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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看点新看点

◎本报记者 都 芃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 通讯

员樊清山 王创博）11月 29日，记者

从青海哇让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获

悉，我国西部地区装机容量最大的

抽水蓄能电站——青海哇让抽水蓄

能电站上下水库连接公路首条隧道

顺利贯通，标志着电站筹建期道路

工程施工取得重大进展，为后续进

场设备物资运输提供便利条件。

据了解，青海哇让抽蓄电站项

目总投资 159.4亿元，总装机容量为

280 万千瓦。上下水库连接公路是

电站筹建期重点基础设施工程之一，

公路全长 7.406 公里，含两条隧道。

本次贯通的为1号隧道，全长555米，

净断面宽 8.7米、高 7米，于 2024年 4

月开工建设，历时211天实现贯通。

1 号隧道所在山体地质情况复

杂，工程建设过程中极易塌方。为确

保按时按质推进工程建设，参建各方

组建工作专班，引入大数据分析、人

工智能控制、图像识别分析和数据主

动推送等新技术和新方法，对隧洞施

工全过程进行智能分析和自动化管

控，并辅以高水平机械设备施工，确

保隧洞顺利贯通。

“隧道贯通后，进场车辆能更

快、更安全地进入施工现场，有利于

加快整个工程建设进度。”青海哇让

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部主任李益

宁介绍。

青海哇让抽蓄电站预计 2031

年建成投运，可有效带动社会投资

超 400 亿元。电站建成后，可充分

发挥储能、调峰、调频、调相和事故

备用等重要作用，有效增强电网灵

活调节能力，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

青海哇让抽蓄电站建设刷新“进度条”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 通讯

员沈甸）11 月 28 日，记者从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获悉，全国首

个“光储充换放+欧标”综合能源

站——广东电动肇庆综合能源充换

电站在广东省肇庆市正式投运，具

备“车网互动”条件。

该站通过多种充电模式为用户

快速补能。站内共配备 21 支充电

桩，配有总装机功率100千瓦峰值光

伏车棚及600千瓦换电站，可为周边

网约车、出租车及居民新能源汽车提

供快速补能服务，实现最快 10 分钟

充满电、3 分钟换电，充换电技术达

到行业领先水平。为方便港澳新能

源汽车畅行粤港澳大湾区，该充换电

站还配有CCS2接口欧标充电桩。

新能源汽车还可以通过该站的

车网互动充电桩与电网进行深度互

动。这一方面可以降低电力成本，

另一方面还能为新能源车主带来额

外收益，实现互利共赢。广东电网

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

兵勇介绍，只需插上 V2G 充电枪，

使用 App 扫码操作，即可一键开启

充电或放电模式。

另悉，近年来，肇庆将新能源汽

车产业打造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成

功吸引小鹏汽车、宁德时代等一批

新能源链主企业落户。肇庆新能源

汽车产业集群正迎来高速发展期，

产值增速已连续两年超 50%。

国内首个

“光储充换放+欧标”综合能源站投运

11月下旬，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

下简称“中电联”）编写的《中国电力行业

科技创新年度发展报告 2024》（以下简称

《报告》）发布。这份《报告》以翔实的数

据清晰展现出，科技创新正在推动我国

能源转型跑出“加速度”。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电力科技

创新投入不断加大，科技成果产出丰

硕。2023 年，我国主要电力企业平均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 2.8%，科技创新投入资

金 1816.8 亿元，较 2022 年增长 10.49%。

其中，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电建企业投

入的科技创新资金分别为 545.6 亿元、

861.7亿元、409.5亿元。

投入增长换来丰硕成果。《报告》编

写组组长、中电联科技中心总经理蔡义

清介绍，2023年，电力行业获第二十四届

中国专利奖金奖 3 项、银奖 4 项；获 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3 项，其中包括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 项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10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

“近年来，电力行业持续推动高质量

知识产权创新成果转化，专利申请量、授

权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蔡义清说，

2023 年，我国主要电力企业发明专利申

请量为 70842 件，同比增长 37.5%；发明

专 利 授 权 量 为 29149 件 ，同 比 增 长

73.0%。同时，电力行业科技论文质量不

断提升，基础研究实力逐渐增强。

一项项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推动能

源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在新能源微电

网、新型储能、氢能、综合能源服务等领

域，我国电力科技创新快速发展，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扎实推进。《报告》显示，截至

今年 6 月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 17.1 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达

55.7%。近十年，我国风电和光伏开发成

本分别下降 60%和 80%。

蔡义清认为，我国许多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电力领域的

科技创新。我国为全球贡献了 80%以上

的光伏组件和 70%的风电装备，风电、光

伏产品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风电、光伏产业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竞

争优势的产业。

蔡 义 清 说 ，不 断 增 强 的 新 能 源 产

业竞争力背后，是我国先进完备的全

产业链体系。我国建成完备的风电、

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

系，高效晶体硅、钙钛矿等光伏电池技

术转换效率多次刷新世界纪录，量产

先 进 晶 体 硅 光 伏 电 池 转 换 效 率 超 过

25%。陆上风电机组最大单机容量突

破 10 兆瓦，单机容量 18 兆瓦的海上风

电机组顺利下线。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

缔约方大会（COP29）期间表示，中国是

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领跑者，中国清洁

能源产能快速增长，不仅有利于中国，也

有利于世界。他希望中国进一步加快科

技创新和应用，在加速本国能源转型的

同时，助力国际社会从中国的绿色发展

中受益。

《中国电力行业科技创新年度发展报告 2024》发布

研发投入再增长 能源转型“加速跑”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亮）11 月

29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成都局”）

获悉，四川、重庆、贵州三省市日前

同步首发动力型锂电池试运专列，

这是我国铁路首次大规模试运输动

力锂电池，将助力国产动力锂电池

产品全球流通。

我国是全球动力锂电池的主要

生产国之一。动力锂电池作为电动

汽车的核心组件，是支撑新能源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

动力锂电池多依靠海运和公路运

输，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

铁路运输具有运力大、周期短、

安全性高、成本适中、绿色环保等优

势，但由于运输安全风险和铁路运输

的相关法规限制，长期以来新能源汽

车动力型锂电池无法通过铁路运输。

今年 9 月，交通运输部等部门

印发《关于加快提升新能源汽车动

力锂电池运输服务和安全保障能力

的若干措施》，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发布《40 英尺集装箱装运电

动汽车用动力锂离子电池铁路安全

运输条件》，对动力锂电池运输提出

新规范。

国铁成都局副总经理、贵阳办

事处主任贾平介绍，此次三地首发列

车采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牵头研发的40英尺锂电池专

用集装箱，具有烟感温感探测系统、

泄压排气装置等，箱体全部采用 A1

级不燃材料，可阻燃隔热。国铁成都

局配套制定了集装箱动力锂电池运

输条件和装运方案，贯穿前置许可批

复、货物检验、包装检测、场站安全论

证等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全过程，降低

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动

力锂电池铁路运输安全标准和技术

规范，通过优化运输结构，推动综合

运输体系建设，提高国产动力锂电

池出口整体运输效率。”贾平说。

我国铁路首次大规模试运输动力锂电池

图为运输动力型锂电池的列车。 龙建睿摄

当前，我国风电场改造正在政策推

动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加速发展，

陕西迈出坚实一步。

今年 8 月，陕西省能源局批准中国

绿发陕西分公司靖边风电场（以下简称

“靖边风电场”）一期项目 100 兆瓦风电

改造增容项目，目前相关筹备工作正在

紧锣密鼓地开展。

中国绿发陕西分公司党支部书记、

负责人刘树国日前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靖边风电场是陕西首个并网

的风力发电场。如今，它又成为国家能

源设备更新相关政策出台后陕西首个风

电场改造升级项目。

提升发电能力

靖边风电场投运近 14 年，一期项目

38 台机组年利用小时数为 1673 小时，累

计发电 10.33 亿千瓦时，创造经济价值 6

亿元，每年节约标煤 2.4 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7.45万吨。

然而，这座风电场由于建成时间较

早，风能资源利用不充分，风机技术有待

进一步提升。风机设备发电效率与目前

主流风机相比偏低，已经不能满足当前

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

“目前老旧机组一年的运维费用约

为 300 万元，主要消耗在风机日常维护

所需的材料、大部件更换上。”靖边风电

场场长慕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榆林市靖边县地处陕西“风口”，是

陕西省风能资源的核心区，风速达到 6

米/秒以上，年有效发电小时数可达 2200

小时。通过“以大换小”，风电场将原来

的部分老旧机组替换为容量更大、叶片

更长、塔筒更高的风电机组。“新机组的

捕风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升级，单机等效

满发小时数增长近 1.5倍。”慕宏介绍，靖

边风电场一期项目原有 38 台风电机组，

单机容量为 1.25 兆瓦，高度 65 米，叶轮

直径 70 米；改造升级后，拟安装 16 台单

机容量为 6.25 兆瓦的风电机组，风机高

度 125米，叶轮直径 220米。

改造升级项目完成后，靖边风电场

一期项目总装机容量将由 47.5兆瓦增容

至 100 兆瓦，年发电量将达 2.44 亿千瓦

时，年利用小时数可达 2441 小时。此

外，每年可节约标煤 7.36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 22.86万吨。

“以大换小”，用更少的风机实现

更高的发电能力，整体上有利于减少

风机占地面积，腾出发展空间。改造

升级项目不仅提高了风电机组的整体

发电能力及运行可靠性，还节约了近 7

亩土地。“考虑到原有风电机组距离临

近 村 庄 直 线 距 离 约 150 米 ，我 们 主 动

调整设计方案，减少机位，不再使用临

近村庄的风机点位，能减少风机噪音

干扰，切实提升周边村民的生活幸福

感。”慕宏说。

强化技术支撑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迅速发展，

装机规模快速增长，而风电等新能源电

源具有不稳定性，高比例新能源并网给

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挑战。

靖边风电场改造增容项目采用目前

行业内领先的自同步电压源友好并网技

术。该技术由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发，有利于

提升新能源并网的稳定性。

上海交通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国家能源智能电网（上海）研发中心常务

副主任蔡旭说，自同步电压源友好并网

技术可让新能源机组具备构建电压和频

率的能力，在电力系统出现部分毫秒级

故障时提供暂态支撑，有助于提升新型

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能力。

在甘肃省干河口南北风电场，自同

步电压源友好并网技术已开展示范应

用。2023 年，国家能源局公布第三批能

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名

单，“基于双馈风电机组采用自同步电压

源控制体现同步机特性的百兆瓦级风力

发电系统”入选。

“靖边风电场的 16 台 6.25 兆瓦大型

机组将全部采用自同步电压源控制技

术，使风电机组在并网时具备自主调节

电压和频率的能力，既达到可与传统火

电机组相媲美的稳定性，又能拥有传统

火电机组不具备的离网运行、黑启动等

能力。”刘树国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秦海岩认为，通过改造升级，把

更先进的设备应用到风电场、光伏电站，

再结合输电设备和火电进行灵活性改

造，可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推进循环利用

靖边风电场设备“上新”，是我国风

电场改造升级的缩影。

我国多地积极开展风电场改造升级

试点探索。今年 7 月底，河北省 11 个风

电场改造升级项目获得国家首批批复，

进行改造升级和设备更新后，规模将由

52.95 万千瓦增至 162.899 万千瓦；日前，

龙源电力福建公司莆田南日岛三期 120

兆瓦增容技改项目获福建省发展改革委

批复，拟拆除 57 台单机容量为 850 千瓦

的风电机组，新建 16 台单机容量为 7.5

兆瓦的风电机组……

相关部门对风电场改造升级的政策

导向也愈加清晰明朗。2023 年，国家能

源局印发《风电场改造升级和退役管理

办法》，鼓励并网运行超过 15 年或单台

机组容量小于 1.5 兆瓦的风电场开展改

造升级。今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联合发布《能源重点领域大规

模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推进风电设备

更新和循环利用”是其中一项重点任务。

有测算显示，能源设备更新换代、以

旧换新、循环利用将迎来新机遇，带动形

成上万亿元市场。其中，风电场退役的废

弃物循环利用和处置引发广泛关注。近

年来，我国大力开发使用风力发电，产业

升级迭代快，早期投运的风电设备将逐步

迎来退役潮。而风电机组的叶片、机械等

部件主要材料，仍有一定回收利用价值。

靖边风电场改造升级中，如何处置旧

设备是一道“必答题”。要答好这道题，需

把握好“破”与“立”的辩证法。“公司将积

极探索风电旧设备的回收利用，希望推动

能源设备循环利用。”刘树国举例说，叶

片、机舱罩这类由纤维复合材料构成的固

体废弃物，可以制成不同规格的再生纤

维，应用于混凝土、抗裂砂浆等建筑材料

制品中，服务建筑工程行业；齿轮箱、发电

机、塔筒等大部件，主要以金属原材料回

收为主，对有市场需求的大部件进行清

洗、检测后，还可以作为备用设备使用。

受访专家认为，随着越来越多企业、

科研机构开展新技术、新标准和新场景

研究，我国将不断建立健全风电循环利

用产业链体系，培育和壮大风电产业循

环利用新业态。

陕西首个改造升级项目启动

风电场如何“旧貌换新颜”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垠）记者从日

前召开的 2024 中国汽车充换电生态大

会上获悉，截至 10 月，我国充电基础设

施 保 有 量 达 1188.4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49.4%。其中，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

达 339.1万台，同比增长 34.3%；私人充电

基础设施保有量为 849.3万台，同比增长

56.4%。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

联盟在大会期间发布的《2023—2024 中

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年度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认为，目前，我国

初 步 建 成 较 为 完 善 的 充 换 电 服 务 网

络。下一步，政策导向将注重分场景推

进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从提升充

电设备质量、加强地方充电运营管理和

提升用户充电体验等方面推进产业品

质提升。

《报告》指出，我国正积极推动充电

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快速充换

电、大功率充电、智能有序充电、无线充

电、移动充电和光储充综合能源等，并致

力于构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的信息流、

能量流双向互动体系，以支持未来新能

源汽车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报告》分析，在充电安全方面，强制

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安

全要求》《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安全要求》

等发布，强化充电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各

地也在积极完善政府监管平台功能，注

重安全监管；在标准法规建设方面，为进

一步推动充电基础设施规范化建设运

营，地方开始通过立法方式规范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运营行为。

《报告》认为，经过全行业共同努力，

我国充换电行业已初步构建了充电安全

保障体系，但仍需在车辆本身和动力电

池安全、充电设施本体安全、充电连接以

及接口安全、充电信息安全等方面加以

重点关注。

据悉，《报告》自 2016 年以来已发布

7 期，主要包括产业现状、政策体系、技

术标准、商业模式、安全保障体系、充电

信息平台、发展展望等内容。

全国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1188.4万台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禹涵）11

月 26 日，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能建”）氢能产业

发展大会暨氢能研究院成立仪式在

北京举行。会上，中国能建氢能研

究院揭牌，这是央企成立的首家氢

能研究院。

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吴云说，组建氢能研究院，是公司推

动氢能领域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的

重要一步。

中国能建氢能研究院院长李京

光表示，作为统筹引领中国能建氢

能科技创新的主体，氢能研究院将

围绕氢能全产业链，打造科技研发、

技术应用、合作交流、人才培养四大

平台。

大会上，氢能产业研究最新成

果——《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现状

与路径研究报告 2024》发布。报告

系统梳理了可再生能源制氢领域

政策与技术装备发展现状，并提出

促进可再生能源制氢高质量发展的

建议。

中国能建成立氢能研究院

图为靖边风电场。 受访者供图

图为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的光伏发电项目。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