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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从 中 国“ 车 都 ”到“ 氢 都 ”
湖北武汉将发展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抓手，打造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新模式

国内碳纤维技术获重大突破 储氢成本将大幅降低

湖北省武汉市一直有着成为

“车都”的优良基因。此次牵头申

报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

群，是武汉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加速发展的一大机遇。

近年来，武汉市凭借在氢能

及燃料电池汽车领域上“起步

早”“科研强”“基础优”“政策好”

等多方面优势，加快产业布局，

形成氢能制、储、运、加的示范化

应用，并着力建设国内领先的氢

能产业园。目前，该市已聚集超

过100家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链企业，燃料电池汽车全产

业链年产值已超过100亿元，为

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氢能产业基

地奠定了基础。

面临全球汽车行业巨变，武

汉更是凭借着“车都”优势，将发

展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作为新能

源产业发展和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开启了其“氢都”转

型之旅。

企业集聚
产业链枝繁叶茂

武汉作为国家重要的工业

基地，氢气资源极为丰富。同

时，在制氢、储氢、膜电极、电堆、

动力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及产

业化应用上，武汉市创新步伐已

走在全国乃至全球前列，本土

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所积累了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并且已具备

批量化生产的能力，引领行业

发展的区域性产业集群已经初

步形成。

在氢气制储方面，武汉市拥

有天然气、甲醇、焦炉煤气、电

解水等多种制氢能力，葛化集

团具备年产 10万吨/年离子膜

烧碱、2800万标立方副产氢能

力；武汉石化拥有8万Nm3/h的

天然气制氢装置；武钢有限焦炉

煤气产能26万Nm3/h，现有5条

焦炉煤气提氢产线，总设计产能约

16,200Nm3/h……武汉氢阳程

寒松教授团队研发的“常温常压

液态有机储氢技术”国际领先，已

完成液态有机储氢技术产业化中

试实验，该项技术的突破将有效

解决氢气储运难题。

武汉市膜电极发展水平国

内领先，重点企业有武汉理工氢

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众宇动

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理工氢

电依托武汉理工大学潘牧教授

团队已成为了国内最大、国际第

6大膜电极供应商，产品大批量

出口美国、德国、韩国等国际市

场，2019年营收超亿元，成为国

内氢能企业少有的能够实现盈

利的企业。

武汉市燃料电池电堆自主

创新水平较高，众宇动力自主研

发的电堆已具备小批量生产条

件，应用于燃料电池无人机、摩

托车、备用电源和商用车领域，

公司已累计申请专利120项，授

权70项，其中20项为欧美或中

国发明专利。其中，采用自主知

识产权的燃料电池电堆开发了

针对商用车应用的燃料电池发

动机，功率覆盖范围从30kW到

100kW，已应用于东风襄旅、吉

利汽车、上海申龙、厦门金旅等

车辆。

在燃料电池整车方面，武汉

开沃研发的燃料电池客车已经

量产；东风公司、资环工研院研

发的燃料电池乘用车已有样

车，正在探索小批量化生产模

式；武汉氢雄、众宇动力、武汉

氢阳等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

已联合市内外整车企业上了多

款产品公告，涵盖公交、通勤、

环卫、重卡、厢式物流等众多领

域车辆。

优势明显
助力申报示范城市

此次示范申报，武汉城市群

将采用“1+6+4”的模式组建

（“1”代表牵头城市武汉市；“6”代

表参与城市襄阳市、宜昌市、十

堰市、黄冈市、荆门市、孝感市，

共同承担城市群示范应用目标

任务，按国家相关积分政策享

受资金奖励；“4”代表产业合作

城市淄博市、岳阳市、潍坊市、

聊城市，共同开展产业链自主

技术研发创新和产品合作配

套）。同时，武汉城市群也已具

备完整的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

用基础条件。

城市群产业基础完整。城市

群集聚了100余家燃料电池汽车

相关企业和科研院所，在燃料电

池整车及电堆、膜电极、双极板、

质子交换膜、催化剂、空压机、氢

气循环系统等方面具备自主核心

技术和优势企业，其中膜电极和

电堆领域企业已依靠市场化经营

实现盈利。

城市群氢能供应充足，已具

备一定经济性。城市群具备焦

炉煤气制氢、天然气制氢、离子

膜烧碱制氢、甲醇制氢、氯碱尾

气制氢、电解盐水制氢、合成氨

工业制氢、可再生能源绿色制氢

等不同类型的制氢方式，总体氢

气制取量超过40万吨/年，可对

外供应纯度 99.999%氢气超过

3 万吨/年，纯氢成本最低可达

18元/kg。

城市群示范应用初具规模。

武汉、十堰、襄阳、荆门4个城市

共计推广应用燃料电池车辆

210台，已建设营运4座加氢站，

在建6座，2020年底累计将建成

加氢站7座。

与此同时，城市群政策体系

健全。武汉城市群先后出台了

20多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推广

和产业化发展政策，强化顶层设

计，适度超前推动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推广、产业化发展和加氢基

础设施建设。

抓住机遇
促进产业开花结果

氢能作为全球关注的新兴

产业，也是武汉市当前重点发

展的十大高端产业之一。在未

来四年的示范期间，武汉城市群

将明确合适的应用场景，探索有

效的商业运营模式，完善政策

制度环境，以示范应用推动产

业自主研发和创新发展，构建完

整的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链条。

武汉城市群将重点推动燃料

电池汽车在中远途、中重型商用

车领域的产业化应用，打造沪

渝、京港澳“十字”交叉高速湖北

段的货运示范应用场景，沿京港澳

（汉十）高速，由武汉、十堰、襄阳、

孝感等城市构建燃料电池汽车

“南北向”高速运输应用场景……

示范期间总计推广应用3000辆

燃料电池车辆；坚持以“整车”和

“系统”引领带动产业链技术创

新，打造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创新

研发、生产制造、示范应用引领

区，建立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创新链与

价值链；深入探索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的商业模式，通过商业

合作和政策扶持，不断提高氢气

经济性，确保氢气在示范城市

“自给自足”基础上，适度给予加

氢补贴，使得供给平均储运距离

小于200公里，供应终端售价低

于35元/kg；并通过4年示范运

营，取消资金补贴后，氢气供应

终端价格将低于35元/kg，有效

支持燃料电池车辆的商业化运

行，打造城市群沿线“制、储、运、

用”氢长廊。

“以氢为重”，武汉将氢能及

燃料电池汽车作为重点发展的

高端产业，既有着长期的技术积

累和产业先发优势，也是武汉作

为“车都”转型发展城市的需

要。“氢能之都”的武汉构想，正

在加速推进。

（氢能促进会提供）

本报讯 北京中科富

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科富海”）日前

成功完成A轮融资，总融

资额数亿元。

据了解，凭借成熟的

技术实力，中科富海获得

了新进投资者的充分信任

与支持。本轮融资由中金

资本基础设施基金领投，

深创投、中关村科学城、富

土等12家投资机构跟投。

在“十四五”开局首年的战

略机遇期，A轮融资的完

成必将为其未来发展提供

强大的推进力。

中科富海作为中科

院理化所科技成果孵化

企业，是国内第一家、全

球第三家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大型超低温

制冷装备制造与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前两家分

别为千亿美元市值的跨

国工业巨头林德集团和

法液空集团。中科富海

的核心技术来源于中科

院理化所两代院士、四代

科学家 60年的大型低温

工程技术积累，在财政部

两期重大专项3.6亿元专

款支持下，成功实现了国

产技术的关键突破。

自2016年成立以来，

中科富海始终将解决国家

大型低温工程装备“卡脖

子”问题作为企业发展的

核心使命。

2020年，中科富海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先

后 签 约 松 山 湖 实 验 室

70L/h氦液化及低温工程

项目、南方光源低温试验

系 统 850W@4.5K 制 冷

机、先进能源科学与技术

广东省实验室测试低温系

统 1kW@4.5K、高能量密

度平台 4kW@4.5K 氦制

冷机项目。

与加拿大签订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5吨/

天氢液化设备销售合同，

这是继 2019 年首次出口

大型氦制冷机产品至韩国

后第二笔海外订单，也是

我国大型氢液化设备首次

出口海外市场。

作为项目牵头单位

联合理化所等总计 10家

国内优势单位，共同承担

2020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技

术重点专项”—液氢制

取、储运与加注关键装备

及安全性研究项目，旨在

构建 5 吨/天全国产化液

氢制取、储运、加氢安全

性关键技术与装备创新

链，彻底打破国际禁运与

垄断，实现未来国产首台

套液氢工厂与液氢加氢

站示范运行，带动我国氢

能产业跨越式发展。

在工程项目方面，进

度同样喜人。在宁夏盐

池，中科富海与理化所、深

燃 众 源 共 建 中 国 首 套

LNG-BOG提氦示范项目

打通联调全流程，成功通

过专家技术鉴定，顺利产

出液氦产品，实现 40L/h

液氦装备稳定运行。以此

为基础，与鄂尔多斯盆地

LNG 企业达成诸多合作

协议。

在安徽阜阳，由北京

中科富海控股子公司安徽

中科昊海投资建设的高纯

特种电子气体和绿色氢能

项目，已于2019年底正式

开工建设。经过全体人员

一年的努力，克服了疫情

带来的种种困难，稳步推

进项目建设，顺利完成既

定目标，目前已全面进入

安装调试阶段，预计2021

年可全部投产。

（陈学谦）

□ 吴 昊 荀道娟

中国石化新闻办1月5日披

露，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石

化”）“1.2万吨/年48K大丝束碳

纤维”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标志

着中国石化所属上海石化成为

国内第一家率先突破48K大丝

束碳纤维产业化技术的企业，我

国大丝束碳纤维从研发试产成

功走上规模化生产之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碳纤维技术在各行各业有着

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中，碳纤维缠

绕复合材料储氢气瓶被看作氢能

储运的重要技术，碳纤维技术的

提升，将助力氢能产业的发展。

上海石化副总经理黄翔宇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未来，上海石化还

将进一步突破大丝束的极限，在

持续降低成本的同时还要在大丝

束高性能化方面不断进步。

十年创新 寻求突破

据黄翔宇介绍，上海石化研

发试产的大丝束碳纤维是一种

含碳量在95%以上的高强度新

型纤维材料，力学性能优异，比

重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

7 倍~9倍，还具有耐腐蚀的特

性，被称为“新材料之王”，也被

称为“黑黄金”，可广泛应用于飞

机部件、轨道交通原材料、车身

制造等。“大丝束产业化技术的

突破，得益于上海石化在碳纤维

领域 10 多年的技术创新与积

累。”黄翔宇表示，在研发大丝束

碳纤维期间，上海石化承担了国

家863、973科研攻关课题，形成

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申请了

154项专利，已有75项专利获得

授权，掌握了大丝束碳纤维产业

化的核心技术。

一直以来，碳纤维技术都

有着森严的技术壁垒，迄今为

止只有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

国家拥有并掌握。“该技术突破

后，将使中国一举摆脱大丝束

碳纤维长期全部依赖进口的局

面，特别是对于国内大丝束应

用端的企业提供了原料保证。”

黄翔宇介绍说，目前我国碳纤

维技术还处于快速追赶国际一

流的阶段，虽然一些品种有突

破，但是总体水平与日美相比

还有差距，“十四五”期间将会

有更大的进步。

“不模仿，不盲目试错，以科

学理论创新为指导，进行技术创

新，是上海石化多年来进行碳纤

维技术研发的方法遵循。”黄翔宇

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有

技术，每一次突破都有理论上的

进一步完善，这样才能形成技术

的不断迭代；大丝束不仅仅是给

应用带来了低成本和效率，我们

在技术开发时还坚持赋予大丝

束良好的质量和优异的后加工

性能。”

据了解，“1.2万吨/年48K大

丝束碳纤维”项目包括1.2万吨/

年48K大丝束碳纤维、2.4万吨/

年原丝等，总投资35亿元，是上海

市重大产业项目，计划到2024年

全部完成。项目投产后，将一举

改变我国大丝束碳纤维依赖进

口、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有力

推动国产碳纤维产业发展，助力

中国制造。

储氢应用 绿色布局

随着国内碳纤维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其在氢储运领域的应

用也将取得突破。当前，推动氢

储运技术的提升和储运成本的

下降是氢能产业走向成熟的关

键，其中，碳纤维缠绕复合材料

储氢气瓶被寄予厚望。上海石

化首席专家王佩琳指出，大丝束

碳纤维用于缠绕气瓶，可使气瓶

的缠绕速度提高，有效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据王佩琳介绍，上海石化正

在自主研发碳纤维用于缠绕气

瓶 的 制 造 工 艺 技 术 ，其 中 ，

35Mpa气瓶已通过检测，未来将

考虑形成一定规模的气瓶生产

能力。同时，上海石化积极布局

碳纤维在储氢领域技术研发，包

括三型、四型瓶相关技术的开

发，都取得了较大突破。

“大丝束最大的优势除了本

身的成本优势外，还在使用端大

大提高加工效率。”黄翔宇表示，

就气瓶而言，大丝束的缠绕效率

是小丝束的3倍~4倍，这将使碳

纤维缠绕高压气瓶的制造成本

大幅下降，更有利于在氢能储运

的应用。从技术角度讲，35MPa

储氢气瓶技术已基本成熟，处于

扩大应用阶段，很快会在商用车

获得大规模应用；70MPa储氢气

瓶今后主要应用方向是乘用车

市场，国内处于技术突破阶段，

应用端还在试用阶段。

作为中国最大的炼油化工

一体化综合性石油化工企业之

一，中国石化控股的上海石化

也在加快氢能领域的布局。王

佩琳表示，上海石化拥有丰富

的氢气资源，年产量在23万吨

左右，与周边地区有氢气管网

互通。上海石化将利用氢气资

源和管网优势，致力成为新的

氢能资源的提供者，同时考虑

开发液氢储存和固体氢储存技

术，探索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

展生产绿氢，开发和形成绿色

产业链。

中科富海成功完成 A 轮融资
中金资本基础设施基金领投，总融资额数亿元

本报讯 中集安瑞科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集安瑞科”）日前宣布，

旗下安瑞科（廊坊）能源装

备集成有限公司成功中标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大规模风/光互

补制氢关键技术研究及示

范”重点计划中的“移动加

氢站设备集成采购公开招

标项目”。

作为“可再生能源与

氢能技术”重点专项中的

一个应用示范类项目，

“大规模风/光互补制氢

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项

目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之一。该项目主要针对

北京冬奥委会赛区对绿

色、低碳能源的重大需

求，展开风光互补制氢系

统关键技术的研究和示

范，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的高效率、高安全性和

高可靠性的大规模风光

耦合“制—储—输—用氢

系统”综合示范工程。

该公司在本次中标项

目中主要承担 70MPa 移

动式加氢站以及风光氢多

能综合监控中心的筹建，

同时亦将参与多项国家标

准、团体标准的制订。该

移动式加氢站的设备和管

理系统集成在40英尺集

装 箱 中 ，加 注 压 力 为

70MPa，加 氢 能 力 为

20kg/h，同时配备了站控

系统和SIS控制系统，能有

效满足多功能整站控制和

实现远传功能。

中集安瑞科总经理

兼执行董事杨晓虎表示：

“目前70MPa等级的可移

动撬装式加氢站在国内

尚无集成制造先例，项目

内的多项技术在氢能行业

内都具备开创性意义。该

项目的成功中标体现了

中集安瑞科氢能储运加

领域丰富的经验和领先

的实力，对于公司的氢能

业务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和较强的示范效应。

展望未来，公司会继续强

化深入氢能业务的战略

布局及卡位，加大研发投

入，打造核心技术能力，

加速相关产能建设，推动

氢能行业基础设施的日

臻完善。”

（安 迅）

中集安瑞科中标国能集团重点计划
将筹建70MPa移动式加氢站

20212021海口国际新能源暨海口国际新能源暨
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开幕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开幕

1月8日，2021（第三届）海口国

际新能源暨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据了解，

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

展出新能源及智能网联车辆近300

台，其中新能源车162台。图为车展

现场。 骆云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