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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园园）记者 12

月 13日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截至 12月

初，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累计输气量突

破 500 亿立方米，今年已累计输气超 200

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是继中亚管

道、中缅管道后，向中国供气的第三条跨

境天然气长输管道，是我国四大能源战

略通道中东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它也是我国首条采用 1422 毫米超大

口径、X80 高钢级、12 兆帕高压力等级、

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天然气管道工程。

该工程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上海，

全长 5111 公里，分北、中、南三段核准建

设。2019 年 12 月 2 日，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道北段正式投产通气，4 年来已安全

运行 1400余天。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首年引

进俄气约 50亿立方米，2021年和 2022年

逐年增供，目前年输气量已经达到 200

亿立方米，预计明年将进一步增长。它

大幅度提升了东北、华北以及华东地区

天然气保供能力，为全国天然气冬季保

供提供了重要保障。”国家管网集团市场

部副总经理杨安表示。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管网集团聚

焦增输上量，全力全速推进中俄东线北

段增压工程、大哈支线、齐齐哈尔支线等

工程建设投产工作，着力提升中俄东线

管输能力。

“中俄东线北段增压工程明水压气

站的正式投产运行，将使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道日输气能力增加 2000 万立方米

以上，大大提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输

气能力，以及东三省、京津冀、长三角地

区能源供给能力。”国家管网集团北方

管道公司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姬

广鹏说。

近年来，国家管网集团加速推进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随着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黑龙江黑河至江苏泰兴各段

管道相继投产，我国东部能源通道全面

贯通。来自西伯利亚的清洁能源，从小

兴安岭入境，为我国东三省、京津冀、环

渤海和长三角地区能源保障和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俄东线南段控

制性工程——长江盾构穿越项目和南通

至甪直段管道建设正加速推进，预计

2024年可提前实现全线贯通。

中俄东线累计输气量破50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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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季 来 临 ，不 少 新 能 源 车 主 反 映 ，由 于 气 温 过

低，自家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大幅下降。其实，不仅

是在冬季，充电慢一直以来都是新能源车主补能的

痛点之一。

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牵头，以电网、充电运营

商、连接器制造商、部分车企等主导的 ChaoJi充电系统

（以下简称 ChaoJi）有望解决这个难题。据了解，与目前

支持 60千瓦或 120千瓦的主流快充充电桩相比，ChaoJi

的充电电压和电流上限分别提高到了 1500伏和 600安，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 900千瓦。

那么，除了提升充电速度外，ChaoJi 相比于现行

的 充 电 系 统 还 有 哪 些 方 面 的 提 升 ？ 其 未 来 应 用 场

景如何？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

现有充电系统面临三大问题

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普 及 率 的 不 断 提 高 ，充

电难题愈发凸显。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标 准 化 管 理 中 心 主 任 刘 永 东 介 绍 ，从 技 术 路 线 上

看，目前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主要存在三方

面问题。

第一是技术路线复杂，系统之间互不兼容。国际

上的主流充电系统，除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国标充电系

统（GB/T）外，还包括日本开发的 CHAdeMO、欧洲和

美国联合开发的 CCS 等。不同系统间的通信协议、功

率等级都各不相同。这增加了车企的设计、生产成

本。第二是技术前瞻性有待加强，需进一步考虑向后

兼容问题。在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的早期阶段，

大多数国家都缺少系统层面的架构。这就导致当前的

主流充电系统并不能满足新能源汽车未来的发展需求

（如大功率充电、高级通信等）。第三是产品可靠性需

要进一步提升。这些问题已经限制了新能源汽车产业

持续发展。

“ChaoJi 不只是一个连接器，而是一套包括充电连

接组件、控制及导引电路、热管理等在内的完整的电动

汽车直流充电系统。”刘永东介绍，与现有的主流充电

系统相比，ChaoJi在向前和向后兼容性、充电安全性、充

电功率、用户体验以及国际认可度等方面具有突出的

优势。

向前兼容的同时也可向后兼容

新充电系统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要拆掉现有的充

电系统？答案是否定的。ChaoJi 可实现新旧代际充电

系统的平稳升级。

这种充电系统的平稳升级是如何实现的？国网电

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张萱在 2023 年（第

六届）配电技术高峰论坛上提到，ChaoJi采用了适配器

转换接口的方式，使现有充电设施无需进行任何改造，

就可与适配 ChaoJi的车辆连接充电。

同时，使用 ChaoJi的充电桩也可为使用现有充电接

口的汽车充电。

不仅如此，ChaoJi 还“是一个可以长大的系统”。

刘永东介绍，ChaoJi在做到向前兼容的同时，也通过预

留升级接口，实现了向后兼容。据了解，ChaoJi 在软、

硬件方面都预留了升级接口，可满足细分市场的各种

需求。

例如，ChaoJi可通过接口组合升级实现超大功率充

电，让充电速度再提升一个数量级，满足重载商用车、

电动船舶和电动飞机的充电需求。

实现车桩网互动也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目标之

一。所谓车桩网互动，即在用电高峰期下调充电桩的

充电功率，并把新能源汽车作为移动储能设备，将电力

传输给电网，以此降低电网负荷压力。ChaoJi在标准建

设、通信协议等方面，也为实现车桩网互动预留了解决

方案。

除了兼容中国现行充电系统，ChaoJi还可兼容全球

其他充电系统。记者了解到，ChaoJi与全球其他充电系

统具有相同的底层逻辑，能兼容现有国际主流直流充

电系统。

“我们吸纳了来自日本、德国、荷兰等国家的专家

共同参与 ChaoJi的研制和开发。”张萱说。目前，ChaoJi

已经在国际电工委员会相关标准提案中得到全面采

纳。“ChaoJi既具备国际化平台，又受到国际认可。”刘永

东表示。

优化设计提升用户充电体验

ChaoJi 的诞生是为了解决新能源汽车用户在充电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升他们的充电体验。针对充电

过程中接口大、安全性不足等常见问题，ChaoJi吸取了

当前国际主流直流充电接口系统的优点，接口结构小

巧轻便，在机械安全、电气安全、电击防护、防火及热安

全设计上进行了全面优化。

在 机 械 安 全 方 面 ，“ 我 们 开 展 了 与 CHAdeMO、

CCS 以 及 2015 版 国 标 各 个 版 本 充 电 接 口 的 试 验 比

较。”张萱表示。碾压试验、高速跌落试验等大量试

验，都证明了 ChaoJi 接口机械性能指标的优越性。此

外，对于电气安全方面，ChaoJi大幅缩短了故障停机时

间和绝缘检测时间。

记者了解到，ChaoJi最高支持接近 900 千瓦的充电

功率。“ChaoJi 能够满足大中小不同功率等级的充电需

求，在家庭、商场、酒店这类场所实现慢充，在高速公

路、加油站等场所实现快充。”刘永东说。

兼容性好、安全性高，有望实现车桩网互动

ChaoJi充电系统：优异的不止是补能速度

一辆新能源汽车正在充电一辆新能源汽车正在充电。。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记

者 12月 13日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

首座商业化分布式氨制氢加氢一体

站——广西石油南宁振兴加能站日

前在广西南宁建成并成功试投产。

该一体站采用了中国石化自主研发

的分布式氨制氢成套技术，每天能

产出 500 公斤 99.999%的高纯度氢

气，制氢规模为同类型最大，可满足

40多辆氢燃料车用氢需求。

据 介 绍 ，氢 气 的 储 存 和 运 输

是制约氢能产业链发展的关键环

节 。 当 前 ，我 国 主 要 依 靠 长 管 拖

车 来 运 输 氢 气 至 加 氢 站 ，氢 气 运

输 能 力 低 、运 输 成 本 高 。 氨 分 解

制 氢 是 制 氢 的 一 种 技 术 路 线 ，即

通过氨分解催化剂将氨分解为氮

气和氢气，再将氢气进行提纯，满

足相关用能需求。氨是一种高效

储氢介质，具有储运容易、储运成

本 低 等 优 势 ，且 氨 分 解 制 氢 过 程

不排放二氧化碳。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合成氨生

产国和消费国，发展分布式氨制氢

具有良好的基础。2022 年 1 月，国

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

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首次

将氨作为重要储氢载体列入重点攻

关方向，明确提出开展“氨氢储能”

示范。

此次投用的一体站采用的分布

式氨分解制氢技术由中国石化石油

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主要加氢设备与系统均由中石

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生

产，可以实现对氢燃料车加氢、对长

管拖车充装双重功能。此外，制氢

设备采用单元模块化、撬装化设计，

可实现现场快速安装、投运，便于快

速推广复制。

我国首座商业化

氨制氢加氢一体站试投产

科技日报深圳 12 月 14 日电
（记者罗云鹏）记者 14 日从总部位

于广东深圳的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广核）获悉，中广核

惠州港口 100万千瓦海上风电场日

前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约 30 亿

千瓦时，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

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项目全面

建成投产。

记者了解到，中广核惠州港口

100 万 千 瓦 海 上 风 电 场 分 两 期 建

设 ，共 计 安 装 104 台 海 上 风 电 机

组。中广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高

立刚介绍，该风电场每年可为广东

省提供清洁电力约 30 亿千瓦时，等

效减少标煤消耗约 100 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235 万吨，相当于

植树造林 6750公顷。

据 介 绍 ，该 风 电 场 风 场 位 于

无掩护海域。季风更迭使南海环

流 不 断 演 变 ，建 设 期 台 风 侵 扰 频

繁 ，风 机 机 位 水 深 超 30 米 ，项 目

所在海床分布有超 20 米厚淤泥流

塑 状 土 层 ，所 在 地 海 况 地 质 条 件

极其复杂。且海域全年有效施工

窗口期不足 120 天，项目二期施工

过程中，实际有效窗口期不足 60

天 。 施 工 高 峰 期 ，同 时 有 9 艘 国

内最先进的风机安装平台在现场

参与建设，在保证施工安全、质量

的 前 提 下 ，创 造 了 国 内 风 机 吊 装

新速度。

同时，该项目创新研发了具有

新型过渡段结构的深水区导管架基

础，成功破解了大兆瓦海上风电机

组基础结构体系设计关键难题，并

采用了多种大容量新型风机。其

中，包括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

风半直驱 12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以

及 国 内 首 台 14 兆 瓦 海 上 风 电 机

组。后者搭载的 125 米风机叶片为

国内最长。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

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项目建成

科技日报兰州 12 月 14 日电
（记者颉满斌）记者 14 日从中国石

油长庆油田（以下简称长庆油田）

获悉，经过两年勘探攻坚，长庆油

田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洪德地区

发现地质储量超亿吨级整装大油

田。这标志着鄂尔多斯盆地西部

断层、裂缝区域石油勘探获得重大

突破。

据了解，此次发现的洪德油田

位于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鄂尔多

斯盆地西部地区。由于复杂的地

质条件，此地历经十余年勘探攻关

却鲜有发现，曾经一度是石油勘探

的“禁区”。

从 2021 年 6 月开始，长庆油田

借助三维地震技术，再次在洪德地

区寻找构造性油藏。两年内，长庆

油田先后在 23 口探井获得高产工

业油流，其中 3 口井日产油超过百

吨。截至目前，长庆油田已在这一

地区提交石油探明储量超过 5000

万吨、预测石油储量 5620 万吨，一

个超亿吨级大油田“浮出水面”。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油气资源

的“聚宝盆”，长庆油田已在这里建

成了年产 6500 万吨世界级特大型

油气田。目前，洪德地区石油勘探

快速突破，油田开发加速跟进，原油

日产水平已达到 504吨。

甘肃新发现

超亿吨级整装大油田

11 月 30 日，青岛莱西市跨大沽河

大桥第五联箱梁第二次浇筑工作顺利

结束，主河道内箱梁的浇筑工作均已

完工。这标志着该工程提前一个月完

成 2023 年度建设任务，为莱西城市更

新和城市建设工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

成绩单。

莱西的 G308 改建工程是青岛市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之一，全长 18.47 公里，按照双向四

车道一级公路的标准进行建设，路基

宽度 25.5 米。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

过境交通压力，提升居民行车的安全

性和便捷性。

莱西市 G308（S502 至 S213）改建

工 程 关 系 民 生 福 祉 ，施 工 进 度 也 一

直备受外界关注。为了确保项目进

度 高 效 推 进 ，减 少 对 周 边 居 民 日 常

出 行 影 响 ，莱 西 市 有 关 部 门 积 极 回

应市民关切，科学组织施工，协调工

程施工方进一步科学统筹优化施工

方 案 ，以 最 大 程 度 减 少 对 市 民 生 活

带来的不便。

大沽河大桥建设是 G308 改建工

程的重要一环。施工过程中，各种施

工难题出现。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

莱西市有关部门组建技术团队“白加

黑”进行攻关，不断优化改进施工方

案及工法。经过技术团队压茬推进，

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现浇箱梁施工

难度大、各墩柱与桥梁变角度斜交施

工技术要求高等难题相继被攻克，有

效推动大沽河大桥工程各作业面提

质增速。

今年是推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

三年攻坚行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为保障城市更新建设工作的顺利推

进，莱西市有关部门坚持以“开局就

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姿态奋跃

而上，不断把城市更新建设的“施工

图”转化为“实景画”，推动城市更新

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实现更大

突破。

据悉，下一步，莱西市有关部门将

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更新和城

市建设工作，打造更多精品交通基础

设施，不断提升莱西的品质和形象，

为广大市民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出

行环境。

（文字及数据来源：莱西市城市更
新和城市建设总指挥部办公室）

青岛莱西：打通城市更新的交通“动脉”
连日来，武汉地铁聚焦年度任务

攻坚，全线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程建

设接连实现节点目标。

由武汉地铁集团、中铁建投资集团

参与投资建设的武汉地铁12号线两次穿

越长江，一次穿越汉江，串联7个中心城

区，全长59.9公里，设站37座，5个风井、2

个明挖区间共44个工点中除复兴村站外

均已进场施工；全线72个单线盾构区间

中17个正在掘进，12个贯通，7个盾构待

始发。工程建成后将提升环线客流吸引

力，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作为全线车站周边施工环境最复

杂的标段，黄海路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黄海路站施工方中铁十二局项目负责人

说，该车站邻近既有构筑物、高架桥，地质

为深厚软土地层和富水砂层，地下水位起

伏较大，条件复杂多变，现场施工难度

大。项目部优化施工组织，采用明挖法

施工，如期完成车站主体结构封顶。

武汉地铁 12号线博览路站承担两

个区间 4个盾构始发任务。截至目前，

博览路站至国博中心南站的左、右线

区间已经顺利贯通。两台盾构机从国

博中心南站吊出后，再运回博览路站，

将向四新南路站始发。

在 18 米深的隧道底部，博览路站

至四新南路站右线区间，直径 6.43 米、

长约 80 米的盾构机停在隧道口。目

前，该盾构机已经完成组装调试，预计

本月从博览路站向四新南路站始发。

同时，随着“昆仑 42 号”盾构机刀

盘破土而出，12 号线茶叶所站—青菱

站区间右线顺利贯通。

其中，最为突出的困难是下穿铁

路和既有地铁线，建设团队采用多点

位注浆，加强同步注浆和二次注浆，顺

利啃下“硬骨头”。

（杨启）
（图文及数据来源：中铁建投资集团）

武汉地铁12号线多个站点取得阶段性突破

广告

武汉地铁12号线黄海路站主体结
构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