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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2021年12月31日24时，由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所属长江电力运行管理

的长江干流葛洲坝、三峡、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等

6座梯级水电站全年累计发电量达2628.83亿千瓦时，标志着

以三峡电站为代表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发电量创历史纪

录，大国重器综合效益进一步发挥，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贡献三峡力量。

充分发挥六库联调优势，发电量创历史新高。面对长江

上游新建投运水库多、汛末旱涝急转等挑战，长江电力依托自

主开发的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科学开展六库联合调度，

统筹协调梯级电站消落、防洪及蓄水工作。围绕白鹤滩蓄水

核心任务安排梯级水库有序消落；秋汛中充分利用乌东德、

白鹤滩库容，在保障安全前提下较计划多拦蓄水量43亿立

方米，保障梯级水库防洪、蓄水合理衔接；秋汛后科学制定乌

东德、白鹤滩水位控制方案，为梯级电站补水增发逾40亿千

瓦时，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益最大化，助力梯级电站全年发

出2628.83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扎实做好接机发电，运营管理机组数量成功破百。长江电

力深入践行“建管结合、无缝交接”管理理念，持续加大乌东德、

白鹤滩电站参建工作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先后克服电力

外送通道限制、水量不足等不利因素，有力推进世界首批百万千

瓦水电机组并网调试和投产发电工作，按期实现乌东德电站4台

机组、白鹤滩电站6台机组的高强度接机发电目标。至此，长江电

力在长江干流上运营管理的水轮发电机组成功突破100台，以三

峡电站为代表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为“西电东送”国家重大

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提升关键核心能力，保长江安澜护绿水青山。长江电力

始终牢记“为长江提供防洪保障”的使命，利用好“智慧长江”

与水电科学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持续开展关键技术研究，

水雨情预报精度高达98%。2021年三峡大坝成功应对8场

超40,0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累计拦蓄洪水达172亿立方

米，避免了金沙江洪水与川江洪水遭遇叠加，切实保护了长江

中下游防洪区域安全。与此同时，长江电力持续推进落实“长

江大保护”要求，枯水期梯级水库累计向下游补水超340亿立

方米，增加中下游航运水深0.9米，改善了长江干流“黄金水道”

的通航条件，有效保障了下游春耕以及生产生活用水需求；累

计开展8次生态调度，期间葛洲坝下游鱼类总产卵量超124亿

颗，其中四大家鱼产卵规模超84亿颗，为历年之最，推动长江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张莉婧）

□ 张小宝

1月17日清晨的广州火车站内，忙碌

了一年的人们纷纷踏上返乡路，今年广东

春运的首趟列车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南

方电网广东广州越秀供电局的应急发电

车早早就到达了现场。“从1月14日直至

春运结束，每天都会安排应急发电车和保

供电人员在广州南站驻守，确保可靠用

电。”越秀供电局保供电部的刘以刚介绍。

春运全面开启，南方电网广东电网

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组织各单位制

定专项保供电工作方案，做好对车站、机

场、码头等交通枢纽的供电。

线路设备全面“体检”
确保用电无虞

“预计春运首日全省最高负荷将

达到8850万千瓦，较去年春运首日同

比增长 7.7%。”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

司调控中心运行策划部经理潮铸说，

广东电网公司持续优化人工智能负

荷预测算法，科学预测负荷，优化电

网运行方式，全力提升电网供应能

力，组织开展保供电线路设备特巡特

维，排查整治用电隐患，与重要交通

枢纽运营方开展应急演练，制定应急

预案，多措并举保障春运期间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

“设备数据正常，安全措施到位。”

1月14日，南方电网广东湛江麻章供电

局组织运维人员来到湛江西站开展线路

特巡和用电检查，“自湛江西站启用以

来，我已经连续4年春节来检查用电了。”

今年，春运保供电对叶国栋来说多了一

层独特的意义。“过两天，在外读大学的

儿子就要坐高铁回来了。”他对站内的变

压器、开关柜等设备逐一进行了检查，不

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用自己的方式守护

着孩子回家团聚。

多样化暖心服务
护航春运顺心出行

“输入充电识别码，充电桩立即自动

识别车辆，即可一键启动充电。”1月17

日，在广惠高速汝湖服务区内，南方电

网广东惠州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正耐心指

导新能源车主使用快速充电功能。“线

上识别，线下插枪启动，真的很方便。”

从佛山市赶回揭阳市过春节的林先生称

赞道。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广东

电网公司不仅提供稳定的电流，更为出

行的群众送上一股暖流。为了满足出行

高峰时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广东电

网公司组织一线运维人员对自建的2.8

万支充电桩及各交通枢纽处的充电桩进

行了专项检查，并开展志愿服务，对充

电车位、指引进行了清理整顿，在充电

高峰期安排专人现场引导，提高车主充

电效率。

春运出行，防疫仍是重中之重。“您

好，请提前打开粤康码和行程卡。”南方

电网广东惠州惠阳供电局的志愿者们正

在惠州平潭机场协助防疫工作者检查旅

客的“绿码”。“我们在向机场工作人员了

解用电情况时发现，机场的疫情防控压

力很大，我们也想出一份力。”志愿者

刘沛毅表示，惠阳供电局迅速组织志愿

者前往机场，学习防疫工作流程，化身

“引导员”“查验员”，在春运第一线为旅

客提供暖心的服务。

本报讯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新

闻发言人张玉新近日透露，2022年，国

家能源集团将重点做好“强化能源安全

保稳”等六个方面的工作。

据张玉新介绍，2021年，国家能源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4.7%，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6%，净利润同比增长

7%，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10.5%，

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率等主要

指标圆满完成，企业经营韧性和抗风险

能力持续彰显。

2021年，国家能源集团全力保障

电力稳发满发，守牢民生用能底线，发

电量增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突

破1.1万亿千瓦时。带头稳价稳市，落

实长协合同及补签兑现，累计向社会让

利超600亿元。

张玉新透露，2021年，国家能源集

团完成煤炭产量 5.7 亿吨，同比增长

8.3%；煤炭销量 7.7 亿吨，同比增长

8.8%；发电量1.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2%；供热量 4.6 亿吉焦，同比增长

8.2%；铁路运量 4.8 亿吨，同比增长

5.1%；两港装船量2.6亿吨，同比增长

4.9%；航运量 2.1 亿吨，同比增长

25.4%；含主要中间品的化工品产量

2791万吨，同比增长9.5%。多项生产

经营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张玉新表示，2021年，在推动煤炭增

产增利同时，国家能源集团加快推进绿

色低碳转型。新能源发展全速推进，开

工1968万千瓦，新增装机1089万千瓦，

获取国家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1390万千瓦。

截至2021年底，国家能源集团风电

装机达到5000万千瓦，保持世界第一；

光伏装机达到860万千瓦，同比增长4.1

倍，新能源开工1968万千瓦，新增装机

1089万千瓦，创历史最好水平。

张玉新透露，2022年，国家能源集

团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强化能

源安全保稳，全力做到安全稳、保供稳、

企业稳；强化业绩量增质升，更加注重协

同创效、降本增效、管理提效；强化转型

走深走实，在全面发挥煤炭主体能源作

用、全面加快清洁能源发展、全面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强化改革

深化拓展，持续增强治理效能、激发内生

动力、深化融合创效；强化科技自立自

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再突破、自主创新

能力再提升、数字化转型再升级；强化党

建巩固提升，持之以恒加强政治建设、激

励担当作为、夯实基层基础、正风肃纪反

腐、建设和谐企业。

据了解，国家能源集团于 2017 年

11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是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神

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重组而成的中

央骨干能源企业，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改革、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的试点企

业，拥有煤炭、电力、运输、化工等全产

业链业务，产业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

以及美国、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

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火

力发电公司、风力发电公司和煤制油煤

化工公司。2021年在世界500强排名

第101位。 （周 锐）

三峡集团：世界最大
清洁能源走廊发电量创纪录

南方电网集团电力十足迎春运

国家能源集团：2022年强化能源安全保稳

□ 本报记者 张海莺

国家能源局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翼腾在

会上表示，2025年以来，我国能源供给

体系不断完善，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新进展，能源高质量

发展不断走深走实。

一季度我国能源消费保持
稳步增长

邢翼腾介绍，总的来看，一季度全国

能源供应充足，消费保持增长，供需总体

宽松，价格稳中有降，能源生产和用电增

速呈现积极信号。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快速增

长，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截至3月

底，全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同比分

别增长17.2%、43.4%，合计装机容量历

史性超过火电；水电、核电装机容量分别

达到4.38亿、0.61亿千瓦，同比分别增

长3.3%、6.9%；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

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初步

测算，一季度全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较去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

能源消费总体保持增长态势，3月份

用电增速明显回升。一季度，全社会用

电量2.38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

3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8%。

天然气消费保持增长，发电用气保持较

快增速。受暖冬、新能源出力明显增加

等因素影响，煤炭需求整体偏弱。

迎峰度夏期间电力供应
总体有保障

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综合研判表

示，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应总体有

保障，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可能存在电力

供应紧张的情况。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电

动汽车的快速发展，相关行业用电量保

持高速增长，增速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

平均增速。”邢翼腾说，一季度，全国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用电量日均同比增长

25.7%，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日均

同比增长42.3%。

邢翼腾表示，能源生产稳步增长，3

月份煤、油、气、电生产增速加快。一季

度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12亿吨，同比

增长8.1%；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

量同比增长9.6%，日均产量超过1400

万吨。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

5409万吨，同比增长1.1%，3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3.5%。一

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天然气产量660亿立

方米，同比增长4.3%，3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5.0%。一季度

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4.3亿千

瓦，同比增长14.6%，3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发电量增速较1月至2月提高3.1个

百分点。

为了确保迎峰度夏电力安全稳定供

应，国家能源局将强化能源电力监测预

警，“一省一策”指导督促重点地区、有关

电力企业做好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供应保

障工作。同时，确保高峰时段充分发挥

保供潜力。指导电网企业优化运行调度

安排，深挖区域间、网间余缺互济潜力，

充分释放各类电源和输电通道能力，促

进新型储能有效利用。

一季度各项电力可靠性
指标持续向好

“从今年一季度电力可靠性数据来

看，全国电力供应总体平稳，电力系统及

设备持续安全稳定运行，各项电力可靠

性指标持续向好，为保障电力安全可靠

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发布会上，邢翼腾

介绍了今年一季度全国电力可靠性指标

有关情况。

在发电方面，主要发电企业燃煤机

组等效可用系数为95.23%，平均利用小

时数为1047.6小时，同比减少107.8小

时；常规水电机组等效可用系数为

90.25%，平均利用小时数为653.5小时，

同比增加75.9小时。常规机组，尤其是

燃煤机组在电力供应保障中充分发挥了

压舱石和调节器作用。

在输变电和直流系统方面，全国电

网22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变压器的可

用系数为99.64%，同比上升0.07个百分

点；断路器的可用系数为99.93%，同比

上升0.06个百分点；架空线路的可用系

数为99.86%，同比上升0.06个百分点。

纳入电力可靠性统计的51个直流输电

系统合计能量可用率为97.32%，同比增

加4.86个百分点。直流输电系统总计

发生强迫停运3次，同比下降8次。全

国电网运行总体平稳，电力设备安全可

靠，电力供应充足有序。

在供电方面，全国用户平均停电时

间 0.66 小时/户，同比降低 0.55 小时/

户；用户平均停电频率0.30次/户，同比

降低0.12次/户。其中，城市用户平均

停电时间0.28小时/户，用户平均停电

频率0.13次/户；农村用户平均停电时

间0.82小时/户，用户平均停电频率0.37

次/户。国家能源局高度重视民生用能

工作，持续聚焦供电质量，始终关注用户

体验，致力于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用电需要，让人

民群众“用好电”。

“前不久的4月11日至13日出现

的全国范围大风、沙尘、降温、暴雨雪天

气过程，累计造成北京、天津、吉林等

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座变电

站、1128 条输配电线路停运，共有

135.27万用户停电。在全行业的共同

努力下，所有停电用户在2小时至12

小时均已恢复供电。”邢翼腾表示，国家

能源局将持续加强电力可靠性管理，全

力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

可靠供应。

一季度能源供应充足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关 注

□ 于光远

日前，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

氢能分会联合30余家氢能产业

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校共同编写的

《中国氢能技术发展研究报告

2024》（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

发布。《报告》着眼于我国氢能全

产业链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围

绕氢能“制储输用”各关键环节，

从技术发展现状、不同技术路线

对比、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水平、

国内外技术水平比较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梳理，并立足全球氢能技

术前沿发展方向与我国氢能产业

发展实际需要，分析并提出了我

国氢能全产业链各环节关键技术

发展方向的科学建议。

《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

电解槽的主要供应商，并在江苏、

广东、河北等地形成了多个产业发

展集群。据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

氢能分会数据库统计，截至2024

年9月，国内水电解制氢设备厂商

名义总产能达到32吉瓦，占全球

电解槽总产能的60%以上。《报告》

详细分析了碱性水电解制氢

（ALK）技术、质子交换膜水电解制

氢（PEM）技术、固体氧化物水电

解制氢（SOEC）技术以及阴离子交

换膜水电解制氢（AEM）技术等4

种主要水电解制氢技术发展现状。

《报告》指出，我国ALK电解

槽正在快速向低能耗、大标方迈

进，国内电解槽产品能耗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单槽产氢量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ALK技术可分为圆形带

压和方形常压两大技术路线。国

内ALK电解槽企业多采用圆形带

压技术路线，相关供应链配套也相

对成熟。圆形带压电解槽采用拉

杆紧固结构设计，更容易实现压力

密封，但该路线对于材料耐压性能

要求高，存在设计和制造难度大、

运输不便、停机维修成本较高等问

题。方形常压电解槽借鉴成熟的

氯碱电解槽设计理念，运用零间隙

技术，因此密封性更好，且内部流

场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端板、框架

等强度要求低，便于实现大型化。

但为降低能耗，方形常压电解槽一

般采用贵金属电极、复合隔膜和纯

镍极板，因此成本较高且出口压力

较低，下游应用需额外配备增压设

备。同时，方形常压电解槽通过模

块化路线，可兼具ALK电解槽寿

命长、价格低和PEM电解槽启动

时间短、灵活性高、电耗低等优

点。但是由于单个模块制氢规模

小，大量模块堆叠将造成系统复杂

度提升，且成本也高于圆形带压电

解槽。

《报告》研究发现，采用ALK

电解槽与PEM电解槽搭配以平衡

经济性和加强负荷波动响应能力

的新模式正在成为大型制氢项目

的优选方案之一。PEM电解槽市

场需求的逐步释放，带动我国

PEM技术与装备水平快速进步，

截至2024年9月，我国PEM电解

槽 单 槽 产 氢 能 力 最 大 已 达

500Nm3/h，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膜电极、催化剂、质子交换膜等核

心材料的技术研发与国产化替代

进程也呈现加速趋势。国产PEM

电解槽膜电极已进入小批量出货

阶段。核心材料的不断突破，有利

于国产装备与材料应用规模不断

提升，在推动技术成熟度与可靠性

提高的同时，带动成本降低。整体

来看，国产PEM电解槽的性能指

标与国外品牌基本相当，系统集成

及BOP已实现国产化和规模化量

产。与此同时，虽然国产膜电极市

场占有率快速提升，但碳纸等膜电

极核心材料的国产化产品在工艺

稳定性和应用规模等方面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

SOFC/SOEC的可逆性较强，

且两者制备过程及所用材料基本

一致，因此国内外从事SOEC的企

业大多是从SOFC转型而来。主

流SOEC技术可分为管式结构和

平板式结构两种。目前平板电池

结构是SOEC电池的主流结构。

国内SOEC电解槽单槽功率达到

百千瓦级别。随着国内SOEC电

解槽在项目中应用规模的扩大，系

统集成工艺和设计水平将逐步提

升，SOEC电池与电堆供应链也将

逐渐完善。《报告》认为，我国

SOEC电解槽将于2025年开始从

工程化向商业化迈进，并于2030

年达到较高的商业化水平。

相比ALK技术，AEM技术具

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高的电流

密度；而相比PEM技术，AEM技

术的制造成本更低，因此AEM技

术被视为电解水制氢技术未来的

主要发展方向之一。2024年以来，

我国AEM技术不断突破，已呈现

加速发展势头，国内多家企业相继

发布AEM产品。目前国内企业已

完成500千瓦装备的开发，单槽直

流能耗为3.6kWh/Nm3~4.3kWh/

Nm3，功率波动范围为5%~120%，

冷启动时间小于10分钟。解决阴

离子交换膜热稳定性与化学稳定

性差、传导能力有限、寿命相对较

低、单槽产氢量小等问题，将成为

决定AEM技术商业化进程的关

键。《报告》预计，未来我国将形成

“以ALK+PEM为主线，SOEC与

AEM为补充”的发展模式。

（作者系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

氢能分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成为全球水电解制氢领域领导者
现场报道

广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