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转星移，岁月不居，千年大计，雄安
七年。

4月1日，雄安迎来了七岁生日。
七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如火如茶、日新

月异，当年的“一张白纸”，如今的“初具规
模”，白洋淀边这片土地凭借千载难逢的历
史机遇，每一天都在积蓄力量、拔节生长，
迸发出勃勃生机，正推动京津冀这一中国
高质量发展重要一极加快崛起。

南瑞集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服务
重大国家战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电网公
司决策部署，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以
先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高端的装备全
力支撑服务雄安新区世界一流电网建
设。七年来，从河北雄安南瑞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雄安电网规划编制，到雄安
新区第一台基于直流电网的 V2G 充放电
机建成投运、雄安新区容西110千伏施工
电源工程成功送电、雄安智慧交通车路协
同示范项目完成建设，再到雄安电网检储
配一体化物资中心正式投运、雄安（保定）
应急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同时应用新一代
变电站集中监控系统和数字孪生技术的
变电集控站—容东集控站建成、国网雄安
创新中心智慧零碳示范园区实施建设
……每一项工作都认真极致，每一个细节
都毫不懈怠，南瑞人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
浇灌出丰硕的果实。

■■ 开启“更创新”供应链新模式
筑牢电网物资保障线

创新是雄安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2023年7月，受台风影响，河北各地区

强降雨来势猛、范围广、强度大，防汛形势
严峻。南瑞集团配电公司承建的国网河北

电力雄安（保定）应急中心和雄安“检储配”
一体化物资中心实现投运后首次“双中心”
联动，自7月27日起24小时不间断统筹物
资资源，畅通物资调拨绿色通道，保障物资
快速精准供应，为应急抢险和灾后重建提

供坚强支撑。
在防汛应急等突发应急救援行动中，应

急中心可发挥应急救援、物资仓储、人员培
训三大功能一体化优势，助力国网河北电力
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多专业应急驻训队伍集

结，以最快速度参与到应急救援工作中。
除此之外，在雄安“检储配”一体化

物资中心，配电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
套配网设备检储配一体化平台深度融合
物资存储、质量检测、主动配送三个环
节，成功打造符合现代智慧供应要求的
高效智能物资供应链，为电力物资供应
开辟快检输送绿色通道，确保“即来即
检，即检即送”。该中心稳定运行四年以
来有效保障雄安首个 500 千伏变电站、
首个半地下庭院变电站等重点工程顺利
建成投运。

■■ 打造“更智慧”电网大脑
全力服务电网升级

雄安是处处镌刻着“智慧基因”的

地方。
截至 2024 年 4 月 1 日，南瑞集团电网

公司和南瑞研究院承担的国家电网公司首
批新一代集控系统—雄安容东新一代变电
站集中监控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两年。

容东集控站是国内首个同时应用新
一代变电站集中监控系统和数字孪生技
术的变电集控站。变电集控站是电网运
行人员的“千里眼”和“顺风耳”，通过“一
体监控、全景展示、数据穿透、顺控操作调
用、无纸化操作、综合防误、智能告警、自
动验收等”19 项关键技术，建立统一模型
体系，实现主辅设备一体化全景监控，全
面提升变电运维监控强度与管理细度，提
高工作效率。

目前，容东集控站已接入2座220千伏
变电站及4座110千伏变电站，为雄安新区
电网运行保驾护航。

电网调度相当于电网的“大脑”，控制
整个电网的“中枢神经”。目前，南瑞集团
承建了全国80%以上电网调控中心使用的
电网调度控制系统。基于长期的技术积淀

和丰富的建设经验，南瑞集团正积极开展
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研发工作。

2023年3月，南瑞集团电网公司和南
瑞研究院承建的雄安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
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系统采用“大云物移
智”技术，构建模型/实时数据运行数据平
台，无缝结合高速通信、移动互联等通信方
式和语音、图像等交互技术，提供可靠安全
高效的系统运行环境，为电网监控与分析
决策提供模型、数据、计算引擎、AI 服务
和自然人机交互手段，并打造标准开放的
多业务、多场景开发生态。系统上线后大
幅提升数据处理能力与处理效率，多级故
障处置协商时间降低至分钟级，同等条件
下，仿真计算效率提升近百倍，新能源预
测精度更高，计划编制协同时间缩短到分
钟级。

■■ 建设“更绿色”智慧园区
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示范样板

绿色是雄安新区的底色。
2021年，国家电网公司制定国网雄安

创新中心智慧零碳示范园区建设方案并
开展工程实施，南瑞集团主要承担清洁节
能低碳、负荷柔性互动、园区电碳交易、园
区智慧运营四类典型示范，打造雄安新区
首个成熟落地的智慧零碳园区成套解决
方案。

南瑞集团配电公司通过构建“园区
多能‘时—空—物’复杂多变系统质效协
同的资源全过程配置技术体系”，研发国
内首套依托数据库集群、数字孪生、BIM
一体化协同技术底座的园区级智慧零碳
运营管理大脑，打造“资源动态弹性聚
合”“源荷互动时空衔接一体”的源网荷
储协调控制系统；搭建冷—热—电—碳、
源—网—荷—储的 3+N 可拓展的应用场
景，实现“能源流、信息流、业务流、碳流”
四流合一的全数字应用；弹性构建园区
级分层分区协控的源荷柔性互动聚合载
体，实现园区柔性资源与电网“友好互
动”，更好参与电力现货交易和电力辅助
调峰服务。

南瑞集团用电公司/雄安公司负责多
功能智慧路灯、智能充电桩、新能源体验广
场、直流智慧照明等四个项目建设。2024
年3月，智能充电桩子项目顺利完成柔性
智控 DC/DC 型直流充电桩模具定型，目
前进入批量生产阶段。DC/DC型直流充
电桩接入源网荷储协调控制系统，实现智
慧用能、车桩网融合服务和功率调控功能，
并接入园区智慧运营系统，提供对外充电
服务，相较于 AC/DC 型直流充电桩可提
升效率3%。直流智慧照明项目建成后相
较交流照明，可提升能效水平12%，碳排放
减少30%。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未来之城，未来
可期。

南瑞集团将继续主动服务和融入雄
安新区和电网建设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
势，深化科技创新引领，全力打造世界级
的能源互联网高科技领军企业，为以数智
化坚强电网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服务
典型应用和重大工程建设，为打造创新、
智慧、绿色的雄安助力添彩。

（丁圆圆 刘方）

为满足电动汽车用户的长途出行需求，让车辆实
现更优异的续航能力无疑已成为电池供应商、车企共
同追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企业纷纷在新材
料、新技术路线上下功夫，标榜具备“1000公里超长续
航能力”的产品层出不穷，一场围绕续航里程所展开
的竞赛愈发激烈。

■■向1000公里看齐

截至目前，已有多家车企、电池厂商加入续航竞
赛。且从各家产品性能指标上看，企业对于续航的目
标普遍向1000公里看齐。

就近期来看，智己汽车正式发布智己L6，并开启
预售。智己L6搭载第一代光年固态电池，能够使智己
L6实现超1000公里的CLTC续航里程；蔚来汽车首台
150kWh超长续航电池包正式步入量产阶段，搭载了
这款电池的蔚来车型拥有迄今为止最长的续航里程，
官方数据表明可达到1055公里，此前实测续航里程达
到1044公里。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日前在2023年财报投资人
沟通会上透露，比亚迪目前正在研发第二代刀片电池
系统，最早将在2024年8月发布。据悉，第二代刀片电
池的能量密度将达到 190Wh/kg，纯电车型的续航将
突破1000公里。对比来看，比亚迪于2020年发布的一
代刀片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为140wh/kg。

真锂研究创始人墨柯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
当前企业密集发力超长续航电池产品，本质上是基于
解决消费者普遍存在的里程焦虑问题。“毕竟充电设
施使用的便利性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换电站也还没有
普及。”

“其实并非所有人都需要1000公里续航版本，不
同用户的需求存在差异，中长续航即可满足大部分用
户需求。”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此前接受《中国能源

报》记者采访时提到，“极寒天气下，电动汽车续航能
力面临缩水，比如续航达到 1000 公里的车在冬季可
能只能达到500公里，这种条件下超长续航会体现出
价值。”

■■聚焦材料体系创新

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电动汽车实现超长续航的
方式主要有增加电池组数量、提高电池能量密度两
种。“企业大力宣传‘1000公里续航’指标没有太大意
义，因为不管是铁锂还是三元，只要电池包足够大，存
储的电量足够多，都可以达到1000公里。”墨柯表示，

“但是简单的通过增加电池来提高续航，也势必增加
车辆自重和制造成本。因此延长续航最本质的方式
还是在于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

在墨柯看来，电池能量密度主要由材料体系决
定。“现在很多电池产品主要通过结构和制作工艺上
的创新来实现能量密度的提升，但这种提升是有限度
的。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材料体系，才能持续提高能
量密度。例如，现在主流的动力电池都是液态电解
质的锂离子电池，而近几年不少厂商争相推出的固
态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代替传统的电解液，从而具备
了更高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这就属于内部材料的技
术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锂电材料体系不断迭代的过程
中，磷酸锰铁锂作为磷酸铁锂的升级版本愈发受到关
注。“从材料本身而言，目前磷酸铁锂体系的能量密度
已经基本摸到了‘天花板’，后续再进步的空间不大。
在此背景下，磷酸锰铁锂作为磷酸铁锂的升级产品，
通过掺加锰元素，在材料层面形成一个新组合，进一
步提升了能量密度，成本也更低。”墨柯告诉记者，磷
酸锰铁锂比磷酸铁锂具有更高的电压平台，能量密度
比其高出15%左右，意味着同等体积电池包下能够存

储更多的电量。“这也属于材料层面的技术进步，磷酸
锰铁锂将是磷酸铁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未来重点
发展方向。”

■■关注充电技术革新

“在锂电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现有材料体系的迭
代升级是推动产品能量密度提升的关键。如果企业
的技术创新仅仅停留于结构层面，不在材料体系上
下功夫，将来肯定会在这场‘技术竞赛’中掉队。”墨柯
强调。

事实上，面对电动汽车用户长途出行需求，企业
在提升电池续航能力的同时，也需关注充电技术的革
新。乘联会此前公开表示，1000公里续航是很好化解
电动汽车里程焦虑的做法。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快
充技术改善，提升车辆的使用效果，改善充电焦虑。
这是两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在技术迭代和车端需求的双重驱动下，
一众电池厂商相继在超快充技术领域展开布局，积极
推进动力电池充放电倍率从1C、2C向4C发展，一代
代高功率快充产品先后问世。例如，今年2 月欣旺达
在接待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目前已开发完成4C磷酸
铁锂电池，后续将召开产品发布会。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龙头企业配套电池的量产和
交付，动力电池行业将快速向4C超快充时代迈进。伊
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中国电池产业研究院院
长吴辉表示，随着电动汽车用户对于快速充电需求的
日益增加，快充已然成为市场刚需。快充肯定是后期
动力电池产业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与此同时，除电池端外，充电网络端加强超快充
能力亦是重点。华泰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回顾2023
年，随着多款快充电池、800V爆款车型的推出与液冷
超充站的建设，快充趋势的确认深化、市场关注度提
升。2024年，快充将迎来规模化放量关键之年。

□ 2024年4月15日
要闻·企业□ 主编：董欣 □ 版式：李立民

□ 电话：010-653694524

扎根雄安七年扎根雄安七年
南瑞助力构筑未来之城南瑞助力构筑未来之城

各地驰援河北的应急发电车在国网河北电力雄安各地驰援河北的应急发电车在国网河北电力雄安（（保定保定））应急中心集结后出发应急中心集结后出发

如何破解动力电池长续航如何破解动力电池长续航““密码密码””？？
■本报记者 姚美娇

雄安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调试大厅 国网雄安创新中心智慧零碳示范园区示意图

南瑞集团配电公司技术人员在雄安（保定）应急中心进行设备调试 杨铭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