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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

吉电股份发布“氢基绿色能源”产业链方案

中国石油千方级碱性电解水制氢智能系统投运

中国船舶712所膜电极产线完成改造

干散货航运业有望迈入“氨动力”时代

蒂森克虏伯将中国视为全球最重要氢能市场之一

日前，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

能分会受邀出席吉电股份“氢基绿

色能源”产业概念及产业链方案发

布会。此次发布会以“奉献绿色能

源·打造低碳生活”为主题，吉电股

份党委书记、董事长才延福在会上

表示，“我们判断氢基绿色能源必

将成为未来氢能发展的重要形态，

氢基绿色能源产品必将成为解决

全球气候环境问题不可或缺的关

键钥匙”。

作为国家电投氢能领军单位，

近年来，吉电股份全力践行国家电

投“2035一流战略”，不断拓宽绿

电转化产业发展思路，立足吉林省

风、光、水、生物质资源和汽车、化

工基础产业优势，发挥自身清洁能

源产业优势，基于对当前我国氢

能产业发展形势的研判，在创新

发展氢能产业的基础上，逐渐探

索出了“以绿氢消纳绿电，以氢基

绿色能源承载绿氢”的“氢基绿色

能源”产业链方案。此举一方面

可有效克服氢能储运难题，拓宽

氢能应用场景，快速扩大产业发展

规模；另一方面，可全面继承氢能

绿色属性，成为化工、电力、航海、

航空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

载体。

当前，脱碳减排势在必行，全

球能源行业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吉电股份深

耕清洁能源领域发展，致力于为高

载能企业用户提供基于可再生能

源的电、热、冷、汽、气一体化“绿色

零碳”供能方案，创新提出“零碳工

场”解决方案，实现与终端工业用

户需求双向互动，以差异化实时响

应客户要求为核心，以去碳化、数

字化、智能化能源生产、存储、供

应、消费、管理与服务为主线，助力

实现“绿色制造”“零碳”排放。

经过多年深耕布局，吉电股份

已在全国30个省份开发建设新能

源和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其中，以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整套

绿能方案为代表的“零碳工场”解

决方案，通过地热能/空气能应用、

工业余热利用等多种能源形式，配

套分布式风光发电、电化学储能设

施等，实现生产用能“零碳”排放，

彻底解决奥迪新能源汽车出口高

额的碳关税问题，也为下一步推广

复制奠定坚实基础。

据介绍，吉电股份接下来将围

绕客户需求形成模块化、标准化、

系列化技术产品，加速推进多场

景、全要素“零碳工场”建设，逐步

解决外资企业、出口型企业和承诺

碳中和企业绿色用能需求，以“零

碳”能源创新发展惠及工业用户，

以“零碳”能源安全经济供给助力

绿色制造。

同时，围绕“制、储、运、加、用”

氢能全产业链，吉电股份在吉林西

部至长春打造的“两大基地、一条

走廊”目前已初具规模。作为氢基

绿色能源产业代表、国内最大绿氨

项目，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

体化示范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

此外，吉电股份以“海上风电制

氢”“氢能交通”作为进一步推进

氢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已

将“大安模式”复制推广至江苏

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等地。

目前，吉电股份已成功取得

5 个氢基绿色能源项目合计 235

万千瓦配套风光发电项目建设指

标。预计到2030年，吉电股份氢

基绿色能源产品总规模将达到年

产162万吨绿氨、80万吨绿色甲

醇和 30万吨绿色航煤。这标志

着吉电股份在吉林省内氢基绿色

能源布局基本形成，氢基绿色能

源产业驶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快

车道。

2023年4月，全国首个绿电制

绿氢合成氨一体化项目——大安

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

目作为吉林能源领域重点项目开

工建设。一直以来，吉电股份把

氢基绿色能源产业发展作为构建

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打造产业转

型升级新增长点的重要机遇，面

对新形势下新能源资源禀赋优良

但消纳和外送能力不足等问题，

率先提出“创新发展新能源制绿

氢、绿氨、绿色甲醇等绿电转化产

业链”的解决方案。

聚焦推动氢基绿色能源产业

落地的具体问题，吉电股份将“调、

研、用”贯穿融合，由主要领导带

队，先后前往大安、白城、长春、盐

城等地方政府和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江苏悦达集团等下游客户开展

调研，着力打通氢基绿色能源产业

链，共同促进氢基绿色能源多元化

应用。其中，吉电股份与中远海运

集团就绿色能源、绿色燃料、绿色

航运等多个领域和有关技术问题

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并成立联合工

作组，携手推动绿色甲醇全产业链

发展。不仅如此，吉电股份经过多

次现场考察和调研，与盐城大丰区

政府成功签订《氢能产业项目投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大

丰绿色低碳示范区建设。

如今，在美丽的嫩江湾畔，大

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

项目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二

期项目有序推进；相隔一条“氢能

走廊”的另一起点，长春中韩示范

区“可再生能源+PEM 制氢+加

氢”一体化创新示范项目全面应

用国家电投自主知识产权的PEM

电解水制氢装备，在吉林省内先行

先试氢能交通示范运营，并作为长

春唯一氢源母站为长春氢能交通

示范运营6条线路用车提供全部

氢能，实现氢能“制储加用”产业链

全面贯通。

中国石油千方级碱性电解水

制氢智能系统日前在独山子石化

公司投入运行。这是独山子石化

公司重塑产业链价值链、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是在推

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的重要

一步。

该项目于2023年5月18日开

始施工，8月21日正式通电，具有

清洁无污染、能源利用率高、安全

稳定性好、成本低、可间歇反应等

优势，专有技术由中国石油深圳

新能源研究院、独山子石化公司、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昆仑数智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研发，一次

试验成功。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

油集团新能源首席专家、深圳新

能源研究院院长邹才能介绍，氢

能是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重

要战略发展方向，是与油气工业

融合发展的最佳伙伴。全球能源

生产消费大国都在加快建设“绿

氢工业”，中国石油绿色转型需

要加快构建绿氢制储等全产业

链体系。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

具有技术成熟度高、运行成本低

等优点，是目前最现实的绿氢获

取方式之一。

本次千方级碱性电解水制

氢智能系统投运，不仅标志着

中国石油在新能源技术上的突

破，也代表着公司在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与

实践。

独山子石化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龚真直表示，该智能系

统的投运，在推进新能源存储利

用、绿氢替代灰氢、氢网智能控

制、大幅减碳、腾出天然气保障民

生等方面，具有重大示范意义。

对于中国石油加快能源和化工产

业绿色转型、助力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克拉玛依市构建新型能源

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龚

真直指出，一方面，要全力保障装

置安全稳定高水平运行，为该制

氢技术规模化推广应用奠定坚实

基础；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与

各方交流，共同推进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合作，解锁氢能产业新技

术、新模式，勾勒新能源发展新路

径、新业态。

克拉玛依市委常委韩敏表

示，独山子石化公司一直践行央

企责任，持续推进炼化一体化业

务蓬勃发展，有力促进了克拉玛

依市油气资源深度开发、就地利

用和“一主多元”产业体系建

设。电解水制氢项目的投产，

呈现了独山子石化公司推动绿

色低碳转型升级的良好势头，

对推动克拉玛依市氢能产业链

补链强链、构建以“中国西部氢

都”为名片的国家级氢能产业

示范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示范

作用。

作为中国石油首台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电解水制氢智能

系统，该项目开启了中国石油的

一个新开端，对中国石油未来

“绿氢工业”发展和中国西部氢

城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首套碱性电解槽，主要是验

证设备的工艺和技术的可靠性。

同时，与下游的炼化环节进行密

切连接，为更大规模更高效率

的新型电解水制氢系统的投运

奠定基础。

新疆具有丰富的光热、风力等

可再生资源，具备建设大规模光

伏电站的条件，随着光伏发电的

成本逐年降低，大规模光伏电站

耦合电解水制氢的生产模式将更

具优势，未来有望替代化石能源

成为制氢的主要方式，可以为石

化企业实现“双碳”目标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中国石油将绿色低碳纳入

发展战略，提出了清洁替代、战

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的

发展战略。以此为契机，独山

子石化公司和深圳新能源研究

院合作，进行碱性电解水制氢

工业试验项目建设。电解水制

氢系统的电解槽、辅助设备等

由深圳新能源研究院提供，其

核心技术由深圳新能源研究院

自主研发，独山子石化为工业

试验的运行提供公用工程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安装。通过工业

试验，形成中国石油自主的碱

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助力中国

石油炼油企业转型发展，后期

可以将该技术推广至中国石油

各炼化企业，加快碳中和目标

的实现，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

转型。

本报讯 新加坡船东Eastern Pa-

cific Shipping（EPS）将在山东省青岛市

北海造船下单订造 6 艘 210000 载重吨

Newcastlemax型氨动力散货船，首制船预

计将在2026年中交付。每艘船造价接近

8000万美元，备选订单确认生效后交易总

金额将达4.8亿美元。

这将是全球首批大型氨动力船舶，

虽然散货船领域之前已经有过许多氨

燃料预留船舶订单，但EPS此次订造的

新船准备直接使用氨燃料或传统船用

燃料运行。与传统船用燃料相比，氨燃

料可以减少 95%的二氧化碳和颗粒物

排放，以及 100%的硫氧化物排放。另

外，氨动力船相比液化天然气动力船造

价更加低廉。

挪威船级社此前表示，随着海事行

业碳排放新规的实施，绿色氨是最有前

途的选择之一。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氨气易于运输和储存，能量密度高，与

其他低碳或零碳方案相比具有一定优

势，但前提是必须应对技术和安全方面

的挑战。

据悉，新船将使用由 MAN Ener-

gy Solutions 所提供的主机，目前，这

种氨燃料发动机仍在开发中，但 MAN

Energy Solutions 表示将在 2024 年底

之前为新船交付首批二冲程氨燃料发

动机。

据了解，北海造船在建造氨预留船舶

方面颇有经验。近年来，北海造船陆续承

接了比利时CMB集团总计22艘21万载

重吨Newcastlemax型散货船，其中有18

艘将采用氨预留设计。另外，北海造船最

新承接的首艘VLCC订单也将采用氨预

留设计。

本报讯 通过设备补充采购、工序段

改造、打样线搭建以及连续数月的调试生

产，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会员单

位——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二研

究所于近期完成膜电极产线的全线改造升

级，全面提升膜电极产线的产能、良品率、

质量检测能力以及柔性化生产能力。

近年来，国内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发

展迅速，燃料电池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从最

开始的商用车逐步发展推广至乘用车、船

舶、电站、无人机、储能等领域。多变的应

用场景对燃料电池电堆及膜电极等关键组

件的研发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应市

场发展节奏，中国船舶712所燃料电池团

队主动求变，积极应对，于2022年初开始

对中国船舶712所位于黄冈禹王的膜电极

产线进行改造升级工作。

改造升级后的产线已完成多型膜电极

的生产和对内交付，测试性能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可充分满足中国船舶712所燃料

电池产业发展对膜电极组件的生产需求。

此外，通过积极对外送样测试，712所生产

的膜电极也逐步获得市场认可，目前正与

多家目标客户协商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和膜

电极销售合同，标志着中国船舶712所燃

料电池产品正逐步从自主可控走向市场化

推广。

后续，中国船舶712所燃料电池团队

将继续践行央企使命担当，砥砺奋进，不断

打磨提升产品质量，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

的燃料电池产品，积极推动燃料电池产业

发展壮大。

本报讯 近日，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

首席执行官米格尔·洛佩兹于上任百天内

首次访华，围绕绿色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合

作伙伴展开会谈。

洛佩兹表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氢

能市场之一，并对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

能分会会员单位——蒂森克虏伯新纪元氢

能业务的未来发展战略提出建设性意见和

指导。

作为蒂森克虏伯旗下氢能业务板块，

蒂森克虏伯新纪元日前已成功在法兰克福

上市。公开资料显示，蒂森克虏伯新纪元

订单状况良好，已有价值约14亿欧元的订

单。签约项目的电解总装机容量超过3吉

瓦，其中包括在沙特阿拉伯规划的世界上

最大的电解制氢工厂之一，产能逾2吉瓦。

此外，蒂森克虏伯新纪元将为壳牌在鹿特

丹港提供200兆瓦的电解装置，并为瑞典

一家钢铁厂提供700兆瓦的电解装置。仅

在碱性水电解业务领域，预计蒂森克虏伯新

纪元2023年至2024财政年度的销售额约为

6亿~7亿欧元。

洛佩兹表示：“在绿色氢能领域，蒂森

克虏伯既是绿氢的最大用户之一，也是大

规模工业化制氢技术和设备的领先供应商，

我们期待能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推动全产

业低碳转型。”他表示，“蒂森克虏伯致力于

推动绿色转型，在风能、绿氢、化工、水泥，以

及汽车等多个领域拥有全球领先技术，期待

进一步推动这些业务在华发展，深化本地合

作，致力于实现我们与当地经济的双赢，并

为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隆基氢能ALK Hi1系列产品启程

本报讯 日前，隆基氢能向客户发运

首台Hi1系列产品。相关产品在出厂前，

已完成测试和检验，并顺利运送到位于西

北部的项目基地。

从光伏跨界到氢能、从 LCOE 到

LCOH，隆基氢能始终以科技创新引领行

业发展。2023年2月，隆基氢能发布全新

一代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LONGi ALK

Hi1系列产品，在直流电耗满载状况下可

低至4.3kWh/Nm3。为了适应更高利用小

时的制氢场景，还同时推出了Hi1 plus

产品，直流电耗满载状况下低至4.1kWh/

Nm3，在2500A/㎡电流密度下，更可低至

4.0kWh/Nm3。

Hi1系列产品是隆基氢能经过两年多

的潜心研发，基于降低直流电耗打造的一

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也是隆基氢能

面向全球不同应用场景最优LCOH的标

杆产品。经过挪威船级社与德凯质量认

证（上海）有限公司等第三方权威机构认

证，按照国标GB-32311-2015来衡量，

Hi1系列产品达到了制氢系统的一级能

效，且产品性能已经大幅领先于现有的行

业商业化水平。

中国石油千方级碱性电解水制氢智能系统投运仪式现场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供图）

隆基氢能ALK Hi1系列产品 （隆基氢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