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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资源的科学开发

与利用，关乎到我国现代农

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以钾、锂、

镁、硼等为代表的盐湖资源

在高效农业、新能源、新材

料、信息、环保等产业中有

着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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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看点

4月 26日，科技日报记者从青海省科技厅获

悉，按照国家开展“揭榜挂帅”科研项目管理改革

试点要求，该厅就解决盐湖老卤制备无水氯化镁

这一世界性难题，已经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揭榜单

位。这一“揭榜挂帅”的科研项目，将为打造世界

级盐湖产业基地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结合青

海优势和资源，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

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

体现本地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盐湖事业发展谋划了

新蓝图，指明了新方向。

近年来，因绮丽风景被冠以“中国大盐湖”

“翡翠湖”而火遍全国的青海察尔汗盐湖、大柴旦

盐湖，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然而鲜有人知的

是，这些难得一见的“盐滩碧水”，是我国宝贵的

盐湖资源。

盐湖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利用，关乎到我国现

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钾、锂、镁、硼等为代表的盐湖资源在高效农

业、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环保等产业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

青海盐湖所科技处处长年洪恩在接受科技

日报专访时介绍，青海的盐湖资源禀赋国内独一

无二，盐湖蕴含着丰富的钾、镁、锂、硼等盐类资

源，潜在经济价值巨大。仅柴达木盆地就有 30

多个盐湖，钾、镁、钠、芒硝、锂、锶储量居全国之

首，氯化钾、氯化镁、氯化锂等储量占全国已探明

储量的 90%以上，探明无机盐保有资源储量达

3400 亿吨，占全国盐湖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被

列入国家“西部十大矿产资源集中区”。经过几

十年发展，青海盐湖工业已形成钾盐、钠盐、镁

盐、锂盐、氯碱五大产业集群。

青海是我国重要的钾肥生产基地。作为三

大肥之一，盐湖钾肥的生产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青海盐湖资源的开发

利用也关乎我国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的发

展。发展高效清洁能源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

重要手段之一，锂及其化合物在动力电池和储能

电池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盐湖何以成为国家战略资源

青海省科技厅副厅长苏海红表示，要充分

调动和发挥青海省乃至全国的科研力量，创建

优势科研团队，重点攻克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解决能源产业难题，科研是关键之举。中

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以下简称青海盐湖

所）是我国唯一一家专业从事盐湖研究与盐湖

资源开发利用的科研机构，几十年间攻克了多

项盐湖资源开发利用的科技难题，为我国能源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年洪恩介绍，针对青海盐湖镁锂比高的特

点研发的锂镁分离新工艺，青海盐湖所解决了

科技赋能盐湖提锂技术开发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

勃发展，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领域

有关技术加速融合，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

成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同时，我

国产业经济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十

四五”时期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锂电等一

批新能源制造项目将是驱动我国能源发展的

中坚力量。

资源优势不等于发展优势，构筑世界级盐湖

产业高地的优势与短板亦需面对。在核心科研

技术的基础上，加快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变资源

优势为经济优势才是目标。为此，青海出台了

《青海省千亿元锂电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

明确将青海省锂电产业优势最大限度地转化为

经济优势，旨在在青海建设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千

亿元锂电产业基地。

新能源车、储能产业需求井喷，锂从何来？

“盐湖提锂”是最具前景的答案之一。短短几年

间，青海初步构建起从盐湖提锂、锂电池正负极

材料、锂电用铜铝箔等配套材料到储能及动力电

池的锂电全产业链。陆续吸引了青海泰丰先行

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先行）、宁德时

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绿草地新

能源（深圳）有限公司等新能源产业，形成了上下

游产业联动，实现了产业与产业间的循环绿色发

展和资源综合节约利用，有力推动了锂电关联产

业低碳循环发展。

来自青海盐湖所的数据显示，如今，青海

盐湖锂产品在国际盐湖锂产品中市场占有率

约为 20%。

3 月 25 日，泰丰先行年产 16 万吨高能密度

锂电材料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在西宁（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开工。此举将有力

推动锂电关联产业低碳循环发展，为青海省打造

“千亿锂电产业基地”，以及成为国内最大的高能

密度锂电池材料智能制造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战略部署

具有深远影响。

西宁市委常委、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孔令栋

表示，“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锂

电等一批新能源制造项目将是驱动我国能源发

展的中坚力量，为抢抓这一历史机遇，泰丰先行

依托青海盐湖得天独厚的锂资源优势，进一步扩

大产业规模，正在建设总投资 30亿元、年产 16万

吨的高能密度锂电材料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200亿元。

推动锂电关联产业低碳发展

高镁锂比盐湖卤水镁锂分离的世界难题，为我

国盐湖提锂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通过普通许可两家企业，青海盐湖所的盐湖提

锂专利技术成功实现成果转化，许可费 4000

万元，形成的核心技术支撑、服务了 3 万吨/年

电 池 级 碳 酸 锂 与 5 千 吨/年 高 纯 氯 化 锂 的 产

能。至 2020 年底，盐湖提锂专利技术成果转

化获益企业销售额累计 42 亿元，利润累计 19

亿元。

站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的历史起

点，科技创新赋能盐湖技术开发尤为重要。目

前，青海盐湖所正在全面、深入评价盐湖资源

环境承载力，研发盐湖资源绿色高效开采与加

工技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为盐湖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科技支撑；同时服务

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新时期国家对现代

农业、信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战略

需求，研发高端盐湖精细化学品，延长盐湖化

工产业链，为盐湖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技

术体系提供科技支撑。

据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海油）的最新消息，我国首个海上油田群岸电

改造一期示范项目，4月 21日完成全部电力动力

平台的海上安装，投用在即。至此，海上油田用

电方式将实现历史性变革。

“渤海秦皇岛和曹妃甸油田群岸电改造示

范项目，输送容量 200 兆瓦，电压 220 千伏，这是

我国海上油田首次大规模实施电能替代，也是

世界海上油田交流输电电压最高、规模最大岸

电项目。”渤海油田岸电项目组（一期）总经理

刘巍介绍。

海上油田使用岸电一举多得

一直以来，受技术、基础设施等限制，海上油

田主要利用油田开发伴生的天然气或者原油作

为燃料进行发电，供平台生产生活使用。由于海

上发电机组容量小、效率低，能耗约为岸上大机

组的 2—3倍，不利于节能减排，海上平台供电稳

定性也远不如大电网。

为此，2019 年起，中国海油联合国家电网开

展技术攻关，探索将陆上网电通过海底高压电缆

传输至海上油田使用。

“海上油田使用岸电可以一举多得。”中国

海油开发生产部的相关人士介绍，原来海上平

台自用的原油和天然气可以省下来成为产能的

一部分；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污染

物的排放；陆地电网供电更加可靠稳定，有利

于稳定生产；海上油田开发模式还可借此变革

升级，今后周边新开发油田可直接使用网电，

不必再单独配备发电机组，有效降低开发成

本，实现油田经济开发。

此外，岸电改造也缓解了海上平台发电机

组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可以解决进口发电机

维修保养成本高、周期长等问题。同时，与海

底电缆同步铺设的光纤，将成为海陆间海量数

据传输与交互的“信息高速公路”，为海上智能

油田奠定基础。

将覆盖渤海6个油田区域

统计显示，在引入岸电工程后，秦皇岛和曹

妃甸油田群每年平均节约能耗约 6.47万吨标煤，

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7 万吨，等于植树 1700 万

棵。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提升，陆上网

电更加低碳化，减排效果将更加显著。

据悉，渤海油田岸电项目组目前正同步推进

海缆、陆缆敷设，以及陆地开关站建设及海陆联

调。预计陆地乐亭开关站将于今年 6 月底向海

上供电，秦皇岛 32-6 油田群将成为首批岸电入

海的受益者。

据中国海油透露，按照规划，整个渤海油田

岸电项目分三期实施，覆盖渤海 6 个油田区域，

将分别在环渤海的河北、山东、辽宁建设 5 个陆

地开关站、8 个海上供电枢纽平台以及相关海上

工程设施，总接入规模达到 980 兆瓦，计划 2023

年全部建成。

渤海秦皇岛和曹妃甸油田群岸电改造示范项目投用在即

实现历史性变革，海上油田也能用陆上的电了

中国海油秦皇岛32-6电力动力平台组块安装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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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在京宣布，首个纵向全贯通、横向全覆盖的新能源开放服务平

台——“国家电网新能源云”正式上线运行。

国家电网董事长辛保安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展新能源、

推进能源转型是关键，电力系统在其中肩负着重要责任和使命。国家电

网搭建的我国首个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全方位服务新能源发

展的开放式综合服务平台——“国家电网新能源云”，核心功能就是以服

务能源互联网、培育新能源平台经济为方向，推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全力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国家电网相关人士介绍，“国家电网新能源云”设计了“环境承载、资源

分布、规划计划、厂商用户、电网服务”等15个子平台，涵盖源—网—荷—储

各环节，将建立“全环节、全贯通、全覆盖、全生态、全场景”的新能源开放服

务体系，实现“数据一个源，业务一条线，新能源一张图”。

目前，“国家电网新能源云”重点提供五大服务。信息分析和咨询服

务：建成国内最大的新能源运行监测服务平台，接入新能源发、输、用、储

全过程数据和信息。全景规划布局和建站选址服务：提供全国范围内“3

千米×3千米”的风能、太阳能全时域资源数据，以及未来 3天电力气象预

报信息，辅助开展不同地区风光资源开发潜力研究。全流程一站式接网

服务：通过外网 PC 或手机 App 即可办理业务，还可在线实时查询项目流

程进度，目前已为 626 个、4208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提供全流程接网服务。

全域消纳能力计算和发布服务：实现线上新能源消纳能力计算和评估，计

算结果经能源主管部门授权后对社会公布。全过程补贴申报管理服务：

目前，累计对外公布 17批补贴项目共计 2.9万余个、装机超过 1.2亿千瓦。

据悉，“国家电网新能源云”目前已接入新能源场站超过 200万座，装

机 4.59 亿千瓦，注册用户超过 25 万个，入驻企业超过 1 万家，带动就业超

过 120 万人。下一步，国家电网将携手各方深化“国家电网新能源云”应

用，重点打造构建新能源优化配置、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碳中和支撑服务、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创新等“四大平台”。

纵向全贯通、横向全覆盖

首个新能源开放服务平台上线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曦 通讯员高兴斌 吴军辉）记者 4月 23日获悉，

南开大学陈军院士领衔完成的“钠离子电池关键电极材料与反应机制”项

目，获得2020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一等

奖。目前，该成果的转化正在稳步推进，将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过程中，电化学储能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在众多的电化学储能技术中，锂离子电池已在便携式电子设备

和新能源汽车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锂丰度低，资源分布不均，约 70%

集中在南美洲，我国 8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另外，锂离子电池的安全隐

患也难以满足大规模储能的应用需求。”陈军说。

鉴于对原材料储量以及电池安全性、稳定性的担忧，人们努力寻找能

够替代锂离子电池，可大规模应用且环境友好的下一代电化学储能技术。

钠与锂位于同一主族，具有很多相似的物理化学性质，且钠资源丰

富、分布广泛、成本低廉，另外钠离子电池快速充放电时负极不易析钠，

安全性高。因此，钠离子电池被认为是极具潜力的下一代电化学储能

技术。

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较低，循环寿命较短、倍率性能欠佳等问题，制

约着钠离子电池的转化应用。陈军院士团队 10余年潜心研究，研发了新

型对称有机钠离子电池，一举突破了钠离子电池关键电极材料和反应调

控机制等关键核心难题，为发展高性能钠离子电池开辟了道路。

陈军院士团队还积极推动科研成果向应用技术转化，相关成果获多

项中国发明专利授权，并与天津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深圳欣旺达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理士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等知名电池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同时，与河北

省沧州市政府共建南开大学—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工研究院，部分钠电

池关键电极材料正在进行中试放大与应用转化。

有望替代锂离子电池

钠离子电池储能技术迈上新台阶

渤海秦皇岛和曹妃甸

油田群岸电改造示范项目，

输送容量 200 兆瓦，电压

220千伏，这是我国海上油

田首次大规模实施电能替

代，也是世界海上油田交流

输电电压最高、规模最大岸

电项目。

刘巍
渤海油田岸电项目组（一期）总
经理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 通讯员解岚心 李龙 吴梦雪）4 月 25 日，记

者获悉，首个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以下简称实证实验平台）已在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作为国家能源局批准建设

的第一个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它将助力解决我国光伏、储能技术户

外实际运行的专业性、系统性研究较少，已建成光伏发电系统的运行性能

无法有效评估等问题。

“实证实验平台将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提供科学依据，为

我国乃至全球新能源行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和中国标准。”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说。

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白祥和表示，实证实验平台立足

引领新能源行业发展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将成为龙江新能源的“新地

标”。实证实验平台的高质量建设，将为黑龙江完成生态安全、能源安全、

产业安全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据悉，实证实验平台的建设管理单位为国家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谢小平表示，实证实验平台为全

球新能源和储能产业发展提供实证数据支持的同时，将通过打造集创新

研发、实证研究、教育展示为一体的产业平台，降低成本，促进光伏、储能

技术进步，持续引领行业发展。

国家电投光伏产业创新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庞秀岚在介绍项目

时说，首期建设的 20万千瓦布置实证实验方案约 160种，计划于今年 9月

26日建成投运。投运后依托实证实验推动产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旅游，将

有利于提升科创软实力，发展全产业链，促进东北全面振兴。

建设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

为新能源行业贡献中国方案

在盐滩碧水中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盐滩碧水中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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