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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3 日，2024 装备制造业发展大会（EMF2024）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高等级项目颁奖仪式在重庆召开。由南
网科研院牵头的科技成果“提升综合效能的分布式储能运行优
化关键技术、装备系统及应用”获得 2024 年度机械工业科技进
步一等奖。

分布式储能主要以分布式电源侧配套储能、配网侧配建储能
及移动储能、用户侧微电网及综合园区储能等典型形态存在，对
于提升新型配电系统承载能力和灵活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面对配电网中规模化分布式新能源消纳、应急保供、供电品质提
升等复杂应用场景，分布式储能大规模推广面临变流器适应性
弱、耦合功能调控难、综合状态评估难三大技术挑战。

在此背景下，南网科研院配电所项目团队历时 12 年技术攻
关，突破了分布式储能系统变流器结构、集群优化控制、安全与综
合效用评估三方面关键技术，研发出系列化分布式储能变流器、
控制终端等核心装备及系统，实现储能变流器开关器件数量与
驱动电路数量减少超 30%，分布式储能集群功率控制稳态误差

小于 1%，支持 8000+电池单体失效评估，储能单位充放电循环服
务价值提升 15.7%，显著提升了分布式储能集群综合效用。

据了解，上述成果推广应用于广东、云南、贵州等全国 20 余
个省市的分布式储能系统，支撑 26 个分布式储能站点的安全评
估与运维任务，保障近三年无重大事故发生，为促进分布式光伏
消纳与配电网高质量发展、推动能源转型和新型配电系统建设
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是中国机械工业领域最具影响力和权
威性的奖项，此次荣获一等奖，表明南网科研院在分布式储能系
统装备技术的突破获得行业高度认可。此外，南网科研院牵头
成果“混合多端直流输电系统集成研发试验平台及应用”“电力
电子装备密集接入高负荷密度电网的源网协同控制技术及应
用”获科技进步二等奖，“柔性直流输电系统阻抗精确建模与谐
振抑制关键技术”“大湾区交直流输变电系统电磁环境分析、测
试与防护装备研制及应用”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黄智达 喻磊）

历时 12 年攻关，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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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网科研院项目团队在实验室开展研究。许建军/摄

绿色甲醇，是“双碳”目标下实现“风
光”等可再生能源长时储能的载体。其既
可作为载氢体，解决氢能储运问题，推动
氢能源发展，也可作为可再生油品替代石
油，实现液体燃料的清洁化及可再生。

“利用我国广袤沙土地（介于沙漠和好
地之间含沙比较高保水性差的土地）上的

‘风光’资源和劣质煤资源，大力发展绿色
甲醇，有助于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在全联
新能源商会近日主办的氢能产业发展论坛
上，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刘科
表示。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当下我国
很多资源型城市选择因地制宜地发展绿
色甲醇燃料，不仅有利于缓解及消除汽车
尾气带来的污染，促进煤炭资源尤其是劣
质煤资源的合理利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业内人士指出，随
着更多地区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响应，
甲醇经济将释放出更大潜力。

■■氢能液体形式的最佳载体

作为全球公认的新型清洁可再生能
源，绿色甲醇能将“风光”发电间歇、不稳定
的电能存储起来再利用，被业内称为液体
的“电”、液态的“氢”。

据刘科介绍，绿色甲醇就是广义的氢
能，未来当燃料电池成本降低，绿色甲醇作
为绿氢的储运载体，再利用甲醇制氢远比
直接储运氢的效率更高，因此甲醇可以看

作是未来氢能的液体形式的最佳载体。
根据第一性原理，液体是最佳能源载

体。刘科解释，一是液体体积能量密度最
高，二是液体可以在陆上和海上实现相对
经济的管路输送和跨海输送，而且能长
期储存。

《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到，以绿色甲
醇作为能源的醇氢电动技术，可有效解决
极寒气候条件下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衰减
问题。例如，吉利控股集团创新研发的醇
氢电动汽车具有续航长、成本低、更节能的
优势，在北方寒区推广应用的潜力巨大。
未来，该公司将把辽宁作为重要目标市场
和重点投资区域，与辽宁在醇氢电动汽车
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充分利用辽宁丰
富的“风光”资源优势，推出更多醇氢电
动汽车产品，同时开展醇氢电动汽车推
广、甲醇加注站建设等合作，带动产业链
上下游发展。

■■多地加码布局相关产业

《中国能源报》记者梳理发现，当前我
国多地正抢抓甲醇发展机遇，大力布局相
关产业。

目前，辽宁沈阳正将醇氢电动汽车作
为新能源应用的重要切入点。近日，该市
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沈阳甲醇汽车生产及
推广应用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措施》），将进一步加速甲醇汽车产业
在沈阳落地，目标锁定“甲醇汽车第一城”。

上述《措施》包括加快甲醇汽车制造
体系建设、推进车用甲醇燃料生产及加
注体系建设、加快技术创新及标准体系
建设、鼓励甲醇汽车在重点领域推广应
用四个部分的十条具体措施。

同时，《措施》还在甲醇汽车的应用空
间上加以突破，提出鼓励甲醇汽车在重点
领域推广应用。具体举措包括：推动甲醇
汽车在公共领域推广应用，在符合政府采
购政策的前提下，甲醇汽车平等参与政
府及公共领域用车采购活动；促进甲醇
汽车生产和消费，完善甲醇汽车购销渠
道，给予甲醇汽车生产企业一次性补贴，
优化甲醇汽车使用环境，支持甲醇汽车享
有新能源汽车同等路权。

除东北外，南方省份也在加码发展甲
醇产业。

日前，规划建设年产 1.5 万吨绿氢和 6
万吨绿色甲醇的云南绿色氢能源与液态阳
光甲醇示范项目在曲靖启动。该项目采用

改性无机化合物捕集二氧化碳技术和利用
绿色氢能制备液态阳光甲醇技术。

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这是全国首个
绿色氢能及液态阳光“制、储、输、加、用”
全产业链应用示范项目，与氢能产业发展
形势和市场需求高度契合，对于政企双
方共同培育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向东北、西北重点发展

在刘科看来，绿色甲醇是绿氢的最好
储运载体之一，建议未来利用绿氢、绿氧
及丰富的劣质煤资源发展出一条适合中
国国情的绿色甲醇发展路线。

我国拥有广袤的沙土地，尤其针对西北
的沙土地，刘科这样描述：“一下雨，这些地
方就全绿了。几天不下雨，植物就枯黄。”

“实践证明，在西北沙土地上铺设光
伏板，过几年铺设的地方就会变绿。加上

劣质煤体分离出的矿物质作为土壤改良
剂，就能在光伏板下将这些沙土地改造
成高水平农田。”刘科进一步解释，“沙土
地几年前铺设的光伏板下，草长得很好，
用来牧牛牧羊，产生的牛羊粪还能进一步
改善土壤。”

基于上述实践，刘科建议，在这种沙土
地上可以大面积铺设光伏板，发出的电既
上网，还可以就地转化成绿色甲醇。“西北
地区海拔高，一旦把‘风光’资源及西北大
量的劣质煤转化为液体，管路可延伸至北
上广深及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多场景应用。
未来可以在东北、西北等广大地区大量建
设‘风光’发电项目，将难消纳的电能转化
成绿色液体甲醇储存起来。”

“绿色甲醇正好能够发挥一定的储能
功效，对新能源消纳起到稳定的保障作
用 。”中 国 循 环 经 济 协 会 会长朱黎阳预
测，按照目前的价格，绿色甲醇市场可以
孕育出数千亿乃至上万亿元的产值规模。

广袤沙土地如何培育甲醇经济广袤沙土地如何培育甲醇经济
■本报记者 张胜杰

南方电网贵州毕节供电局：

打响贵州电网今冬融冰“第一枪”
本报讯 12 月 8 日，随着冬季第一轮寒潮悄然

来袭，南方电网公司贵州电网毕节供电局（以下
简称“毕节供电局”）迅速响应，开展了贵州电网
公司网区内的首轮融冰工作，完成对 110kV 赫韭
线的直流融冰任务，在“贵州之巅”的韭菜坪融冰
现场拉开今冬明春贵州电网防冰抗冰大幕，全力
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广大居民温暖过冬。

面对即将来临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毕节供
电局统筹谋划，迅速进入紧急“备战”状态，重点
加强对电网设备的巡视和监测，特别是对高海
拔、易覆冰线路进行了重点排查，确保能够及时
发现并处理潜在安全隐患。在融冰作业现场，毕
节供电局的电力工人们身穿厚重的防寒服，手持

专业设备，有条不紊开展各项操作，被冰雪覆盖
的线路逐渐恢复畅通。

此外，毕节供电局还加强与当地气象部门的
沟通协调，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应急准
备，并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确保在极端天气条
件下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

此次融冰工作的顺利开展，彰显了毕节供电局
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为老百姓冬季用电提供了
坚实保障。下一步，毕节供电局将继续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和线路覆冰情况，加强电网设备的巡视和
维护工作，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迎接
即将面临的挑战和考验，确保老百姓能够度过一
个温暖明亮的冬季。（吴瑀 廖瑶瑶 刘欢 熊林麟）

全国首艘大型浮式天然气液化装置轮到港全国首艘大型浮式天然气液化装置轮到港
12 月 11 日，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大型浮式天然气液化装置“NGUYA FLNG”轮

顺利抵达浙江舟山惠生海洋工程船厂，将进行上部模块的安装、集成和调试。该船船
体长 350 米、型宽 60 米、型深 35 米，能够在深远海直接将开采出的天然气液化并储存，
是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中的高端产品，预计 2025 年底具备进气条件。 人民图片

本报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 12 月 11 日透露，目
前全国北方采暖地区全部进入供暖季，各地采暖
运行情况总体平稳。

据了解，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供热采暖运
行稳定。内蒙古新建改造各级管网和楼栋立管近
万公里，建立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居民室温在
线监测系统，大幅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北京推进供
热感知体系建设，并按照极端天气下“3026”要求，
即30分钟内接单联系、2小时内上门处置和上门后
6 小时内办结的办理时限要求，加快诉求办理；天
津市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实时监测全市热源运行数
据和燃气锅炉房燃气数据，开展智慧监管联动。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强调，要加快老

化管道更新改造，“冬病夏治”，用好“两重”“两
新”和增量政策“窗口期”，谋划实施改造项目，优
先安排有安全隐患的管道实施改造，鼓励有条件
地区推进供热管网互联互通。要强化科技赋
能，结合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推
进供热系统智能化感知设施设备安装，加快智慧
供热平台建设。

据介绍，在强化供热保障能力上，今年各地
已检修维护供热管网 23 万公里、供热设施 97 万
处，加强热源建设，新增供热能力 2.86 万兆瓦，有
效提升了供热保障水平。各地加快推进供热管
道老化更新改造，今年已完成改造 1.61 万公里，
有效降低了供热管道带病运行风险。 （王优玲）

北方地区供热采暖平稳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