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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丽丽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丽丽：：

化工新材料发展需瞄准四大方向化工新材料发展需瞄准四大方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玲李玲

本报讯 从南方电网公司了解到，上
半年，南方区域抽水蓄能电站累计发电量
近 60 亿千瓦时，机组启动次数首次突破
20000 次，双创历史新高，给电力系统负荷
平衡提供了有力保障。

抽水蓄能电站具有上下两个水库，电
力系统负荷低谷时用电抽水，负荷高峰时
放水发电，是电网功率平衡的重要“调节
器”。当前，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等间歇
性、波动性新能源正加大对传统能源的发
电替代，给电网的调峰储能能力提出更高
要求。据统计，1—6 月，南方区域 7 座抽
水蓄能电站累计发电量达 59.1 亿千瓦时，
同 比 增 长 1.3%；机 组 累 计 启 动 次 数 达
20008 次，同比增长 20.9%。“抽水蓄能机
组作为可以帮助新能源稳定接入电网的
大容量储能装置，上半年启用频次大幅提
高，34台机组的启动次数增幅达到了发电
量增幅的 16 倍。”南网储能运行分公司集
控中心副总经理张国洋表示。

以海南自贸港为例，装机为 60 万千
瓦的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给海南电网
提供了近 10% 的负荷调节能力。海蓄电

站早晨启动抽水工况，配合海南地区光伏
等新能源发电消纳，将多余电能储存起来
随时调用；夜间凌晨启动发电工况，在新
能源汽车凌晨扎堆充电形成的“零点高
峰”时段进行顶峰发电。上半年，海蓄电
站以机组启动次数同比增长 32%，助力海
南全省负荷 6次创下历史新高。

抽水蓄能机组的高频启用离不开智
能化调度和高效设备维护的双重支撑。
在位于广州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多厂站
集控中心，大数据平台实现对全国近 1/5
抽水蓄能装机容量的远程集中控制。370
平方米的集控大厅里，1 名值班员就可远
程控制 2 座百万千瓦级抽水蓄能电站的
实时启停，效率达到属地分散控制模式的
2—3 倍。而在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
能数据分析平台，依托 31 万个测点的数
据提取和 5000 多个算法的毫秒级数据分
析，检修人员可“足不出户”地精准掌握设
备“健康状态”。“上半年，平台共精准预判
设备状态异常 47 次，提前消除缺陷隐患
18个，保障机组随时开得起、调得出、停得
下。”南网储能修试分公司试验部副总经
理吴昊介绍。

预计到 2027 年，我国抽水蓄能电站
投运规模达到 8000 万千瓦以上，促进电
力系统调节能力显著提升。抽水蓄能电
站作为最成熟、最经济、最可靠的大规模
储能设施，将在电力供需平衡和系统安全
稳定中起到越发凸显的支撑作用。

（黄昉）
（本文图片均由南网储能公司提供）

国家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6 月中国进口原油 4645.3
万吨，同比下降 10.77%，相较于 5 月降幅继续扩大。不过，从
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我国原油进口量达 27550.11万吨，同比
仅小幅下降 2.4%，且较过去 5 年均值上涨 5.25%，上半年进口
整体表现相对稳健。

隆众资讯油品分析师李彦表示，1—4 月，我国原油进口
量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下滑情况主要出现在 5—6 月。“从直接
的量价关系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进口原油均价明显高于去
年同期，反映出炼厂在进口原油成本端面临压力。”

据悉，炼厂上半年利润空间承压，山东地炼开工负荷下
降约 7个百分点。

李彦表示，由于我国进口原油基本只有下游炼厂加工这一
个消费途径，因此5—6月进口量明显下降，与炼厂密不可分。

“上半年，主营炼厂和山东地炼的炼油利润理论均值分
别为 551 元/吨和 287 元/吨，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94% 和
70.62%。”李彦介绍。

“炼厂上半年盈利下滑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成
本端，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且部分主力进口油种贴水涨
势明显，尤其是地炼用量较大的马混等油种贴水涨势显著，
导致成本压力难以消除；二是成品油价格，尤其是柴油价格
相对疲软，在高成本的背景下无法有效为炼厂拉开利润空
间，这也意味着原料成本高企。但同时，成品油销售价格难
及预期，使得利润空间被挤压明显，不少炼厂在上半年已出
现阶段性亏损。不过，前 4 个月主营炼厂的利润维持了良好
水平。”李彦说。

据悉，在盈利能力大幅缩水的背景下，炼厂开工负荷在
上半年也出现下降。

隆众资讯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炼厂整体产能利用率和
山东地炼产能利用率均值分别为 71.03% 和 55.66%，分别较去
年同期下降 1.54 个百分点和 7.31 个百分点。“山东地炼产能
利用率在 6月末降至 50.92% 的上半年最低点，可以看出，地方
炼厂的开工负荷较低，这也成为抑制进口量增长的重要原
因。”李彦补充说。

数据显示，主要地炼进口原油同样降幅超两位数，重质
原料表现低迷。从山东及天津港口辐射的山东及周边主要
地炼群体来看，上半年进口原油到货量下降，仅为 4543 万吨，
较去年同期下降 17.29%。6 月到货量为 726.3 万吨，同比下降
29%，降幅较国内进口原油总量数据更为明显。“可以看出，地
炼采购进口原油疲软，对整体原油进口量的‘拖累’不言而
喻。”李彦说。

即便是稀释沥青这类沥青型炼厂的重质原料，上半年同
样出现下降，合计到货量为 392 万吨，较去年同期大降超
26%，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今年上半年无论是燃料型炼厂还是
沥青型炼厂，均面临不小挑战。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总监冯琳表示，上半年在去年同期
基数明显走低背景下，进口额累计同比仅增长 2%，低于 3.6%
的出口增速。短期内进口需求难有大幅增加，进口动能偏弱
的态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不过，6 月以来，国际油价明显反
弹，价格因素可能会对 7 月进口额增速构成一定程度的正向
拉动，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进一步下沉，预计 7 月进口额同比
增速将由负转正，并回升至 1% 左右。

李彦表示：“展望下半年，进口原油高成本的问题或难解
决，多数炼厂表示寄希望于‘金九银十’的表现。预计下半年
炼厂仍将面临盈利压力，进口原油或以刚需为主要支撑。”

在“双碳”目标下，传统化石资源利用
逐渐由“燃料”向“材料”转变，化工新材料
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十四五’期间，是我国石化转向自
主创新、实现自主发展的重要关键期，也
是 转 向 新 材 料 高 端 化 发 展 的 重 要 关 键
期。尽管我国三大合成材料——塑料、
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规模已位居世界第
一，但在很多高端新材料领域还处于空
白 ，对 外 依 存 度 较 高 ，需 要 加 快 转 型 步
伐，加快技术研发。当前是推动我国石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时机。”在近日
召开的 2024 海南自贸港儋洋经济圈石化
新材料产业投资推介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孙丽丽指出。

孙丽丽认为，我国化工新材料的发展
将推动数个万亿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
时需瞄准四大方向发力。

■■市场容量巨大

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我国石化行
业实现营业收入 6.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实现利润总额 3519 亿元 ，同比下降
3.4%，进口总额达 3831.4 亿美元，同比下降
3.7%，一举扭转去年同期收入、利润、进出
口总额下降的状况，呈现出总体向好态势。

孙丽丽指出，近年来，我国炼油、化工
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我国炼
油能力已经达到 9.37 亿吨/年，成为世界第
一炼油大国；乙烯产能达到 5000 多万吨，

位列世界第一；另外，三大合成材料规模也
是世界第一。“如此庞大的产能，在‘双碳’
目标下，需要做一系列新部署。”

孙丽丽认为，化工新材料将是石化产
业发展新的增长引擎，市场容量巨大。

“我国化工新材料发展将推动数个万
亿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孙丽丽指出，在
新能源发电领域，2023 年多晶硅、硅片、组
件等主要制造环节产量同比增长 64%，行
业产值超 1.7 万亿元；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2023 年行业产值超过 1.5 万亿元，年均增
长 120%；在医疗器械领域，2023 年行业总
产值超过 1.3 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 12%；
在生物制造领域，2023 年行业总产值达
4200 亿元，预计 2033 年将达到 2 万亿元。

“如此庞大的新兴产业快速推进，拉动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化工新材料与这些快速推
进的新兴产业密切相关，未来可期。”

■■聚焦四大方向

石化材料涉及方方面面，种类更是多
达几十万种，目前我国三大合成材料已走
到了世界第一，再往下延伸，具体应向哪几
个方向发力？

孙丽丽给出答案：“一是高性能合成
树脂。要更加聚焦高性能聚烯烃材料，其
用途十分广泛，既包括常规的包装，也包括
高端电子化学品的封装材料；同时，还要聚
焦工程塑料、催化材料，很多催化材料均来
源于高性能聚合树脂材料。二是特种橡胶

和热塑性弹性体。高性能弹性体 POE 用
途十分广泛，目前 POE 性能差异很大，有
很大进步空间，这些弹性体材料未来会在
更广泛的领域得到更好应用。”

“三是高性能合成纤维，包括可在不同
场景下应用的功能性纤维，如抗静电纤维、
熔喷布，以及特种纤维、高性能纤维，它们
在抗爆、阻燃方面表现出色。四是专用化
工料。很多材料都属于这一类，比如膜，除
了传统的废水处理、水净化，电子化学品的
生产以及电解水制氢等都与其息息相关。”
孙丽丽指出。

“未来，化工新材料大概率会沿着这些
大类发展。新材料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其
本质是不同分子进行重构、重组，在这个过
程中，也会不断有新发现，不断迭代进步。”
孙丽丽表示。

■■绿色低碳是前提

虽然市场容量巨大、前景广阔，但在
“双碳”目标下，化工新材料的发展依然面
临挑战。

“我们不仅要有市场容量，最重要的
是要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形成新质生产
力 。 化 工 新 材 料 的 绿 色 发 展 是 大 势 所
趋，其中也充满新挑战。”孙丽丽表示，当
前化工新材料以化石能源为主，能耗较
高，生产过程偏长，要以绿色低碳新技术
支撑产业发展。

孙丽丽指出，化工新材料全生命周期
的绿色低碳转型顺应生态环境发展的需
要，也顺应产业升级的迫切需要。“近期，一
些西方国家提出要对我国化工材料生产的

碳足迹、碳总量进行一系列验证、测试、评
估、评价等，以此设置贸易壁垒。但从我们
自身的发展角度讲，也要做好这方面工作。
一方面要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另一方
面更应做好自身工作，让每一个产品都更
具有绿色低碳性能。”

“未来，我们要在原料的绿色化、用能
的绿色化方面发力。比如，可以用绿电生
产绿氢、绿醇，这是原料绿色化很好的方
式。同时，技术本身也要绿色化，包括制造
过程的绿色化、催化剂的进步。此外，生产
过程的强化也会起到提高效能的作用，制
造业的高效创新，可使压缩、分离等生产过
程得到更高效能。最后，资源以及资源化
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也会更好地促进技术
绿色化，使化工新材料全生命周期更加绿
色低碳。”孙丽丽表示。

上半年我国原油进口基本平稳上半年我国原油进口基本平稳
■本报记者  渠沛然

南方区域上半年抽蓄电站
发电量和启动次数双创历史新高

上 图 为 我 国 首 个
大规模抽水蓄能人工
智能数据分析平台。

右 图 为 我 国 首 个
抽水蓄能多厂站集控
中心。

    近年来，广西桂平市因地制宜推进“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建设，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
科学布局，立体综合利用土地，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兼顾生态农业种养，既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产出清洁绿色能源，还能实现高效种植，为绿色农业生产提供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图为
7 月 25 日，桂平市蒙圩镇玉柴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光伏板与铁路、村庄
等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人民图片

广西桂平广西桂平：：光伏立田间光伏立田间    送电且壮观送电且壮观

图为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