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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碳达峰碳中和”绿色答卷
中国建筑推动生态环保与企业战略、生产经营、科技创新、文化建设等深度融合，

厚植覆盖全产业链的“绿色”竞争力

□ 本报记者 袁 琳

□ 陈朝阳

今年全国两会，“碳达峰”

“碳中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

化作出郑重承诺。国际能源研

究中心的报告显示，从全球来

看，建筑行业贡献了碳排放总

量的40%，是实现碳中和目标

的关键。

绿 色 是 发 展 的 大 势 所

趋。作为全球最大投资建设

集团，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建筑”）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探索绿

色发展新路径，奋力书写“碳

达峰”“碳中和”的绿色答卷。

“中国建筑将从企业中长期发

展战略高度谋划碳达峰、碳中

和的目标路径，加强科技创新，

主动作为，在坚持生态优先中推

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央企

应有贡献。”中国建筑党组书

记、董事长周乃翔表示。

变废为宝
践行绿色施工

3月 31日，中国建筑广州

北站安置区项目现场热火朝

天：堆积如山的建筑废渣在粉

碎机的轰鸣中被粉碎成细骨

料，骨料与水泥、砂等一起混合

搅拌均匀，再通过砖模机高频

振动压制成一块块灰砂砖。

据了解，中国每年因新建、

拆除、装修等产生的建筑垃圾

约15.5亿吨～24亿吨。中国建

筑始终践行绿色发展，倡导各

项目积极开展“四节一环保”

（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

保护）绿色施工，自主开发绿色

施工智能云平台等，大大提高

再生利用率，节约了成本，减少

碳排放。

不仅仅是项目，中国建筑

多个混凝土厂站通过工艺及设

备升级改造，开发预拌厂废浆

渣处置工艺，主动从源头对生

产固废进行控制，生产混凝土

过程中的平均固废外排量由

“十三五”初期的60多公斤每立

方，降至“十四五”初期的4公斤

每立方以下，部分单位甚至达

到固废零外排。

减少碳排放，固废利用是

一方面，改变生产方式尤为重

要。长期以来，我国建筑业生

产方式粗放、劳动效率不高、

能源资源消耗较大、科技创

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

出，迫切需要加快推动智能建

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走

出一条内涵集约式高质量发

展新路。

中国建筑加速建筑工业

化布局，牵头成立全国第一个

装配式建筑科技创新联盟、建

设中国首家全产业链装配式

建筑智慧工厂，投资 PC预制

构件厂超50个，涵盖大湾区、

成渝、长三角等战略区域，年

总产能超600万平方米，引领

行业发展。

2月25日，中国建筑承建

的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

中心投用。两个半月完成524

个组装建筑单元的流水化制

造，1个月内完成现场安装，像

搭积木一样盖房子，建设者打

造了正常建设需3年～4年的

高品质防疫医院，在大幅降低

现场噪音的同时，减少水耗

60%、节约木材80%、减少建筑

垃圾80%，大幅减少了建筑垃

圾和资源消耗，用科技赋能“碳

中和”。

点绿成金
匠造绿色建筑

4月1日，中国建筑西南设

计院高级工程师张国昊像往常

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用电脑

不断测算着一组组数据。

这是正在建设的天府新区

独角兽岛，是实现未来天府新

区碳中和的“试验田”。电脑显

示屏上，一个圆筒形的三维图

形被他不停拉拽。张国昊说，

电脑建筑模型上的每个小方

格，都代表一个耗电区域。

为了降低整个建筑的能

耗，项目的设计方案调整了数

十次。“比如通风管道，就从传

统的金属管道改为布艺方

案。布艺管道自带保温层，在

冷暖气输送过程中能降低空调

的热损耗，从而降低排碳量。”

张国昊说。

匠造绿色建筑，在中国建

筑的施工案例中数不胜数。

绿色设计构建绿色生态。

在浙江，杭州慧展科技项目采

用先进工艺，在核心筒墙柱大

面积使用清水混凝土，不做二

次装饰，减少装饰装修所依赖

的各类资源。同时，在屋顶种

植茶树绿化，不仅营造了闲情

舒适的休憩空间，还有效降低

建筑吸收的日晒热能，起到环

保节能的效果。

绿 色 科 技 助 力 节 能 减

排。作为世界最大膜结构工

程，“水立方”项目建设者巧

妙利用内外两层 ETFE 膜之

间的“空腔”。夏季开启“空

腔”，让场馆通过自然通风降

温；冬季“空腔”合闭，让场馆

充分吸取太阳光热，助力场馆

实现冬季保温、夏季散热，节

电30%以上。

绿色地产营造低碳空间。

在武汉，中建·御景星城引入地

源热泵和顶棚辐射两大系统，

通过主机进行能量交换，对室

内进行制冷制热，保证每户室

内温度始终在18度～26度之

间。小区还配置武汉首个双层

中空内置百叶Low-E玻璃门

窗系统，业主可以根据阳光调

整百叶扇的高度和角度，以控

制室内进光量，为业主提供“恒

温、恒湿、低噪、适光”的绿色健

康生活环境。

弃碳揽绿
打通绿色动脉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

字。”3月5日下午，在内蒙古代

表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乌

梁素海我作过多次批示。现在

看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还要

久久为功。”

两年来，中国建筑积极开

展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态修复试点工程，采用

“4233”生态修复治理施工模

式，即四步走标准化沙漠治理、

林草修复两大神器、矿山三重

治理、海堤整治三步施工，推进

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修复。

目前，项目整体治理成效

显著，项目团队在沙漠中铺设

草方格约3000万个，种植梭梭

树苗1332万株，铺设沙漠道路

157 公里，修复矿山面积达

66.505平方公里，造林26,400

亩，填筑海堤236.4万立方米。

初春的乌梁素海水碧天蓝，群

鸟翱翔，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明显。

波澜壮阔的绿意，同样在

雄安新区蓬勃焕发。

塔吊林立、绿意葱然。在

雄安新区的道路两边，百万株

苗木在微风中摇曳；生态风景

林区，万亩果园里苗木正茁壮

生长……四年间，中国建筑已

累计造林32,000余亩，栽植苗

木227余万株，包括白蜡、油松、

侧柏、金叶榆、银杏、国槐等100

余个树种，三季有花、四季常青

的色彩动图如梦如幻。

如今，“千年秀林”按照“异

龄、复层、混交”的种植规律，加

上自然生长与人工养护双重培

育，“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

共融”的生态新区蓝图一步步

变为现实。

上坝叠翠、鹭舞芳洲、水墨

烟峦、花香早春……在重庆广

阳岛，建设者护山、理水、营林、

梳田、清湖、丰草，绿化面积达

360 万平方米，修复湖塘约

86.5亩，对广阳岛生态进行全

面修复与建设，打造广阳岛十

二美景。

成都天府绿道、成都锦城

绿道、武汉东湖绿道、深圳马

拉松山湖绿道……近年来，中

国建筑在各地加快推进城市

绿道建设，一条条城市绿道串

联城市的山水人文，让市民推

窗见绿、出门见园、行路见

荫，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城市绿道成了绿色发展

的快车道，更是居民生活的幸

福道。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碳达

峰”“碳中和”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更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

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建筑

将推动生态环保与企业战略、

生产经营、科技创新、文化建设

等深度融合，厚植覆盖全产业

链的“绿色”竞争力。

□ 特约记者 郭晓莹

“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

恙，当惊世界殊”。从1918年

孙中山先生提出开发三峡的设

想，到2020年三峡工程完成整

体竣工验收，这一设想已变为

现实。

三峡工程是我国探索现代

化进程的缩影，其综合效益在

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

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长江安澜”工程

“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

了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荆江河段

的防洪形势。”三峡集团流域枢

纽运行管理中心水资源利用技

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曼介绍

说，三峡水库防洪库容221.5亿

立方米，通过对洪水调控可使

荆江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100

年一遇；在遇到1000年一遇或

类似1870年洪水时，在分蓄洪

区的配合运用下可保证荆江河

段行洪安全，避免南北两岸干

堤溃决发生毁灭性灾害。

截至2020年底，三峡工程

拦洪运用60余次，拦洪总量约

1860亿立方米。2010年、2012

年、2020年入库最大洪峰均超

过每秒70,000立方米，经过水

库拦蓄，削减洪峰约四成，极大

减轻了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

大幅度降低了防汛风险和成

本。有了三峡工程，江汉平原

和洞庭湖平原从此了却心腹之

患，成为名副其实的“米粮仓”。

“绿色引擎”工程

总装机容量 2250 万千瓦

的三峡电站，是我国“西电东

送”“南北互供”的骨干电源点，

每年近千亿千瓦时的发电量可

替代3000多万吨标准煤。

来自三峡集团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0年底，三峡电站

累计发电近1.4万亿千瓦时，相

当于节约标准煤4亿多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11亿多吨，在优

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清

洁低碳中国的“绿色引擎”。

三峡工程建成后改善了

川江通航条件，彻底结束了

“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截至 2020

年底，三峡双线五级船闸累计

货运量达 15.38 亿吨，水路运

输廉价、安全、绿色、低碳的优

势十分明显。

“三峡工程除了防洪、发

电、航运三大主要功能，2009年

国务院批准的《三峡水库优化

调度方案》中明确了水资源利

用也是三峡水库调度任务之

一。”周曼介绍，三峡工程通过

水资源精细调度蓄丰补枯，改

善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生产、生

活和生态用水条件。截至2020

年底，三峡工程累计向下游补

水约2900亿立方米。

创新技术工程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综合规

模最大和功能最多的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难度之大为世界工

程史所罕见。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在

《百问三峡》一书中说，以工程业

主为轴心，国内外设计、科研、教

育、生产、管理单位协同作战，联

合开展科技攻关，贯穿了三峡工

程建设和运行的全过程。

在20余年时间里，三峡工

程建设创造了100多项“世界

之最”，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

量和技术标准。目前，三峡工

程科技创新成果已广泛应用于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截至

2020年，金沙江下游已建起向

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

4座巨型水电站，总装机规模

4646 万千瓦，年发电量 1900

亿千瓦时，相当于两个三峡工

程，形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能

源走廊”。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华蓝旺

报道 南方电网公司4月 18

日发布海南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方案，将在能源侧、消费侧、

电网侧实施5个方面共20条

重点举措。当中提出，到2025

年海南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将提升至80%以上。

此次发布的方案还提出，

在能源供给侧，大力发展太阳

能、海上风能等新能源，促进

气电发展、推进核电建设、逐

步削减煤电以及加快储能技

术规模化应用，并简化新能源

并网流程，提供快捷高效的新

能源接网服务。

在能源消费侧，将构建绿

色交通体系，按照市场化方式

与各方共同推进海南省充换

电设施统一布局，提高电气化

比例，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

提高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到

2025年，海南省内将建成充电

桩 33.7 万个、公共充换电站

430座，全省电能替代电量累

计达40亿千瓦时，电能占终端

能源消费比重将提升至31%。

据介绍，南方电网公司在

海南省已搭建电动汽车环岛

快速充电网络、建成投产海南

文昌燃气电厂、设立专项基金

支持清洁低碳能源发展。

根据该方案，到2025年，

海南省光伏、海上风电等新增

装机52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

机占比将由目前的67%提升

至80%以上，清洁能源发电量

占比将提升至70%以上。

此外，未来5年间，南方电

网海南电网公司计划投资约

270亿元建设海南省域智能电

网，覆盖该省范围内的发、输、

变、配、用等各环节。为此，海

南电网公司今年内将完成项

目储备50个、开工36个，投产

87个。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恩博

报道 记者日前从中国海洋石

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

千亿方自营深水大气田“深海

一号”气田（陵水17-2气田）

所有开发井的钻完井作业全

部完成，为气田顺利投产奠定

坚实基础。

中国海油称，这再次验证

了我国自主掌握的全套深水

油气田开发钻完井技术体系

的先进性和可靠性，标志着我

国已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

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

“深海一号”气田位于距

海南岛150公里的琼东南盆

地，于2014年由中国海油勘探

发现，探明天然气储量超千亿

立方米，最大水深超过 1500

米，相当于泰山的海拔高度，

最大井深达4000米以上，是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发现的平

均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

大的海上深水气田。

“深海一号”气田采用“半

潜式生产平台+水下生产系

统”模式开发，在东西跨度超

过50公里的7个深水井区共

部署11口开发井，面临作业水

深大、井区状况差异大、极端

天气频发等诸多挑战，同类型

作业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

可借鉴的成功案例。

“钻完井作业的完成，是

气田投产的关键环节，我们从

深海地层找到油气并建立起

输送通道，来自深海的清洁能

源才能输送到千家万户。”中

国海油“深海一号”气田开发

钻完井项目负责人刘和兴告

诉记者。

目前，“深海一号”气田生

产管线已经与环海南岛海底

清洁能源供应网络完成连

接。气田投产后，将成为保障

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能源供给的主力气田，每

年将为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

30亿立方米。

本报讯 特约记者方伟彬

报道 起吊重量达4606吨的

抽余液塔4月17日在广东揭

阳成功吊装，此塔是广东石化

炼化一体化项目中芳烃联合装

置的核心设备，抽余液塔成功

就位刷新了亚洲最重塔器吊装

纪录。

负责芳烃联合装置的中国

石油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郭金芳介绍说，此次吊装的

抽余液塔高116米，完成附塔

管线、梯子平台、保温等“穿衣

戴帽”安装工作后，起吊重量达

4606吨。

记者在吊装现场了解到，

5000吨门式起重机担任主吊，

4000 吨履带起重机负责抬

尾。徐工集团起重机设计产品

经理韩雷告诉记者，此次4000

吨履带起重机由他们集团操

控，传统石化反应塔安装采用

分段式逐层安装法，需现场焊

接、打压测试，一般耗时数月，

甚至一年，而本次抽余液塔已

在工厂一体化焊接检验完成后

运抵揭阳。

据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第一建设公司总工程师

卫建良介绍，本次吊装历时三

个半小时完成。据悉，此次吊

装的抽余液塔为目前亚洲最重

塔器设备，它采用整体制造、整

体运输、整体吊装的一体化建

设思路。韩雷称，一体化吊装

只需要数小时，吊装速度快、施

工质量高。

近年来，揭阳市加快揭阳

滨海新区“一城两园”建设，广

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选址揭

阳大南海国际石化工业区，占

地 953 公顷，总投资 654 亿

元。项目是中国石油集团贯彻

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实现炼化

业务转型升级的战略工程，也

是构建广东省对外开放新格

局、推动粤东地区经济发展的

重点工程。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大部分土建基础施工，进入安

装工程全面铺开阶段，计划

2022年全部建成投产。投产

后能实现2000万吨/年炼油、

260万吨/年芳烃、120万吨/年

乙烯的生产能力。其中，芳烃

联合装置建成投产后，将大大

降低我国芳烃需求对国外进口

的依存度，提升原材料自我保

障能力。

此外，该项目还配备了41

套工艺装置，配套建设30万吨

原油码头、3万吨~5万吨的产品

码头、长输管线、原油中转库、铁

路、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值得

注意的是，该项目环保投资估算

72.5亿元，占项目总投资11%以

上，确保实现节能减排、清洁化

和环境友好的目标。

南方电网：海南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将超80%

中国海油：“深海一号”气田向投产迈进关键一步

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刷新亚洲吊装纪录三 峡 工 程：长江安澜处的绿色引擎

三峡工程及三峡电站外送输电线路。 新华社发（向红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