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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新宠”绿氢将至

成都何以打造“绿氢之都”

能源，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
基础。如果说使用便捷的化石能源造就
了人类的过去，取之不竭的可控核聚变
能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在过去和未来间，
一定还会有个承上启下的时代，这个时
代会是绿氢时代吗？

2023年成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聚焦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特别提到，要在
成都打造中国“绿氢之都”。此外，辽宁
省白城市提出要打造“北方氢谷”，河北
全力打造“中国绿氢谷”，河南规划建设

“郑汴洛濮氢走廊”，川渝更是携手打造
“成渝氢走廊”。

3月25日，广州南沙电氢智慧能源站
固态氢能发电项目成功并网，这是我国
首次将光伏发电耦合固态储氢应用于电
力系统，首次实现“绿电”与“绿氢”灵活
转换。该项目的主要设施，正是由成都
市东方电气承建，3月30日，记者来到东
方电气氢能（成都）有限公司，寻找成都
打造“绿氢之都”的缘由和密码。

从“灰氢”到“绿氢”
氢的一场华丽转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年制
氢产量约3300万吨，其中，达到工业氢气
质量标准的约1200万吨。在以前用化石
燃料制备“灰氢”的时代，氢一直被作为
重要的工业原料，被广泛运用于石油、化
工、冶金等领域，氢作为终端能源的功能
并不明显。

“长期以来，我们做氢能的人，一直
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东方电气氢能（成
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章表示，化石能源
吃紧、温室气体加剧，让他们感受到氢可
能被赋予的新使命。据张章回忆，2010
年开始，东方电气中央研究院就开始对
氢燃料电池进行研发，2022年，东方电气
研制出目前国内功率最高的燃料电池单
机系统OLAS 270A燃料电池系统。

张章回忆，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
真正的转机源于2022年3月23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规划”明确提出，氢能是一种来源
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
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
体之一。

“这个文件的印发意味着国家明确
了氢气能源属性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
了氢能是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

重要载体。”张章说。“规划”明确提出，
以绿色低碳为方针，加强氢能的绿色供
应，营造形式多样的氢能消费生态，提升
我国能源安全水平。发挥氢能对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支撑作用，深挖跨界应
用潜力，因地制宜引导多元应用，推动交
通、工业等用能终端的能源消费转型和
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绿色发展，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

解决风光靠天吃饭
绿氢补足能源短板

低碳转型过程中，风能、光能和水能
等可再生能源往往被视为化石能源的部
分替代品，但因为地理位置和季节限制
较大，这些可再生能源并不能被充分利
用。张章表示，这种情况下，如果用可再
生能源制成氢气，通过氢电融合的方式，
就能够弥补现阶段可再生能源利用不充
分的问题。

除了弥补现有能源体系的短板，在
更贴近人们生活的终端能源领域，绿氢
也在悄悄发力。

2018年6月，成都市第一条氢燃料电
池公交示范线路正式载客运营，首批10
辆公交车均采用东方电气自主知识产权
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截至2022年底，东
方电气燃料电池系统已实现近300台的
交付使用，首批公交车已累计运行2200
万公里，累计载客量2100万人次，单车实
际运行最高里程超27万公里。

“目前在乘用车领域，电车已经领
先一步，但这不代表氢能车没有应用
场景。”张章说，“例如，在重型卡车领
域，因为锂电池自重较重，且在一些极
端气候下使用有限制，氢能还是有用武
之地。”

据了解，目前国内氢能产业呈现积
极发展态势，已初步掌握氢能制备、储
运、加氢、燃料电池和系统集成等主要技

术及生产工艺，在部分区域实现燃料电
池汽车小规模示范应用。全产业链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超过 300 家。

建设绿氢之都
成都该如何发力？

分析目前成都及四川氢能产业发展
现状时，张章认为：“成都氢能产业链健
全，关键技术发展迅速，虽然和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区域还有差距，
但大体都属于同一级别水平。”

张章告诉记者，围绕氢能高端装备
研发制造和氢能供应两大主线，针对燃
料电池基础材料及关键零部件、电解水
制氢装备、氢能储运装备、氢能终端应
用、氢能装备检测认证等产业链关键环
节，成都市目前已经聚集了东方氢能等
国内外知名骨干企业，覆盖了制氢、储
运、加注、燃料电池、整车整机、检测等产
业链各个环节，形成了以郫都区、彭州
市、龙泉驿区为氢能产业主要承载地的
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随着各企业研发投入的
不断加大，氢能产业及相关配套产品的
技术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不断缩小。其
中，燃料电池系统产品自主可控进程明
显加快，额定功率、启动温度、功率密度
等指标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产化
程度已达70%以上。

在政策支持方面，四川省及成都市
已出台产业支持政策20余项，形成了以
产业规划为引领、安全保障和财政支持
为支撑的氢能产业政策体系。

在众多省市齐齐盯紧氢能发展的情
况下，成都如何实现突围？张章建议，进
一步加大燃料电池汽车支持力度，持续
支持申报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群。在未入群空档期，成都和相关市州
可以参照国家示范城市奖补政策，延续
和完善当前成都市氢能产业政策体系，
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推广、加氢站建设、
制氢项目等予以政策支持，通过示范应
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

同时，聚焦氢能产业链关键领域和
缺失环节，加强制、储、运、加、用各环节
龙头企业及特色企业招引培育，支持通
过补链强链健全产业生态，“安全性是氢
能产业化发展的基础和内在要求。”张章
表示，要面向全社会开展氢能科学普及
和法律普及，形成双普及联动机制，增进
公众对氢能安全性的科学理解。同时，
建立健全氢能技术人才培养专业学科体
系，助力氢能科技人才交流合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秦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4月2日
上午，成自宜高铁空港站钢网架结构安
装完成，一顶巨型“钢帽子”罩在房顶之
上，标志着站房“上大梁”，可以进入机电
设备安装和内部装修阶段。值得一提的
是，空港站位于天府站和天府机场站之
间，是为了服务成都东部新区新增的车
站，2023年年底成自宜高铁全线通车后，
该站将极大方便沿线居民出行。

空港站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站房建
筑面积7980平方米，为中型铁路旅客车
站，高峰小时旅客发送量1000人。该站
以“神鸟栖空港，科技创未来”为设计理

念，以“太阳神鸟及三岔湖”为文化内核，
建筑造型如神鸟展翅，流线型立面设计，
极具科技感、速度感、未来感。

中铁八局成自站房项目部负责人韩
青东介绍，站房的钢网架施工完成相当于
站房的“上大梁”，是整个站房工程中的控
制性节点。本次完工的候车厅屋面钢网
架面积约4012平方米，尺寸为42米×
91.2米，最大跨度42米，共有杆件2496
件，螺栓球662个，整体网架重达167吨。

“这次施工最大的难点就是时间紧。”
韩青东说。空港站于2022年12月开始施
工，晚了8个月进场，却要和其他站房同步

建成。为了确保工程快速推进，项目团队
对钢网架安装方法进行反复论证，最终采
用“小单元整体吊装+高空散装”工法，仅
用25天就完成了拼接吊装。

在整个站房施工中，项目部做好各
项工序衔接，优化材料供应流程，现场24
小时不间断作业。“从开工到现在我们一
共上了300多名施工人员，是同类型站房
施工的1.5倍，设备也有所增加。”韩青东
说。空港站建设从正式进场到钢网架安
装完成，比正常施工快了近1倍。

成自宜高铁全长约260公里，设计时
速350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主通道之一“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首条全管段均在四川境内的时
速350公里高速铁路。

项目预计2023年年底建成通车，届
时，从成都至自贡仅需40分钟，到宜宾
仅需1小时左右，实现成都核心城区与
天府国际机场、成都都市圈与川南城市
群的快速连接。同时，线路与渝昆高
铁、成贵高铁相接，形成成都至昆明、贵
阳、广州的高速铁路大通道，将对完善
区域路网结构，打通成都直达云南桥头
堡及珠三角重要经济区铁路大通道具
有重要意义。

服务成都东部新区新增车站

成自宜高铁空港站戴上巨型“钢帽子”

▲作为四川省
氢能源示范站的全
集成加氢站。

◀成都市郫都
区投入使用的氢燃
料客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