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攻坚
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2023年2月28日，全球最大容量、
我国首个兆瓦级铁-铬液流电池储能示
范项目在内蒙古成功试运行，即将投入商
用。该项目由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投资建
设，共安装了34台我国自主研发的“容和
一号”电池堆和四组储罐组成的储能系
统，利用电解液中的铁离子和铬离子的化
学特性把电能储存起来，可以将6000度
电储存6小时。

重大原创技术获得突破，背后是国
家电投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结果。
具有电化学环境腐蚀性弱、毒性小、工作
温度宽、电解液稳定、效率高、成本低等
优势的铁-铬液流电池，是实现大规模
储能的重要技术。但这项技术长期被国
外垄断，成本高昂。

自2018年以来，国家电投积极
布局铁-铬液流电池知识产权和技
术秘密，涵盖材料研发、产品设计、
生产制造、系统集成等多个方向，为
技术保护提供有力保障，形成知识
产权百余项，技术秘密6项，申请专

利70项，注册商标11项、登记软著8项、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攻坚不止于此。近年来，在容量型储
能领域，国家电投先后开展压缩空气、水
储热、热泵储热、熔盐储热以及相变储热
等技术研究；在功率型储能领域，先后开
展了新型飞轮及其阵列技术研究，积极
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先进技术
路线；在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先后开展了
户用储能认证体系建设、锂电池本质安
全、V2G光储充、移动充电车等技术研
究。在相应领域实现了国内领先、部分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引领了国内新型
储能技术发展。

产业协同
补链强链塑链

新型储能市场前景广阔，但在中国
才刚刚起步。面对生产成本高、产业规模
小、市场不规范等发展瓶颈，国家电投利
用自身产业发展优势，带动产业不断迈
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在上游研发端，国家电投围绕包括
铁-铬液流电池、水储热技术、熔盐储热
技术、超高温铁铬铝电热丝等在内的多
种新兴储能技术，积极展开研发布局。

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企业，国
家电投利用自身产业发展优势，在黑龙
江大庆启动运行国内首个国家光伏、储
能实证实验平台（基地），填补了行业户
外实证空白。一期项目实证实验方案
161种、产品69种，涉及31个制造厂商

“同台竞技”。
“建设实证实验平台，创新性地开展

在高纬度高寒气候环境下相关光伏设
备、储能产品、系统的户外实证研究，让
全球的光伏主流技术及产品同台对比，
对于国家制定产业政策、行业标准也具
有重要意义。”国检集团光伏检验认证院
院长肖鹏军表示。

在中游制造端，新型储能装备研发
制造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2022年 11
月中旬，中国电力新源智储北京房山工

厂开始投产，规划年产能6GWh，预计
2023年一季度全部达产。2023年1月，
中国电力储能集成设备产线项目入驻湖
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签约仪式举行。项目
投产后，可实现年产能6GWh，年产值
85亿元，年利税约3.92亿元。

在一系列的产线项目的落地推动
下，国家电投新型储能装备形成了液流
电池、铅炭电池、锂离子电池等主流电化
学储能先进生产能力多线齐飞的局面，
有效带动延长上下游产业链，助力国内
新型储能产业发展。

在下游应用端，国家电投积极推动
一批示范项目落地，带动储能产业迈步
规模化高质量发展。2022 年 12 月 30
日，新源智储在山东济宁、青海格尔木，
实现一天内两大百兆瓦储能电站并网。

以济宁微山调峰储能电站为例，电
站综合使用了多种先进电池储能技术，
采用直流侧1500伏高压和高效液冷散
热系统，提高系统效率2%~3%、降低辅
助能耗20%。

“电站建成投运，利用其发电功率调节
灵活、反应迅速等特性，可有效满足区域新
能源消纳和电网削峰填谷需求，对区域供
电应急保障、缓解电力供需矛盾、优化电力
资源配置以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等具有创
新示范意义。”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除了国内市场，国家电投新型储能
产业项目已在海外市场实现突破。墨西
哥当地时间2023年 2月 17日（北京时

间2月16日），墨西哥联邦电力委员会
（CFE）佩尼亚斯科港光伏电站一期120
兆瓦工程建设完工，由中国电力新源智
储提供整套储能解决方案、先进储能装
备、整体调试和技术支持的配套储能工
程同步完工。

全产业链协同联动实现补链强链塑
链，国家电投得以具备产业突围的鲜明
优势。截至2023年2月25日，国家电投
集团公司存量电化学储能电站共计95
座，在山东、青海、浙江、内蒙古等新能源
发电装机大省，电化学储能总装机规模
为1491.075MW/3072.831MWh。在境
外，国家电投实现首个境外电化学储能
应用在墨西哥落成。

引领革新
户用储能探路能源革命

由电源侧储能向用户侧储能延伸，
大力布局户用储能市场，是国家电投践
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
略，推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探路之举。

“国内多数用户呈现出的是一种自
然峰谷差，保供时候容易出现难以平衡
的尖峰，目前从电源侧和网侧弥补成本
很高，附带利用小时数难以达到预期，严
峻的能源保供形势对用户侧储能调节提
出了要求。”国家电投总工程师兼创新部
主任李建伟表示，“因此，发展户用储能
对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至关重要，亟

须相关实践来推动其发展。”
敢于率行业之先，2021年，国家电

投推动户用储能发展，是国内较早进行
户用储能战略布局的发电集团。2022年
10月，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初步建成户
用储能研究与实证实验室，立足高安全
性储能技术开发以及户用储能集成实证
技术研究。

以技术研发为先导，探索步伐坚定
有力——2023年2月底，中央研究院户
用储能综合研究及实证实验室已对国内
多个厂家的主流户用储能产品开展了场
景适用性研究、产品离线在线检测评估，
并自主开展了高安全户用储能产品集
成、户用储能统一接入聚合管控等研究。
同时，牵头组织国内户用储能标准及认
证体系，同步推进行业标准立项。为快速
实现户用储能国内产品认证以及后续规
模化推广奠定基础。

以应用促研发，国家电投大力建设
“综合智慧零碳电厂”，为户用储能插上了
快速腾飞的翅膀。以国家电投浙江湖州

“综合智慧零碳电厂”一期为例，项目成功
签约和平新村42户居民户用储能，创新部
署铅酸电池、铅炭电池、锂电池等多项储能
产品，实现了整村户用储能试点突破。

随着技术研发、市场体系、产业应用
的日趋成熟，户用储能在构建新型能源体
系的转型趋势下，迎来了快速发展的产业
风口。乘势而上，迎风前行。国家电投正在
以一系列更具突破性、革新性的技术产业
和能源解决方案，为“综合智慧零碳电厂”
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积极
共享能源变革的国家电投力量。

（文/王倩倩 蒲方昭 李层）

厚积薄发
自主攻坚锻造科技硬实力

2022年立春，世界目光聚焦“双奥
之城”北京。随着这座城市一起“火”起来
的，还有搭载“氢腾”燃料电池系统的
150辆氢能大巴。全程“零事故、零故障、
零失误”执行接驳任务7205班次，接驳
乘客16.07万人次，印证了中国氢能技
术的硬核创新力。

带领中国氢能自主技术走上世界舞
台，国家电投五年磨一剑。五年来，国家
电投国氢科技以“自主化、高性能、低成
本”为研发目标，相继攻克质子交换膜、
双极板、催化剂、扩散层、膜电极、电堆、
空压机、氢循环泵/引射器等八大关键部
件核心技术难题。

五年来，国家电投国氢科技与浙江
巨化、武汉理工大学等一批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建立了燃料电池关键核心材料
和技术的生态链，构建了燃料电池和

PEM制氢产业全自主化技术链，实现产
业链技术水平国内一流。

“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里”，这是大国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
产业升级的深层动力。2022年，在国
家 《氢 能 产 业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
（2021—2035 年）》 和地方氢能产业
发展有关政策的推动下，氢能应用市场
释放出广阔空间。

在燃料电池产品方面，国氢科技积
极拓展车用动力系统、船用动力系统、应
急电源系统产品应用谱系，落地城配物
流、环卫、公交、重卡、通勤大巴、渣土车
等多元示范应用，“氢腾”系列化产品谱
系更加多元。

在制氢产品方面，国氢科技 PEM
制氢装备首台（套）产品通过认定，鉴定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在吉林长春中韩
示范区落地。同时，国氢科技牵头申报的

“氢能技术”方向及“新能源汽车”方向两
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功获得科
技部立项公示，充分展示了国家电投氢
能自主技术创新实力。

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引领下，氢能
产业价值链顶端和创新链上游仍是能源
企业争相角逐的高地。厚积薄发赢得先

发优势，这是国家电投加速实现产业融
合协同发展的基础，也是赢得未来的一
柄竞争利剑。

激活动能
创新机制释放内生动力

2022年12月8日，国家电投氢能产
业又一次成为资本市场的焦点。这一天，
国氢科技在相继完成A轮、A+轮融资
后，完成B轮融资，投后企业估值由注册
时的5000万元变为130亿元，成为国内
氢能行业目前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

“市场估值从5000万元到130亿元，
增长了260倍，我们培养了一个独角兽企
业，它也代表了资本市场的一个方向。”国
家电投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智民说。

在为数不多的央企独角兽企业中占
据一席之地，国家电投不仅给资本市场
带来产业发展的未来，更让一个充满活
力的创新企业赢得了认可和肯定。

身处技术密集型的前瞻性科技行
业，国氢科技自诞生起就带有改革的鲜
明印记。以市场化经营机制为引领，国氢
科技率先成为国家电投系统内第一家推
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二级子公司，职业

经理人由国氢科技董事会聘任及考核，
个人绩效不达标的将实行市场化退出，
彻底打破国企经营层干部身份的窠臼。
同时，国氢科技积极探索项目跟投等激
励方式，形成国氢科技上下同欲、风雨同
舟的发展格局。

科技创新难免会有风险。为此，国氢
科技完善重大技术问题决策体系，依据
自身科技型企业特点设立董事会科技与
创新委员会，发挥其在研究公司科技创
新战略规划、重大技术问题决策等方面
的专业化作用。建立科技创新容错纠错
机制，以较长周期客观综合评价功过。

2022年7月，在国务院国有企业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中央企业所属

“双百企业”“科改示范企业”2021年度
改革创新情况专项考核中，国氢科技名
列前茅，获评优秀单位。

为了进一步从集团公司层面松绑放
权，2022年，国家电投坚持“一企一策”
优化管控放权，印发实施《国氢科技治理
管控方案》，为国氢科技量身定制了一套
支持政策体系。《方案》进一步厘清与集
团公司权责界面，优化完善负面清单，健
全完善薪酬激励体系，为巩固落实改革
成果夯实制度基础。

“国氢科技作为国家电投布局氢能
产业的创新平台，既是国内第一家专业
从事氢能的央企二级单位，也是国家‘科
改示范行动’唯一的氢能企业。”国家电
投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陈西说，通过“一
企一策”定制支持政策，进一步落实了体
制机制改革举措和成效，推动国氢科技
成为国内氢能行业领军企业。

加速融合
引领能源变革新趋势

我国有丰富可再生能源的天然禀
赋，也有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广阔空间。

“双碳”目标引领下，氢能作为新能源与
能源消费终端有效连接的关键桥梁，已
经成为推动我国能源革命的重要路径。

依托于作为全球最大清洁能源企业
的显著优势，国家电投在新能源制氢、氢
燃料电池技术自主化、“绿电—绿氢—绿
氨”协同消纳示范应用等方面实现多点
突破，氢能全产业链上的融合协同正在
集聚引领行业变革的强劲力量。

2022年1月11日，国家电投规划的
华南氢能产业基地正式落户佛山南海，项
目计划总投资约100亿元。至此，国氢科

技已在北京、宁波、武汉、长春、佛山、济南
等地建设氢能研发与高端制造一体化产
业基地，全面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及产业化能力提升。

在吉林大安，2022年 10月 26日，
吉电股份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
示范项目正式启动。以新能源制氢为发
展方向，该项目实施风光消纳规模制氢、
工业领域规模用氢等“六大工程”，通过

“新能源+”模式耦合绿氢、绿氨、绿甲
醇、绿油气等应用，带动绿电转化技术快
速迭代、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

在湖北荆门，国家电投首次在中国
重型燃机商业机组成功实现30%掺氢
燃烧改造。此外，中央研究院、东北公司、
朝阳燕山湖发电的“天然气掺氢技术研
究及应用示范”取得积极进展……这对
我国摆脱油气资源依赖，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意义特殊。

新起点再出发，氢能产业作为国家
电投坚持“绿色、创新、融合”发展方式的
重要载体，被赋予了更为清晰的战略定
位和使命责任。服务国家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氢能产业举足轻重。在加快建设世
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的新征程上，氢能
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文/王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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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呼声日益高涨，氢能在全球能源转型方面被寄予厚望。作为一种清
洁、高效、可持续的二次能源，氢能是构建未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多元能源结构的重要载体，其开发和利用技
术也成为新一轮世界能源技术变革的重要方向。

国家电投是最早进入氢能领域的“国家队”。回首 2022年，国家电投氢能产业发展交出了一张亮眼答卷：这一年，荆门燃机示
范项目完成 30%掺氢试验，成为全球范围内首个在天然气联合循环、热电联供商业机组中进行高比例掺氢燃烧的示范项目；这一

年，国氢科技构建形成燃料电池和PEM制氢装备全自主化技术链，“绿电-绿氢-绿氨”产业链打通；这一年，国家电投完成首个独角兽企业
孵化，国氢科技一举打破三项纪录，企业市场估值 5年增长 260倍……

氢能引领能源革命和未来方向，也指引着国家电投绿色创新融合发展的升级走向。自 2017年明确将氢能作为战略性产业加以培育发展以来，国
家电投以一系列革命性、前瞻性、创新性举措谋篇布局、躬身深耕，产业链链长和原创技术策源地效益凸显，已然成为能源央企中的一支氢能“劲旅”，

构筑起了国家电投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的独特优势。
迎风前行、乘势而上，国家电投氢能产业发展新蓝图已然绘就。锚定战略目标奋进新征程，发展之路上积蓄的力量孕育未来希望，更昭示奋勇前行的

蓬勃力量。

举足举足““氢氢””重重 融合远航融合远航

氢能机车氢能机车

氢能氢能““劲旅劲旅””：：

打通能源革命打通能源革命““关键一环关键一环””新型储能新型储能：：

20222022年年 1010月月 2626日日,,吉电股份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吉电股份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
目启动目启动,,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绿氢合成绿氨创新示范项目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绿氢合成绿氨创新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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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4日 星期六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能
源领域的新部署。储能系统
作为能源存储转换的关键，可
以提高多元能源系统的安全
性、灵活性和可调性，已经成
为我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
重要一环。

2021 年以来，国家及地方
政府密集出台了300多项与储
能相关的鼓励政策，各地掀起
储能项目投建热潮。据测算，
到 2030年，以电化学储能为代
表的新型储能市场规模将达万
亿元。

积 极 投 身 新 型 储 能“ 蓝
海”，国家电投目标坚定、脚步
铿锵。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
发电企业，国家电投瞄准一系
列前瞻技术攻坚克难，以示范
项目为引领实现产业链协同，
围绕用户侧综合智慧能源产业
加强前瞻布局，抢占了国内储
能发展先机，更为加快建设新
型能源体系注入新动能。

20232023年年22月月2828日日，，我国首个兆瓦级铁我国首个兆瓦级铁--铬液流电池储能示范项目在内蒙古成功试铬液流电池储能示范项目在内蒙古成功试
运行运行。。图为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巡视检查电池堆及电解液循环系图为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巡视检查电池堆及电解液循环系统统。。

国家电投特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