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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进万家氢进万家””迈出关键一步迈出关键一步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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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学蕊报道 1月18日从
国家电投山东核电获悉，位于山东烟台的
海阳核电1、2号机组实现商运五周年，累
计安全稳定发电1043亿千瓦时，相当于1
亿居民1年的生活用电量，成为世界首个
发电量超 1000 亿千瓦时的三代核电项

目。同时，海阳核电站还在为烟台海阳、
威海乳山双城 40 万居民供热，创造了单
一核电基地供热能力世界纪录，保障居
民温暖过冬，为能源保供提供坚强支撑。

山东海阳核电1、2号机组是世界首批
三代核电机组，也是我国三代核电自主化

依托项目，采用先进的第三代非能动压水
堆核电技术。据山东核电介绍，安全平稳
商运5年发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充分体
现了技术的安全性和先进性。

据了解，依托 1、2 号机组建设、运行
的成功实践，山东核电加快推进三代核电
自主研发和创新，助力我国形成完整、安
全、经济的三代核电产业链，推动批量化
建设。

其中，海阳核电 3、4 号机组完全实现
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和自主运维，正在按
计划高质量建设，计划 2027 年全面投
产。5、6 号机组及一体化小型堆已取得
前期工作许可，正积极推动项目前期工
作，项目还预留两台扩建余地。整个基地

8 台机组全面建成后，年发电量约 800 亿
千瓦时，每年可减少原煤消耗约 3420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6400 万吨，将有效改善
区域能源结构和区域生态环境，保障能源
安全，推动绿色发展。

作为我国核能供热领域的引领者，
在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海阳核
电迈出核能综合利用全国第一步，打造核
能供暖品牌“暖核一号”。据了解，五个供
暖季以来，海阳核电已累计输出零碳热量
658 万吉焦，替代原煤消耗 59 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108万吨，减少向环境排放热量
494 万吉焦。同比核能供热前，海阳市
PM2.5下降16%，乳山市PM2.5下降15%，
为我国冬季清洁取暖提供示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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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莉报道 中国石化 1
月17日发布消息，“深地工程·川渝天然气
基地”再获突破，由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
提 交 的 位 于 四 川 盆 地 的 合 兴 场 气 田
1330.12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
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一个新的
超深层、整装致密砂岩千亿方大气田诞生，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据悉，合兴场气田位于四川省德阳市
和绵阳市，创新成藏理论与技术，首次实
现四川盆地须家河组气藏规模效益建
产。早在 1988 年，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
就发现了该地区储量丰富，但由于其属于
深层、高压、特低孔致密砂岩气，效益开发
属于世界级难题，一直以来始终难以实现
有效动用。

经过中国石化几代地质工作者不断
攻克瓶颈，特别是2018 年以来，依托中国
石化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多学科协同攻
关，带动致密砂岩层储量的动用，创新形

成超深层致密砂岩气富集规律及效益开
发技术体系，实现老层系新领域的突破，
使“难动用”储量变“高效动用”成为可
能。此次提交的探明地质储量主要位于
须家河组，埋深4500米至5500米。目前，
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在该区实施新井 21
口，平均单井日产气 15.5 万立方米，新建
天然气产能 18 亿立方米，有效支撑了本
次探明储量的提交。

据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郭彤楼介绍，合兴场气田属超
深层特低孔特低渗致密砂岩大气田，这
类气田的勘探开发，国际上无成功经验
可借鉴。“我们融合常规天然气与页岩气
成藏理论与技术，创新形成适用性的成
藏理论与技术，实现由资源向储量，由储
量向产量的转化与规模建产。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打造超深层碳酸盐岩、深层
页岩气、深层致密砂岩气特色理论技术，
助力深地工程和川渝千亿方天然气国家

基地建设。”
四川盆地天然气资源丰富，多年来，

中国石化在该盆地持续油气开发，高质量
推进川渝地区建设天然气千亿产能基
地。截至目前，中国石化在四川盆地探明
天然气地质储量近 30000 亿立方米，累计
生产天然气超 2000 亿立方米。其中，成

功建成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海相整装高
含硫气田——普光气田、世界首个 7000
余米超深高含硫生物礁大气田——元坝
气田、我国首个百亿方产能页岩气田——
涪陵页岩气田，以及我国首个探明储量超
千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威荣页
岩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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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清洁零碳能源，氢能被誉为
21 世纪的终极能源。近年来，在相关政
策大力支持下，围绕氢能制、储、运、用的
相关探索实践不断、突破不断。

近日，全国首座城镇燃气掺氢综合实
验平台在深圳投用，实现掺氢燃气的宽压
力、长周期、规模化应用，标志着“氢进万
家”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在业内看来，该平台成功投用对城燃
领域利用天然气掺氢具有较大参考和借鉴
作用，对未来推进“氢进万家”产业体系发
展、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

■■ 平台已安全供气近200天

据项目主要建设方——深圳市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燃气”）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平台主要包括
掺混模块、减压调压模块、管材相容性
评价模块、燃气器具测试模块以及终端
利用模块，天然气与氢气通过掺混模
块，能够得到掺氢体积比为 5%—20%、
掺氢精度达到 1%的掺氢燃气。掺氢燃
气经减压调压模块后，进入管材相容性
评价模块进行长周期试验测试，然后进
入燃气器具测试模块进行验证。测试
完成后，掺氢燃气进入深圳市龙华区求
雨岭生活区。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目前该实
验平台已成功为求雨岭生活区安全供气
近 200 天，构建了国内首座可推广、可复
制的城镇燃气氢气“掺—输—用”一体化
平台，平台集成测试、验证、生产功能，掺
氢比最高达到 20%，压力范围覆盖城镇
燃气全部压力运行范围。

天然气掺氢进万家，安全性是重点考
虑的问题。深圳燃气研究院段鹏飞博士
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一方面，项目针
对掺氢天然气的泄漏扩散等事故特征演
化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建立了相应
的失效数据库，以及风险评价方法、缺陷
评价方法、剩余寿命分析方法和应急抢
险技术。此外，我们还在天然气管道完
整性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掺
氢天然气的管道完整性管理技术，对掺

氢天然气管道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
控；另一方面，我们在平台各关键节点均
设置了氢气报警器，并采购专业的氢气
泄漏探测器，每两小时进行一次巡查巡
检。同时，基于BIM建模技术，建立了平
台的数字化三维模型，并接入远程监控
系统和现场视频数据，对平台数据进行
实时监控。”

■■ 提供可复制推广的样板

作为国内首座城镇燃气掺氢综合实验
平台，该平台对未来氢气在城镇燃气领域
大规模利用具有较强的引领和示范意义。

“天然气掺氢可利用现役天然气管道
解决氢气的大规模储运问题。这个项目
的初衷主要是想建立一套科学的掺氢
综合实验平台，用以研究回答现役城镇
燃气输配系统是否适用于掺氢天然气、
最合适的掺氢比是多少、关键设备和部
件是否需要改造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而
形成相应的评价标准体系，为掺氢天然

气在城镇燃气领域进行大规模应用奠
定基础。”段鹏飞说，“该平台的投用，可
实现针对现役复杂城镇燃气管道及输配
设施对掺氢天然气适应性的系统研究，
形成相应的标准和评价体系，明确不同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的可行掺氢比和最优
掺氢比。”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氢能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李敬法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该
平台集测试、验证、生产功能为一体，较为
系统地验证了天然气掺氢‘掺—输—用’
链条的关键技术，为掺氢天然气技术的进
一步推广提供了理论及技术支撑，也为未
来大规模复制、推广提供了样板。”

在业内看来，我国具有较好的发展天
然气管道掺氢输送技术的产业基础。据
了解，我国目前已有天然气管道超100万
公里，其中城镇燃气输配管道超 90 万公
里，利用燃气基础设施进行掺氢实现“氢
进万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此前发布的《天然
气管道掺氢输送及终端利用可行性研究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预测，“十四五”期
间，我国新增天然气管道掺氢示范项目
15—25个，掺氢比例3%—20%，氢气消纳量
15万吨/年，总长度1000公里以上。其中新
增长输天然气管道掺氢示范项目2—5个，
掺氢比例3%，氢气消纳量10万吨/年，总长
度800公里以上。新增城镇燃气掺氢示范
项目10—20个，掺氢比例3%—20%，氢气消
纳量5万吨/年，总长度200公里以上。

■■ 需建立标准和评价体系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未来要实现掺氢
天然气大规模利用，仍有诸多工作要落实。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
学院教授刘翠伟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

“从平台目前运行的情况来看，未来实现
掺氢燃气的宽压力、长周期、规模化应用
是可行的。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进行长
周期实验，更准确地对现役燃气基础设
施进行适应性评价，并形成标准体系。”

“要实现掺氢天然气的大规模推广，

该平台的投产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各大
城燃企业一起努力，投入大量的人力、时间
和物力来开展实验测试研究，形成相应的
标准和评价体系。另外，从产业链角度而
言，天然气长输管道掺氢、氢气来源、下
游燃器具适应性等相关问题还需进一步
研究突破。”段鹏飞说。

李敬法也表示，一方面，要加快经济、
高效绿氢制备技术的发展，为城镇燃气掺
氢提供经济、充足的绿氢氢源。“另一方
面，要进一步深入验证‘掺—输—用’链条
的关键技术，例如多场景、复杂工况的应
用，并制定相应的掺氢天然气标准规范，
完善法律法规。”

《报告》建议，要加强“政产学研用”机
构合作，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建立有
效的共享平台与合作机制。同时，构建
天然气掺氢适应性评估方法及数据库平
台，积极推进天然气掺氢应用示范，实现

“氢进万家”。此外，要培养复合型创新
人才，成立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
强天然气掺氢关键技术研究。

我国新探获
锂资源近百万吨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 1 月 17 日
透露，我国在四川雅江探获锂资源
近百万吨，是亚洲迄今探明最大规
模伟晶岩型单体锂矿。

锂是元素周期表第三号元素，
自然界最轻的金属元素。作为“21
世纪绿色能源金属”，锂对实现碳中
和有重要意义。

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
太阳能蓄电池，中国制造“新三样”，
样样离不开锂。

锂电池不用多说。电动载人汽
车，不管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
池，都是“锂”当家。风电、光伏大规
模储能，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就是磷酸
铁锂电池。

最新统计显示，2023年，“新三样”
产品合计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有“锂”走遍天下，无“锂”寸步难
行。对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金属
能源锂都是“口粮”。

全球锂资源分布不均，主要分
布在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澳大
利亚、中国和美国等国家。

我国锂辉石矿、锂云母矿分布范
围广，全国有 1500 多个盐湖，通过加
大锂矿区块出让力度，可进一步挖掘
锂矿找矿潜力；我国部分锂矿探矿权
勘查程度较低，通过进一步加强地
质勘查工作，锂矿增储空间较大。

为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促进锂资源勘探开发和增
储上产、推动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自然资源部积极推进锂矿
区块出让，加大锂矿源头供应，提振
投资者信心，促进矿业市场繁荣。

手里有矿，心里不慌。刚刚结
束的 2024 年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
议明确，在优化海外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合作，加强同拉美“锂三角”等
区域合作同时，我国立足国情，针
对共生伴生矿等特征，不断实现找
矿理论、勘探技术、提炼工艺突破，
促进伴生矿综合利用，保障端牢新
能源产业“中国饭碗”，“新三样”不
愁“粮”。 （王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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