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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引擎强劲赋能中部崛起
■本报记者 卢奇秀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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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如何拧紧
燃气“安全阀”？

2

下转15版

我国绿氢制备关键技术研发提速我国绿氢制备关键技术研发提速
■本报记者 李玲

作为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要方向
之一，我国绿氢产业正处风口。

从两年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 年）》，明确氢能的能源属
性和国家能源体系组成部分的角色定
位，到两年间能源企业加速研发、加码
项目布局，氢能始终保持着投资热度
和市场关注度。

产业发展离不开多维度的持续创
新，国家层面的规划亦有部署——聚焦
短板弱项，适度超前部署一批氢能项
目，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和颠
覆性技术创新，建立完善更加协同高
效的创新体系，不断提升氢能产业竞
争力和创新力。

《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我国氢能产业相关技术取得较快发
展，但当前，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技
术面临多重挑战，不同技术路线也都存
在短板。为此，产业链相关企业正加大
攻关力度，尽力加快绿氢制备关键技术
研发进程。

■■ 助力多领域深度脱碳

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
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对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能源属性
方面，通过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可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物质属性方
面，氢能可作为零碳燃料、高温热源、零
碳原料，助力交通、工业、建筑、化工等
领域深度脱碳。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对氢气的

需求总量约为3300万吨，保持着供需平
衡，其中超过 95%的氢气用于石油炼
化、合成氨等产业。目前，我国氢气主
要来自煤制氢，电解水制氢占比不足
1%。根据中国氢能联盟预测，到 2050
年，我国氢气需求量将接近6000万吨，
绿氢占比将提升至70%，氢能在终端能
源体系中的占比将超过10%，产业链年
产值达到12万亿元。

“‘双碳’目标共识下，深度脱碳成
为当前氢能发展的第一驱动力。”阳光
氢能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总监龙翔
飞指出，氢能将可再生能源从电力引向
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有利于拓展可
再生能源的消纳途径。同时，氢还有储
能功能，可提供大规模、长周期、跨季节
调峰能力，增强电网稳定性，从而提升
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

相关统计显示，2023 年我国绿氢
项目规模持续扩大，仅四季度公开的
项目规模就达 6.27GW，全年累计项目
规模超 20.7GW，申报项目以绿氨、绿
色甲醇、烯烃、绿色航油等工业用途为
主，也有部分氢能交通、氢储能示范项
目申报。

■■ 不同技术各有长短

值得注意的是，风光等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波动性、间歇性以及随机性，给
电解水制氢技术带来不少挑战。

据了解，目前电解水制氢主要包括
碱性电解水制氢、质子交换膜（PEM）电
解水制氢、高温固体氧化物电解水制氢
（SOEC）三种技术路线。其中，碱性电
解水制氢技术成熟度最高，已充分商业

化，也是目前国内主流应用的技术，占
国内绿氢项目 95%以上的装机份额；
PEM 制氢技术处在商业化前期阶段，
SOEC技术仍处于实验室或示范阶段。

具体来看，上述三种技术各具优势
和短板。比如，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单
槽规模较大，最大超过 1000Nm3/h，单
位成本低，但单位电耗相对较高，且动
态响应能力不足；PEM制氢技术单槽最
大规模能达到 500Nm3/h，动态响应能
力较强，但设备成本较高，约为碱性电
解槽价格的三倍以上；SOEC制氢技术
单槽最大规模小于 10Nm3/h，效率较
高，但系统寿命较短。

华能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氢能技
术部主任王金意认为，碱性电解水制氢
在设备大型化方面具有优势，但低电耗
和高功率仍是攻关方向。“PEM制氢技
术动态响应能力强，但成本有待降低，
SOEC技术具有明显的能效优势，但寿
命问题亟待解决。”

■■ 企业发力攻克关键技术

“为适应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制氢，
电解槽大型化、降低制氢电耗、提高运
行调节范围、提高寿命是技术发展趋
势。”王金意表示，核心材料的基础研发
在 PEM 电解槽实现低电耗、耐高压和
大型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到，在
SOEC制氢技术上，目前国内单电池和
电堆基础研发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
系统集成能力不足，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的投运为应用示范带来良好契机。另
外，阴离子交换膜（AEM）电解水制氢技

术融合了碱性电解水和PEM电解水的
技术优势，作为新兴技术，已成为欧美
国家的研发热点。未来，一旦突破
AEM和高活性非贵金属催化剂等关键
材料瓶颈，有望显著提升电解槽性能、
降低电解槽制造成本，为可再生能源电
解制氢产业带来突破性变革。

当前，国内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均
在加快绿氢制备关键技术研发布局。

3月20日，中国石化氢能技术重大
科技项目——由中国石化（大连）石油
化工研究院自主研发、中原油田承建的
国内百千瓦级SOEC（固体氧化物电解
水制氢项目）电解水制氢项目开工。据
了解，该项目施工预期30天，试验周期
60 天，以高纯氢气安全生产和高效生
产为目标，针对百千万级SOEC电解水
制氢系统在高温、高湿、涉氢、富氧及
微正压环境下稳定运行、健康管控和
低能耗展开攻关，提高电堆和材料的
运行稳定性。

此外，华能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
目前已自主研发电催化剂、隔膜等关
键材料，掌握电解槽设计、组装关键技
术，设备级、场站级制氢系统控制优化
与集成等。同时，该院正加强氢能产
业链技术及示范，与上游可再生能源
动态耦合，拓展下游氢能交通、化工领
域多元利用场景，开展全产业链项目
规划和示范。

阳光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
发布可再生能源柔性制氢系统解决方
案，通过柔性组网技术、电力电子技术、
电化学技术、化工动态技术、能量管理
技术等六大核心技术，使制氢更灵活、
高效和友好。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 3
月 22 日 发 布 通 知 ，印 发

《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以坚持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放在首位、坚持积极有力推
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坚持
依靠科技创新增强发展新
动能、坚持以深化改革开放
激发发展活力为原则，锁定
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能
源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效率
稳步提高三大目标。

《意见》明确，2024年，全
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49.8亿
吨标准煤左右。煤炭稳产增
产，原油产量稳定在2亿吨以
上，天然气保持快速上产态
势。发电装机达到31.7亿千
瓦左右，发电量达到 9.96 万
亿千瓦时左右，“西电东送”
输电能力持续提升。

针对能源结构持续优
化，《意见》指出，非化石能源
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55%左
右。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占
全国发电量的比重达到17%
以上。天然气消费稳中有
增，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提高到18.9%左右，
终端电力消费比重持续提高。

质量效率稳步提高方
面，《意见》提出，能源清洁高
效开发利用取得新成效。煤
电“三改联动”持续推进。跨
省跨区输电通道平均利用小
时数处于合理区间。推动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持续向
好发展。科技创新成果应
用取得新进展。

能源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意见》
提出，持续巩固提升油气产量，保持煤炭产
能合理裕度，增加战略储备和调节能力，强
化区域协同保障，筑牢能源安全保障的根
基。具体为：强化化石能源安全兜底保障，
提升电力系统稳定调节能力，提高区域协
同保障能力。

对于推进发展非化石能源高质量发展，
《意见》明确，巩固扩大风电光伏良好发展态
势，稳步推进水电核电开发建设，持续完善
绿色低碳转型政策体系。

在推进能源技术创新方面，《意见》指
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高端
化、数字化、智能化，加强能源科技自主创
新，提升能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为：持续完善
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加快能源技术攻关和成
果转化，促进能源新技术应用示范。

《意见》还就深化能源利用方式变革、持
续推进能源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务实
推进能源国际合作作出部署。 （安宁）

共享储能将迎来
快速发展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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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省考察，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部地区是我国重
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
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
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
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
区崛起新篇章。

中部腹地，山西、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六省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汇
聚全国约 1/10 的土地、近 1/3 的人口，
贡献着全国 1/5 的经济总量，举足轻
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中部
地区高质量崛起，勾画出一幅经济总体
平稳、创新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产业基
础明显改善、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
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
提升、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的新时
代画卷。

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扎实推进中部
崛起，一张蓝图更加清晰。作为产业规
模大、辐射带动广、创新活力强的基础
性、战略性产业，能源产业将坚决扛起
责任使命，锚定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中
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油”“鼓气”

“充电”“赋能”，以能源引擎强劲赋能
中部崛起。

■■ 大国之“材”向“新”而行

湖南湘江新区，新能源产业风生水

起。3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了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了解
当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等情况。

“迎候总书记到来时，又紧张又激
动，但在交谈中，紧张感不知不觉就消失
了，感觉到无比亲切。”向《中国能源报》
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时，巴斯夫杉杉首
席运营暨首席技术官彭文杰难掩兴奋
之情，“参观过程中，总书记对我们新推

出的产品和一些具体应用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向我们详细了解细节。”

彭文杰表示，作为全球领先的电池
正极材料生产商之一，巴斯夫杉杉将持
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强化研发技
术装备，实施高质高效的创新活动，在
产品技术上推陈出新，加快布局新质生
产力，做大做强可持续的闭环产业链，
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不辜负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乘着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东风，湖
南锂电材料产业规模不断壮大，2023
年，仅长株潭地区的产值就已突破
1800 亿元，形成了从前驱体、正极材
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电芯、系
统到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的完整产业链
条，行业全球前 50 强企业就有 4 家在
此落户。

图为巴斯夫杉杉技术中心测试员正在测试电池性能。巴斯夫杉杉/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