投资超 1000 亿元。

“当前，我国煤炭行业大力推动现代数
字技术与煤炭行业深度融合， 积极推进企
业数字化转型和煤矿智能化建设， 已取得
显著成效。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信
息化分会会长王虹桥近日表示。

王虹桥指出， 几代煤炭人经历了机
械化换人、信息化减人、智能化等过程，

煤炭行业整体形象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 如今， 数字中国建设已成为国家战
略， 对煤炭行业而言， 数字化转型是挑
战，更是机遇。

“数字化本质上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和产业变革， 有助于推动行业业务模式重
构、管理模式变革、商业模式创新与核心能
力提升，实现煤炭行业生产要素由‘资源依
赖’走向‘技术依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副会长刘峰表示。

展望未来， 数字煤炭建设也将持续
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关于
推进数字煤炭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到 2035 年，煤炭行业发展成为知识
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发展整
体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煤炭数字化技术
效应全面释放，发展更加充分协调，有力
支撑建成现代化煤炭产业体系， 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

■■ 大量企业踊跃参与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 25 家大型煤炭集团中，84%的企业已完
成或正在编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
方案，设置了数字化转型相关领导协调机

构，总部设有数字化管理职能部门的比例
达到 96%。

“传统的煤矿开采存在极大安全风险，
不仅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有些薄煤层
还存在丢弃现象，资源浪费严重，无法满足
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天玛智控副总
经理黄曾华指出， 数字化转型正是煤炭行
业支撑深化改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
举措， 将带领煤炭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转
型之路。

如今， 煤炭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仍
在加速。黄曾华以天玛智控为例指出，面向
未来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公司将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
术与综采工作面无人化控制技术深度融
合， 将智能无人化开采装备与技术应用于
薄及较薄、中厚、大采高、放顶煤等不同地
质条件的煤矿。

华为也加入了通过数据和人工智能加
快矿山智能化的大军。 “在推动矿山智能化
过程中，还面临数据采集困难、数据格式不
统一等问题，需要做好统一规划。 ”华为矿
山军团 CEO 韩硕表示， 为了让云计算、人
工智能、5G、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
度融入矿山建设， 华为联合伙伴单位开发
了矿鸿操作系统，并于 2022 年底在乌兰木

伦实现全矿部署，目前已稳定运行超 1 年，
涵盖无人巡检等多种创新应用场景。

■■ “数据孤岛”问题待解

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 煤炭行业数
字化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亟需引起
重视。

王虹桥表示， 数字煤炭建设过程中的
“数据孤岛”问题仍未解决，煤炭数据资源
要素难以发挥核心价值，数据多而无用、数
据不出矿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煤炭数据
仍以单场景布局分析应用为主， 数据资源
要素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刘峰也指出，目前，多数煤矿在以往
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实现了经营管理数
字化， 但未能实现生产流程的全数字化，
未完全打通生产控制系统、 经营管理系

统、安全管理系统等，更缺乏基于数据的
预测能力。

韩硕表示， 煤矿生产装备的联结层面
没有打通，协议繁杂且不标准，数据采集成
本高；同时，由于矿山生产场景碎片化，不
同矿山条件差异大， 缺少数据的高附加值
应用，需要行业结合传统装备、数字技术和
矿山场景共同解决关键难题。

“同时， 企业间的数字化水平分化程度
加剧。具体体现为头部企业数字化发展速度
不断加快，但部分历史包袱重、经济条件差、
转型难度大的煤炭企业数字化基础能力薄
弱，数字化转型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王
虹桥进一步指出，推动数字煤炭建设，应启
动数字化转型建设相关标准编制工作，推动
企业建立与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
体系，提升矿区公共服务数字化能力，大力
推进网络安全和自主可控水平。

钙钛矿电池
光电转换效率达 26.1%

本报讯 11 月 2 日，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发布消息称， 该院固体物理研究所潘旭
研究员和田兴友研究员团队与国内外科研工作者
合作， 成功在反式钙钛矿太阳电池研究方面取得
新突破。

该研究首次发现钙钛矿阳离子面外分布不均
匀是影响电池性能的主要原因， 并通过设计添加
剂均匀化钙钛矿薄膜相分布， 获得了 26.1%的光
电转换效率（PCE）。 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
杂志。

据悉，新制备出的反式钙钛矿太阳电池，获得
了 26.1%的最高效率、25.8%的认证效率。 此外，经
2500 小时最大功率电追踪后，未封装的器件仍保
持初始 PCE 的 92%的可靠运行稳定性。

该研究表明， 通过均匀化钙钛矿组分面外分
布可获得优异电池性能， 这开辟了提升电池器件
稳定性的新途径， 有望打破钙钛矿太阳电池的效
率瓶颈，为进一步提升高效、稳定的钙钛矿太阳电
池提出了明确方向。 （仲能）

我国研制出百千瓦级
自由活塞热声斯特林发电样机

本报讯 11 月 2 日，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发布消息称， 该所成功研制国际首套百千瓦
级自由活塞热声斯特林发电样机。 专家组现场测
试结果显示，在热源温度为 530 摄氏度时，发电样
机实测最大发电功率达 102 千瓦。

自由活塞热声斯特林发电技术是一种新型
热发电技术。 基于该技术研制的发电机，主要由
自由活塞热声发动机和直线电机两部分组成。发
动机主要组成部件为加热器、热声换能器、冷却
器等，直线电机主要组成部分为动力活塞、永磁
体、线圈等。

中国科学院理化所研究员胡剑英表示， 自由
活塞热声斯特林发电机功率的突破极大拓展了其
应用领域，使之成为太阳能热发电、生物质发电以
及分布式能源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新一代能
源动力转换技术。 （宗和）

塔里木油田向西气东输供气
突破 3400 亿立方米

本报讯 塔里木油田日前发布消息称， 截至 10
月 30日，该油田通过西气东输已累计向我国中东部
地区输送天然气突破 3400亿立方米， 相当于 2022
年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1.5倍，年供气量也逐年增长
至 2022年的 253亿立方米， 为下游经济社会发展、
民生用气保障持续注入“暖流”。

经测算，塔里木油田生产输送的 3400 亿立方
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 4.5 亿吨，减排二氧化
碳 4.4 亿吨，惠及北京、上海等 15 个省区市、120
多个大中型城市的 4 亿多居民。

被称为塔里木油田天然气集输“心脏”的西气
东输第一站，位于全长 4200 公里西气东输一线的
最西端， 承担着塔里木油田 85%以上的天然气外
输任务。当前，西气东输第一站年供气能力已从最
初的 120 亿立方米，逐步提升至 400 亿立方米，连
续安全平稳供气 6900 多天。 今冬明春，塔里木油
田向西气东输管网最高日供气量将达到 8000 万
立方米左右。 （李亚楠）

安安徽徽芜芜湖湖：：光光伏伏养养殖殖结结合合 助助力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有序推进光伏电站建设，将光伏产业与养殖业结合，实现了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协同增效，让当
地更多乡村和企业实现能源转型、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 11 月 1 日拍摄的繁昌区平铺镇岱湖滩的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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