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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近日，2024中国氢能产业创新

发展大会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攀钢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杜斯宏在会上

表示，未来将加强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装

备制造技术研究，扩大氢能装备材料供应范

围。乘势而上，主动而为，争当氢能示范城市

建设的推动者、实践者和引领者。

近年来，攀钢集团不断推动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氢能资源领域，

攀钢集团两条氯碱工业副产氢气择机实现提

纯改造，实现高纯氢气供应；焦炉煤气吸附制

氢发挥全部产能，实现高附加值利用。

在氢能装备领域，攀钢集团依托攀西地

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持续自主创新，积

极布局钒钛磁铁矿氢冶金技术相关内容，为

未来钒钛磁铁矿低碳冶金相关国家标准制定

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固态储氢合金主要包括镁系、钛

系、稀土系、钒系。从性能方面比较，镁系储氢

合金储氢量可达到7.6%，但缓慢的吸放氢动

力学阻碍了合金的实际应用，一般仅适用于

转运氢场景；钛系储氢合金可逆储氢量仅

1.6%，性价比高；稀土系储氢合金可逆储氢量

仅1.4%；钒系储氢合金可逆储氢量达2.7%，

可逆储氢量、室温吸放氢能力最优。从应用

场景比较，钛系、稀土系、钒系均适于移动储氢

场景，有广阔的民用市场前景，最适合船舶、叉

车等应用场景。

在氢能应用领域，攀钢集团计划将自用

及第三方承运车辆逐年替换为氢能重卡；积

极开展富氢或纯氢冶炼试验，探索高炉富氢

冶炼和氢基竖炉直接还原技术应用于高钛型

钒钛磁铁矿冶炼；主动协同氢冶金相关团体

标准编制。 （朱 黎）

攀钢集团将加强氢能全产业链装备制造技术研究

本报讯 近日，2024中国氢能产业创新

发展大会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国家电投

集团四川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赵雪锋在会上介绍了国家电投集团氢能与储

能产业布局定位和发展情况。赵雪锋说：“国

家电投四川电力公司整合集团资源，统筹策

划了光储氢产业融合方案，对攀枝花的水风

光氢储产业融合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赵雪锋介绍，国家电投集团目前电力装

机规模达2.46亿千瓦，清洁能源占比超过

70%，是较早进入氢能和储能领域的央企

之一，目前氢能已经形成了氢能装备研制、氢

能交通运营、绿电制氢基燃料、氢供能应用四

大核心业务。

“2022年国家电投四川电力公司建成了

全球首个超高海拔的60万千瓦光伏实证实

验基地，对光伏、储能等新技术开展实证实

验，为高原地区新技术的应用奠定基础。

2023年建成的北山、玛果梁子风电项目，作

为国家首批‘沙戈荒’大基地风电项目，海拔

高度超过3700米，对后续开展高山风电项目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赵雪峰说，今年以来，

国家电投四川电力公司在集团均衡增长战略

的指引下，结合四川能源供需形势和发展规

划，积极探索符合全省的调节性电源模式，陆

续在储能以及煤电领域迈出了坚定步伐，依

托川东北高效清洁煤电一体化项目进行了新

型电力系统下煤电的运营模式探索，在电源

侧投资建设了色达县构网型储能实证项目，

探索光储一体化、新能源、场站对新型电力系

统的关键支撑作用。经过10余年的奋斗，国

家电投四川电力公司已经形成了以虚拟电

厂、综合智慧能源、绿电交通、氢能等新业态

为突破点的全面均衡发展态势。

据悉，国家电投四川电力公司主要承担

国家电投西南区域的战略和发展布局任务，

多年来企业坚持创新发展，敢于先行先试，走

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目前，在攀枝花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公司瞄准“钒

钛之都”、氢能产业示范城市的目标定位，整

合集团资源，统筹策划了光储氢产业融合方

案，对攀枝花的水风光氢储产业融合发展起

到促进作用，目前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示范应

用项目已开工建设，建成后将为攀西地区的

新能源规模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赵雪峰表示，下一步国家电投四川电力公

司将聚焦攀枝花所需、国家电投所能，加快光

储氢融合项目落地，提升氢资源和钒资源就地

转化利用，推进产业链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助

力氢能产业示范城市建设。 （石琳琳）

国家电投四川电力公司加快光储氢融合项目落地

资 讯

□ 本报记者 张海莺

电力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国家能源

局印发《关于加强电力安全治理 以高水平安全

保障新型电力系统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专门就全方位加

强电力系统运行安全治理出台政策文件。《意

见》从健全电力安全治理体系、增强电力安全治

理能力、完善电力安全治理措施、提升电力安全

监督管理效能等四方面作出多项制度安排，提出

系列改革举措，为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和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在健全电力安全治理体系方面，《意见》提

出更好发挥全国电力安全生产委员会和省级电

力安全生产委员会作用，构建上下联动、互相支

撑的电力安全治理组织领导体系；提出加快新

形势下电力安全政策“立改废释”，健全完善配

电网、新型并网主体相关制度政策。

在增强电力安全治理能力方面，《意见》提

出探索建立设备质量安全“黑名单”和重大缺陷

电力设备“召回”制度，落实设备质量安全风险

闭环管控。

在完善电力安全治理措施方面，《意见》提

出要坚持统一调度，新能源、新业态与新型并网

主体要严格纳入调度管理，深化调度运行与交

易安全协同；坚持科技兴安，推动电力安全基础

理论、重大技术和装备攻关，以及数智化技术融

合创新应用。

在提升电力安全监督管理效能方面，《意

见》围绕完善监管执法机制、强化安全信息共

享、严格事故调查、优化监督管理方式等提出电

力安全监督管理效能提升举措。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进入技术‘无人

区’、改革‘深水区’，电源结构、运行机理、控制

基础正发生深刻变化，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面临极大压力。《意见》提出系列改革举措，能够有

效破除制约新型电力系统安全发展的‘堵点、难

点、痛点’，为实现高水平能源电力安全提供坚强

的制度保障。”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袁兆祥认

为，《意见》提出一整套完善电力安全治理体系、

提升电力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既适应新

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要求，也契合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监管部副

总经理张勇建议，在抓好《意见》措施落实的基

础上，要尽早启动电力行业“十五五”安全规划

的重大专项研究课题，逐个突破难点，真正做到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高质量发展。

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副司长阎秀文

表示，在《意见》的指导下，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源

网荷储治理力量布局，打造隐患联治、风险联

控、安全联创的治理模式，助力新型电力系统高

水平安全。

□张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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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由央企成立的首家氢能

研究院。

中国能建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共同

为中国能建氢能研究院揭牌，并为氢能研究院专

家委员会委员郭烈锦、徐春明、陈克复、蒋剑春、

熊宇杰、刘世宇、史翊翔等颁发聘任证书。会

上，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与中国能建氢能研究院

签订了氢能技术创新联合体战略合作协议，各方

将共同推动氢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氢能产

业快速发展。

会议由中国能建氢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兼中国能建氢能研究院院长李京光

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郭烈锦和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副院长刘世宇在会上作报告。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当前，氢能正式纳入我

国能源体系。中国能建组建氢能研究院，此举

不仅是下好氢基能源“先手棋”，而且是练好科

技创新基本功、打好能源化工“组合拳”。

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吴云在致辞

时指出，组建氢能研究院是中国能建全面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响

应国务院国资委“氢能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国资央企“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

撑”三个作用的重要举措。同时，这也是中国能

建聚焦“30·60”系统解决方案“一个中心”和综

合储能、一体化氢能“两个支撑点”，聚焦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氢能领域技术突破和产业

升级迈出的重要一步。

杜祥琬表示，氢能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乃

至全球的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具有重大的战略

意义。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严峻和能

源结构的深刻变革，氢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

可再生的能源载体，正逐渐成为推动能源革命

的重要力量。

作为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能建氢能源有限公司在氢能领域的研

究、开发和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对氢能

产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在中国产业发展促

进会副会长史立山看来，中国能建氢能研究

院的成立，再次表明中国能建坚定不移发展

氢能的决心。

李京光介绍了中国能建氢能研究院的成立

背景、发展目标及未来工作重点。他表示，氢能

研究院作为统筹引领中国能建氢能科技创新的

主体，围绕氢能全产业链，将打造科技研发、技

术应用、合作交流、人才培养“四大平台”。并聚

焦氢能产业卡脖子环节、工程项目增值创效环

节、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工程项目急需技术“两

环节两技术”，打造源网荷氢一体化、氢电耦合

系统化、氢基化工绿色化、应用场景多元化、多

能互补融合化的具有中国能建特色的国际一流

氢能研究院。

会议还发布了最新氢能产业研究成果——

《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现状与路径研究报告

2024》。该报告系统梳理了可再生能源制氢领

域产业政策与技术装备发展现状，深入剖析了

可再生能源制氢的基本原理、技术路线以及关

键设备，详细阐述了可再生能源制氢在工业、交

通、建筑等领域的应用前景，并提出了促进可再

生能源制氢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意见、建议。该

报告是中国能建氢能实践的重要成果，不仅是

对当前可再生能源制氢领域的一次系统梳理，

更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

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能建氢能研究院成立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