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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车

网技术公司）的巨幅屏幕上，无数绿色光点闪烁，实时

显示不断变动的当日充电电量、充电桩数量、累计充电

电量等数据。

这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打造的全国统一的新能源

汽车车联网服务平台——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

借助该平台，新能源汽车车主仅需通过“e充电”App，便

能在全国范围享受充电服务。

织一张网，连千万辆车，人—车—桩—网协同互

动，车与电网、车与能源融合发展。7月 10日，国网车网

技术公司平台研发中心副总监韩庆雯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7 年多来，该平台已经成为全球覆盖

面最广、服务能力最强的充电服务平台，让新能源汽车

出行和充电有了“智慧大脑”。

统一标准，充电设施发展更有序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4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229.1 万辆和 222.2 万辆，

同比均增长 42.8%，市场占有率达 27%。

新能源汽车增多，旺盛的充电需求吸引了充电运

营商入局。然而，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有些充电枪和

车的接口不匹配，有些即使接口匹配也不能充电。

国网车网技术公司技术标准经理吴尚洁解释，充电

枪和车物理匹配成功后，从充电开始到结束，需要借助通

信协议进行信息交互。比如，以多大功率充电，电量充到

多少，结算多少费用，同时，为保证充电过程安全，实时监

控的电流、电压、温度等，都需要标准进行规范。“如果充

电控制标准、通信协议不统一，也是不能充电的。”

经过调研，技术标准团队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建设、充电系统和网络互联标准入手，一方面统一充电

控制、物理接口、通信协议三个层面的标准，在保证充

电安全的基础上解决了车桩兼容的问题；另一方面，发

布、制定充电服务信息交换系列标准，实现了车、桩、网

之间信息互联，让充电服务设施真正形成了网络。

“这些标准有力地规范、引领、推动了充电行业蓬

勃发展。”吴尚洁说。

截至 2022 年，我国已形成 41 项国家标准、32 项行

业标准、87项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建立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新能源汽车充换电技术标准体系。

有了统一标准，全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整体

发展更加有序。

搭一朵“云”，助力平台升级

让“绿牌牌们”充上电，只是第一步。

2016 年底，接入智慧车联网平台的充电桩约 1 万

根，之后这个数字快速攀升。

新问题随之而来：同一时间内充电用户数量超过

平台设计上限，车主经常遇到 App无法登录、无法扫码、

无法启动充电桩的问题。与此同时，整体架构扩展性

不足、功能迭代升级复杂且耗时长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能不能把数据放在“云”上？用基于云平台架构的

新平台取代基于传统技术架构的老平台？

技术团队开始着手研究，但过程颇为不易。

当时，国内云架构、微服务等概念落地案例还不

多，开发人员大多没有云架构和微服务的设计和开发

经验。这意味着他们既要花大量时间、精力维护旧平

台，还要争分夺秒地边学边研发新平台，力求在相对短

的时间内完成新旧系统的顺利过渡。为确保充值、充

电、监控、运维等业务不受影响，系统割接必须选择在

充电活动少的凌晨时段，且时间压缩到最短。

历经近两年的集中设计研发和十余次的模拟演

练，这朵来之不易的“云”终于顺利到来。2017年 12月 1

日 6 时，平台割接团队顺利完成了智慧车联网新、老平

台的割接操作，上云成功，智慧车联网平台完成了从 1.0

到 2.0的飞跃，正式进入“大、云、物、智、移”的新时代。

创新没有就此止步。

2022 年开始，国网车网技术公司融合“人、车、桩、

电网”数据，完成了从满足用户基础的充电需求到提供

智能化服务的升级，平台迈入 3.0时代。

“端午驾车出游，在哪充电、在哪吃饭、避免排队，安

排得明明白白的，真省心啊。”新能源车主邢先生感慨。

连一张网，提升设施利用效率

为了方便充电，如今不少新能源车主有了新诉求：

在社区安装私人充电桩。

国网车网技术公司能源服务中心副总监秦俭告诉

记者，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一个专有名词：台区电力

负荷。通俗讲，就是小区内的变压器能给多少用电设

备供电。

常规充电桩被戏称为“傻瓜桩”，充电时间和充电功

率都不可控，小区的变压器因此带不动多少“傻瓜桩”。

如果充电桩统一建设、统一控制、统一运营，小区

不就能装更多的桩了？

2020 年，成都市金牛区西宸原著小区的唐先生终

于在小区内有了自己的充电桩，成为四川省内首个“统

建统营”建设模式用户。

“通过智慧车联网平台智能调控‘统建统营’充电

桩，精准控制每台充电桩的充电时间和充电功率，实现

大部分充电桩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充电，可以‘移峰填

谷’，确保在满足小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的同时，

不会造成台区电力负荷过载。在用电峰谷差较大的小

区，一般能多建 3倍的充电桩。”国网车网技术公司运营

监控中心汪锴说。

通过车网互动，新能源汽车不仅能参与电网的调

峰辅助服务，还可在夜间充绿电。

3年来，在京津冀区域，新能源汽车累计消纳了7000

万千瓦时的张北风电，张北的冬风化为了车内的暖风。

2022 年 8 月，全国多地突破 40℃高温，用电负荷屡

创新高。国网车网技术公司联合 23 家充电运营商，在

浙江省、湖北省、重庆市等地聚合超 34.66万根充电桩参

与电网削峰填谷响应，充分发挥新能源汽车的“电力海

绵”作用，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探索实践。

“不断提升充电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和新能源汽车车

主出行体验，更好地服务绿色出行、助力智能交通和智慧

城市建设，是我们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韩庆雯说。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

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装上“智慧大脑”

近日，水稻绿色丰产无人化栽培技术

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苏省泗洪县召开。

会上，由扬州大学牵头组织的现代智慧农

业协同创新联合体研制的无人水稻直播

机、插秧机等作业新装备“行走”在秧田

中，吸引了来自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农

业科技人员和种植大户的关注。

相关专家认为，本次观摩会展示的

水稻无人化栽培新产品和无人化机插、

无人机水稻直播和旱直播等作业技术，

与传统作业机具和方式相比，实现了多

方面的突破与创新，起到了很好的引领

示范作用。

观摩会上，水稻密苗机插无人化栽

培技术颇为亮眼。该技术采用秸秆全量

还田无人整地机和水稻无人驾驶密苗专

用插秧机等设备，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研制的秸秆基质块为育秧基质，培育的

轻型密苗技术为核心，配套机插水稻控

混肥一次性施用技术、病虫草无人机绿

色飞防等技术，形成了水稻密苗机插无

人化栽培技术体系。

无人耕整地技术以无人驾驶拖拉机

为载体，实现了水田秸秆高质量还田、精

细耕整地等无人化耕整起浆作业。中国

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程介绍，

该无人耕整地技术中采用的机械为东风

DF1204-CVT（G4）无人拖拉机，该拖拉

机配置了高效链式无级变速器动力总

成，搭载了远程控制系统，实现了作业路

径规划、App 远程交互及无人作业。该

无人驾驶拖拉机通过牵引扬州大学研制

的双轴旋耕水田耕整起浆平整机，运用

双轴分层切削原理达到了超深旋耕，其

旋耕深度可达 22 厘米及以上；智能化水

平控制系统的运用，也使得水田平整度

大大提高，且彻底解决了埂边难以平整

的难题。

水稻无人驾驶密苗专用插秧技术以

洋马 2ZGQ-60D（YR60D）乘坐式水稻

密苗专用插秧机为主体，搭载惠达北斗

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该插秧机可通

过更换插秧机转动齿轮及秧爪，减少插

秧机秧爪切块面积，实现密苗育秧条件

下取秧量与常规秧苗一致，常规粳稻可

抓取 4—5苗每穴。

在育秧基质方面，国家水稻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专家、江苏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

副首席专家魏海燕介绍，目前他们主要利

用秸秆基质块育秧，可替代80%以上的传

统散装基质和营养土。与常规基质育秧

比较，秸秆基质块育秧轻便，易搬运。成

秧后的重量相当于常规基质育秧的三分

之一到一半。插秧机可携带 5—6亩地秧

苗插秧，大大提高了插秧效率。

魏海燕介绍，秸秆基质块所育秧苗

具有秧苗根系发达、根系盘结力强等特

点，秸秆基质育秧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新

型育秧技术。与常规播量秧苗相比，秸

秆基质块培育的轻型密苗不仅可以省去

取土、筛土等环节，其秧毯重量轻，且移

栽亩用盘数减少二分之一，机插过程中

装秧、续秧次数减少二分之一，极大地减

少了机插秧过程中的用工。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杨洪

建说：“这些水稻绿色丰产无人化栽培新

产品、新技术，在过去无人化栽培技术体

系基础上又有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

从育秧、整地、插秧机上秧等环节入手，

减少了人工成本，提高了作业质量，从

‘农民愿不愿意用’的角度出发研发技

术，实实在在地又向未来真正无人化水

稻栽培作业迈进了一大步。”

无人化技术让水稻栽培绿色又高效

7 月 6 日，经过 2600 余天的艰苦鏖

战，15.2 公里长的木寨岭特长隧道顺利

贯通，为渭武高速公路年底全线通车打

下坚实基础。一条 15.2 公里的隧道，在

常规地质条件下，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

打通。但在木寨岭，却用了 7 年多。这

条隧道的建设难点到底在哪里？

中铁隧道局集团渭武高速公路六标

项目总工程师侯京通介绍，木寨岭隧道区

域位于四大地质构造板块交界地带，具有

地质构造复杂、地应力高度集中、岩体软

弱破碎、褶皱带活动强烈、围岩大变形等

特点。同时，隧道穿越地层最大埋深达

629.1 米 ，埋 深 超 500 米 的 隧 段 超 过 了

60%，属极高应力区，且地下水发育，大部

分段落有股状水，局部有突涌水。自2016

年 5月进场施工以来，木寨岭隧道软岩大

变形情况就十分严重，挤压变形速率快、

变形历时长、变形量大，隧道单边最大变

形量超过2米，刷新了国内纪录。

因其变形量级突破国内外隧道和地

下工程界以往所遵循的岩石力学理论和

隧道建造实践的认知水平，超出现行规范

和标准范围，在设计和施工方面无可供借

鉴的成功经验，该隧道施工面临的难题被

国内地下工程界院士、专家及学者称为

“隧道建设史上罕见的世界性难题”。

中铁隧道局集团渭武高速公路六标

项目经理于家武介绍：“前期施工中，我

们陆续施作了 300 米的初期支护，但围

岩变形很大，导致初期支护变形，我们又

拆换了 136 米，等于是前进了一步又退

回来半步，有时候甚至干 1 个月进度是

负数，工程进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为解决木寨岭隧道建设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施工和技术难题，中铁隧道局集

团总工程师洪开荣在总结兰渝铁路木寨

岭隧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组织中铁隧

道局集团的科技力量，多次带领技术团

队深入现场，对地质因素、围岩状况进行

调研，召开高原高寒高地应力软岩大变

形隧道施工科技大会。

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开展的研究，洪

开荣带领技术团队积极探索，提出隧道场

解重构理论，即在核心扰动区主动重构围

岩刚度，诱导应力调整的隧道施工场变控

制方法，以提高围岩刚度的主动控制代替

拱架支护的被动约束。建设者和专家院士

通过50多次论证实践，最终形成了新型软

岩隧道大变形治理技术与方法：通过网状

的锚索系统，将松散易碎的岩体压实，形成

拱形承载结构，提高了岩体的稳定性。

洪开荣介绍：“这些打进岩体里的锚

索，就像纳鞋底一样，把炭质板岩串起来

压紧，起到了加固的效果，提高了岩体的

刚度，控制它的变形。同时还可以把极

高的水平压力和垂直压力分散到岩体

中，再通过单层拱架抵抗后期的变形，实

现支护一次成功，让隧道单侧最大变形

从原来 2米降到了 30厘米。”

应用此项技术后，围岩变形量显著降

低，解决了初期支护连续拆换的问题，大

幅度提升施工效率，在经过多次现场试验

优化和持续试验总结后，团队彻底扭转了

前期频繁换拱、返工浪费、进度停滞的被

动局面，圆满地完成了隧道建设任务。

木寨岭隧道建设中，中铁隧道局科研团

队取得了基于隧道场解重构理论的围岩支

护方法及系统、软岩小孔径深孔成孔设备等

多项发明专利。目前，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已

在全国10多个隧道项目中推广应用。

在软岩体上“纳鞋底”克服变形难题

渭武高速公路木寨岭特长隧道贯通

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7 月

15 日，记者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获悉，国内首个以电代油自备应急

电源示范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现

场完成演练，该项目由国网上海能

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网上海能研院）实施。

据介绍，我国首个重要用户绿色

智能高可靠自备应急电源系统，采用

移动应急储能车+多端口电力电子电

能变换装置方案。其中，国网上海能

研院研发了就地和广域监控平台、应

急充放电接口装置、应急电源无缝切

换开关、微光启动并网一体机、移动式

应急储能电源车、强磁脉冲防护装置

等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和产品，替换常规柴油应急发电

系统，规避了柴发系统持续性短、转换

效率低、隐蔽性差、电能质量差、数字

化水平低、资源怠耗大等问题。

据了解，该工程历时两年时间，

创新采用移动式应急储能电源车作

为主备电源替换柴油发电机，平时

地面停放，应急时拉入地下，解决了

安全隐患问题，更让原来不具备商

业模式的柴发系统变成具备共享能

力、商业模式和电网互动能力的电

化学储能系统，大幅提高了重要用

户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的清洁性、灵

活性和可靠性，对于挖掘海量备用

资源的调控支撑、对助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首个以电代油自备应急电源

完成示范演练

宁夏特色产品宁夏红枣，受运

输、保鲜等条件制约，效益很难得到

最大发挥。在红枣产业未来发展中，

深加工是突破产业瓶颈的重要举

措。近日，宁夏科技厅组织专家对宁

夏大学承担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红枣高值化健康产品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进行了验收。

“这几款酸奶，以前期研制的红

枣酵素粉和牛奶为主要原料，技术

核心是一种发酵益生菌，从天津科

技大学引进。这种发酵益生菌像是

激发了枣子的生物发酵潜力，进而

实现了红枣益生菌发酵技术的创

新。”课题负责人宁夏大学发酵工程

专业教授方海田介绍。

进入设备系统，经过清洗、去

核、杀菌、发酵、过滤等一系列程序，

红枣在发酵益生菌等多菌种的作用

下，最终华丽变身，成为一种高科技

原料。在杞源堂（宁夏）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专家组对枣产品

生物加工生产线进行了查看。在宁

夏塞尚金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

家品尝了几款红枣酵素酸奶后不禁

赞叹：“枣味浓郁，口感细腻。”

该项目利用灵武长枣、同心圆

枣和中宁小枣为原料，研究其生物

发酵关键技术，筛选了优势发酵益

生菌株，优化发酵工艺参数，形成加

工工艺技术规程，在红枣益生菌发

酵技术和实现原料资源全利用方面

有创新，研发枣加工新产品 9 个，制

定产品企业标准 4 件，建立红枣发

酵产品生产线 4条。

“我们研发了系列可巴氏杀菌、

常温保存、无后酸化且可加热饮用

的红枣益生菌液态枣产品。过程中

产生的枣渣也没有浪费，以其为主

要原料，我们添加了豆粉和麦麸，生

产出益生菌压片糖果、富含益生菌

的枣粉等产品。”方海田说。

据 介 绍 ，如 果 把 占 总 产 量

10%—30%的红枣，深加工为功能性

生物发酵食品，宁夏红枣产值可增

2000 万—6000 万元，可使产地红枣

收购价格稳定在 8 元/公斤以上，增

加收入 1000 万元以上，每亩地增加

纯收入 1000元。

“项目针对宁夏红枣产业中原料

利用率低、健康产品少、加工技术水平

落后、产业链条短等问题，利用生物技

术手段，开展枣产品高值化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应用，对促进宁夏

红枣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天津科

技大学发酵工程教授路福平表示。

新工艺实现宁夏红枣高值化利用

科技日报讯 （记 者 俞慧友
实 习 生 王紫玥 周文惠）7 月 12

日 ，全 国 早 稻 产 量 形 势 分 析 会 暨

低镉早稻现场观摩会在湖南省常

德 市 召 开 。 记 者 从 会 上 获 悉 ，湖

南金健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中

国 水 稻 研 究 所 选 育 的 中 安 早 7

号、中安 2 号两个低镉早稻品种，

在常德市鼎城区牛鼻滩镇白洋湖

村展开了 1112 亩的千亩连片示范

种 植 。 观 摩 会 中 ，该 示 范 片 通 过

了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的

现场评议。在示范片随机抽取 3

块 田 实 割 测 产 ，稻 谷 平 均 亩 产

563.4 公 斤 。 示 范 现 场 采 集 的 13

个 送 检 稻 谷 样 品 结 果 显 示 ，两 个

品种均具有显著的低镉特性。

观摩会由全国农技推广中心、

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和中国水稻研究

所联合主办。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研

究员张毅介绍，我国约有五分之一

的耕地受不同程度重金属污染，从

近年来重金属治理成效与科技攻关

看，低镉品种选育和推广，是目前最

经济和高效的方法之一。

此次湖南省常德市低镉早稻示

范种植片的土壤为重金属中轻度污

染。示范片由中国工程院万建民、

胡培松、柏连阳三位院士担任首席

专家，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

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提供技术支

持，鼎城区农业农村局与湖南金健

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实施。示范

片由实施单位统一供种，无特殊栽

培要求，田间管理由 70 余农户根据

各自种植习惯独立完成，可真实反

映生产实际情况。

观摩会上，专家组一致认为，品

种稻谷低镉特性显著，熟期适宜，丰

产性好，适宜大面积推广应用，助力

解决稻谷镉超标难题。

据悉，湖南金健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利用化学诱

变，创制出了可阻碍根系对镉吸收

的低镉突变体，以常规育种与分子

育种相结合的方式，创制了低镉种

质资源 100 余份，培育了低镉水稻

新品种 50 余个，“安 1S”“华安 2S”

“洁 S”等 3 个低镉两系不育系通过

省级鉴定，完成了早、中、晚低镉水

稻新品种配套。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龚昕则介绍称，2022 年，湖

南在全省 34个县市区开展了 2万余

亩试验示范，新品种镉低积累特性、

综合性状表现良好。今年，一批低

镉新品种已进入试验审定程序，有

望明年大面积推广应用。

低镉早稻新品种亩产超500公斤

低镉早稻品种示范田。 本报记者 俞慧友摄

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员工在介绍智慧车联网平台的相关情况。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