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年3月18日
科技·装备□ 主编：李慧 □ 版式：侯进雪

□ 电话：010-6536947712

国内液氢重国内液氢重卡技术获突破卡技术获突破
■■本报记者 张胜杰

近日，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101 所了解到，我国在重型车辆液氢储供
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由该所牵头，
自主研制出80千克级车载液氢储供系统
工程样机，为重型车辆绿色出行提供了可
靠保障。

“一辆49吨柴油重卡排放的二氧化碳
量相当于40辆小轿车的排放量。与49吨
柴油重卡相比，每辆液氢重卡每年可减少
碳排放140吨。”该项目负责人、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六院101所氢能业务首席专家刘
玉涛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液氢重卡一
旦普及，可实现长途重载车辆零排放，对服
务社会民生、生态环境保护、保障能源安全
都具有重要作用。”

■■“80千克液氢可跑800公里”

“液氢具有储氢密度大、能量密度高等
优点。液氢容器所需空间也比较小，不仅
可以增加空间利用率，容器重量也更轻，
一辆氢能重卡仅自重都减轻了2吨，使重
卡拥有更大的装载空间和更长的续驶能
力。”3 月 13 日中午，在该研究所试验场，
刘玉涛指着一辆49吨液氢燃料电池重卡
样车向记者介绍，“前不久，我们进行了验
证，在这辆样车上加入80千克液氢，大概
就能跑 800 公里。未来随着液氢系统轻
量化和整车动力系统优化，有望达到1000
公里以上。”

作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
生能源与氢能技术”重点专项之一，该项目
以重型燃料电池车辆用户端液氢储供关键
技术研究为切入点，围绕重载燃料电池商
用车高密度储供氢的行业需求展开，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01所联合清华大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亿华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组成了产、学、研、
用、监、检一体的项目攻关团队。

“我们历时三年，共完成车载液氢储供
系统7项关键技术攻关，优化了车载液氢
储供系统——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重型
车辆底盘结构的构型，在国内率先研制出
80 千克级车载液氢储供系统工程样机。”
刘玉涛自豪地说。

据介绍，项目通过实施，目前已实现
液氢储供系统与重型车辆燃料电池动力
系统及整车的集成应用，解决了重型卡车
电动化动力性能和续航里程两大难题，为
液氢重卡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提供了有
力示范。

■■ 相关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目前，一汽解放、陕汽重卡、中国重汽
等商用车头部企业均在推进氢能重卡的
研发应用。在多位从业者看来，液氢重卡
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商业化落地还存
在诸多难点。要大力推广液氢重卡，除了
加快车辆、相关部件以及关键设备的技术
研发，配套基础设施能否同步跟进也是关
键所在。

在刘玉涛看来，相关基础设施不完善
已成为液氢重卡商业化推广的一大阻碍。

对此，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战略科学家魏蔚表示：

“当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大规模液氢
生产和运输到加氢站的问题。”

“由于我国液氢产业仍处于科研和小
批量试验阶段，因此，液氢加氢站并未实现
批量建设。”刘玉涛向记者介绍，目前，我国

在浙江平湖建成一座配套液氢加氢站。但
是，魏蔚告诉记者：“平湖的这座加氢站是
我国目前唯一建成的液氢加氢站。由于没
有便宜的液氢，导致这座站现在无法对外
运营。”

此外，在刘玉涛看来，制约液氢加氢站
发展的因素还有液氢氢源短缺、交通运输
限制、标准规范缺失及相关技术瓶颈。

■■ 仍需政策法规支持

“液氢是未来解决氢能大规模储运和

运输的有效手段之一。”在
刘玉涛看来，“大功率系统、

70MPaIV 型瓶、液氢等先进技
术是未来产业与政策引导的重点。

其中，液氢重卡是未来富有竞争力的干线
运输解决方案。”

当前，我国液氢产业加速，为液氢
重卡推广应用打下了良好基础。据魏
蔚介绍，由国富氢能投建的位于山东淄
博的齐鲁氢能液氢工厂，一期产能可达
10 吨/天，预计今年 6 月可产出液氢并实
现液氢罐箱公路运输。“今年下半年，国
内会有商业化可对外运营的液氢加氢
站出现。”

有长期研究氢能发展的业内人士表
示，液氢储供技术的突破只是重型车辆绿
色转型的第一步，未来还需要在液氢生

产、储存、运输等方面继续深化研究，不断
提升技术成熟度和可靠性。同时，政策层
面也需要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液氢重卡的
产业化进程，让更多的绿色出行方式成为
现实。

“要实现液氢重卡示范运营乃至商业
化运营，还需要政策和法规层面的大力支
持，包括液氢储运、整车检测等方面国家标
准的完善，并需要关键设备、核心零部件的
加快突破和整个产业链联动与融合。”刘玉
涛呼吁。

刘玉涛还建议依托氢能示范城市群，
在3至5年内实现百辆级液氢重卡的区域
示范运营。“总的来说，液氢重卡比气氢重
卡有竞争力。预计到2030年，液氢重卡的
成本可控制在60万元以内，届时有望实现
规模化应用。”

随着电动汽车和固定式
储能应用的兴起，人们对于高
性能、低成本电池技术需求日
益显现。钠离子电池因具备
充电快、低成本、安全性高等
优点，受到市场追捧。今年以
来，钠离子电池产业延续火热
态势，项目开工、企业签约不
断，产业链雏形已现。在业内
人士看来，随着技术研发不断
取得突破，钠离子电池产业化
进程将进一步提速。

■■ 产品研发提速

今年以来，钠离子电池
领 域 迎 来 多 个 新 项 目 。 例
如，3 月 12 日，总投资 20 亿
元的瓦司特钠钠离子电池正
极材料项目签约落户湖南长
沙望城经开区，将建设年产
5 万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生 产 线 。 1 月 4 日 ，比 亚 迪
（徐州）钠离子电池项目在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奠
基。该项目由比亚迪旗下的
弗迪电池与淮海控股集团联
合打造，计划总投资 100 亿
元、年产能 30GWh，主要生
产钠离子电池电芯以及相关
配套产品。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的同
时，企业也积极加码产品技术
研发。近日，力神电池推出
160Wh/kg 圆柱钠离子电池，
产品可实现零下40摄氏度放电
容量保持率大于80%；5C快充，
充电12分钟达到80%电量，并
通过 GB38031—2020 安全性
能测试。南都电源近期也表
示，目前，公司研制的钠离子电
池能量密度达到 140Wh/kg，
循环寿命 3000 次，支持 5C 充
放电和零下 40 摄氏度极寒环
境下工作，具备量产能力。

清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宋清辉表示：“今年以来，钠离
子电池产业好消息不断，再加
上各个配套环节雏形已现，预
计今年钠离子电池产业将迅
猛发展，一部分锂电池市场有
望被钠电池替代。”

■■ 发挥差异性优势

不过，整体来看，钠离子电池目前仍然
处于产业化初期阶段，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锂离子电池在全球电化学储能市场中仍占
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受访业内人士看来，
储能市场技术路径多样，但适用范围和优
势各不相同。在锂电池已经形成压倒性优
势的情况下，钠离子电池“翻身”需凭借自
身差异性优势。

据了解，虽然与锂电池相比，钠离子电
池能量密度相对较低，但其在低温性能、快

充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此
外，钠离子电池相比锂电池安
全性更高。因此，在特定场景
中，钠离子电池具备较大应用
潜力。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李林
森此前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
采访时提到，钠离子电池或将
率先在部分对温度较为敏感、
能量密度要求不高的场景取得
突破，例如两轮车、三轮车；还
有一些对能量密度要求不高，
但对成本很敏感的场景，例如
小型消费电子产品。

另外，发展钠离子电池也
可以缓解资源约束，保障原材
料供应安全。钠在地壳中储
量丰富，比锂更易获取，且钠
离子电池正极不需要使用钴、
镍等稀有贵金属，制备相对简
单，可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

“现在不少电池产业巨头争相
涉足钠离子电池，一方面是想
获得先发优势，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降低对锂资源的依赖。”
宋清辉说。

未来，随着钠离子电池技
术不断发展和成本进一步降
低，其商业化应用将会越来越
广 泛 。 市 场 调 查 机 构 SNE
Research 发 布 报 告 预 计 ，到
2035年，钠离子电池价格将比
磷酸铁锂电池价格低 11%至
24%，市场规模将达每年142亿
美元。

■■ 或成锂电池重要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业内
人士认为，成本低是钠离子电
池相对于锂电池的最大优势，
2022年，锂价暴涨为钠离子电
池发展创造了契机。然而，去
年，随着碳酸锂价格暴跌，锂电
池价格随之快速下行，导致业
界开始质疑钠离子电池是否还
具备成本竞争力。

一位从业者向记者表示：
“当锂电池成本接近钠电池的
理论成本，钠电池的替代性会
减弱。”

不过，宋清辉指出：“除成本外，钠离子
电池在安全性、宽温性、能源自主可控等方
面也具备诸多优势。所以，综合来看，钠离
子电池未来发展前景依然值得期待。”

结合近期企业动作来看，企业也并未
因锂价下跌而放弃发展钠离子电池。在
业内人士看来，未来，钠离子电池等新型
电池技术将与锂离子电池形成互补格
局。“钠离子电池会成为锂电池的重要补
充。未来，钠离子电池还需进一步挖掘成
本优势。同时，在技术层面上，钠离子电
池能量密度偏低，循环寿命也不长，后续
也需针对这些指标进行优化提升。”上述
从业者表示。

近日，在由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
会、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山东丞
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第十
九届中国（济南）国际太阳能利用大会
上，《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到，随着市
场不断成长，一方面,组件技术不断进
步以适应建筑屋顶的特殊环境,实现发
电效率和安全并重；另一方面,逆变器
作为光储充协同的重要一环，如何在保
证功率和安全性的同时降本，成为业界
备受关注的问题。

■■ 组件搭载新技术

针对户用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使
用场景，展会上很多组件主打防水、防
积 灰 或 防 湿 热 。“ 我 们 推 出 的 N 型
590W 熊猫优+组件集成多种技术：包
括双玻设计+双层镀膜玻璃方案、采用
IP68 级防护设计的接线盒、反光汇流
带+间隙贴膜工艺等。组件耐湿热能
力显著提升，可适应各类光伏应用场
景。在提高发电效率的同时也能规避
各类风险。”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高
级产品经理赵克飞向《中国能源报》记
者介绍，公司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和需
求开发技术产品，可以满足高盐雾、高
温高湿、炎热干燥等不同差异化环境的
需求。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了两个比较特
殊的产品，一个是防积灰组件。我们在
组件原来的版型尺寸基础上加入短边
无A面设计，起到防积灰作用。”晶科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指向正在
进行对比测试的两块组件，“另外一款
产品是在常规的双面2278毫米尺寸组
件的基础上，导入20BB技术，增加电池
片栅线数量从而增强电池片的抗隐裂
能力，并降低热斑风险。可靠性提升的

同时，每块组件的发电功率大概能提升
约5至10瓦。”

此外，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也在展会上发布了 Hi—MO X6 双玻
耐湿热组件。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组件可以在85摄氏度的温度和85%的
湿度下工作，发电衰减只有0.89%。组
件基于 HPBC 电池技术，电极材料没
有银铝合金，不易发生电化学反应。
同时，该组件还采用双面 POE 胶膜工
艺，抗水汽能力显著提升。在封装工
艺方面采用了高阻水密封胶，阻水效果
更加明显。

■■ 逆变器广受关注

爱士惟科技有限公司展示了整套
光储充解决方案。据爱士惟全球市场
负责人朱晓兰向《中国能源报》记者介
绍：“针对工商业场景，这次我们带来了
旗舰机型三相光伏逆变器80—110kW。
针对户用场景，我们的产品包括小功
率段到大功率段，还推出了新的储
能逆变器，可以用于阳台上的储能
并网一体机，以及智能充电桩、智慧
能源系统。”

在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展台，
据工作人员介绍：“刚刚发布的 150 千
瓦大功率组串逆变器SG150CX—CN，
通过创新设计，该产品的转换效率显
著提升，400 伏交流电压下可以达到
98.8%。同时产品搭载全局 MPPT 扫
描技术，可智能识别最大功率点，提升
系统发电量 2%。在安全层面，搭载了
智能端子温感检测技术，一旦识别到
温度异常，可自动关断、提前保护，还
做了泄爆和防爆设计，进一步提高现
场安全性。”

展会现场，一位从事光伏开发的参

观者表示，当前，光伏业主越来越重视
安全，但在安全运行方面更多投入会
拉高项目成本。因此，希望利用优化
器配合逆变器提升发电效率，利用发
电收益的上升，弥补项目成本上涨，另
外，为控制成本，可选装的模块化改造
也十分重要。

■■ 行业需持续创新

一位参展的逆变器企业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光伏组件价格的下降刺激
了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开发，但纵观整个
逆变器行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无论是
原材料、硬件还是软件，成本还是偏高，
所以逆变器整体成本居高不下。

不过，也有逆变器厂商向记者透
露，去年公司业绩较2022年增长一倍，
同时出货量也大幅增长。“我认为这是
来源于技术积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我们现在也在全国多地设有研发中心，
如何提供可持续性的产品创新和研发，
是我们非常注重的。”该企业有关负责
人表示。

持续创新也是光伏组件厂商应对
价格竞争的抓手。某参展光伏企业高
管指出，当前，组件市场处于供需失配、
产能过剩状态，市场短期无法消耗大量
产能，但从长期来看，光伏行业产能依
然不足。他认为，凭借自身技术积累、
满足市场需求，是当下组件厂商的第一
要务。

另外一家组件厂商的有关负责人
分析：“这波价格降低，根本原因在于上
游原料价格降低，和下游的组件制造以
及后续环节关系不大。这样的状态不
会持续太久，因为市场需求依然旺盛。”
他认为，面对庞大需求，企业在创新的
同时也要保证组件产能和供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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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千克级车载液氢储供系统工程样机。 田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