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氢能未来可能成为10万亿元的

产业。”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日

前在2023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说，我

国氢能能源技术发展已实现局部突

破，呈现阶段性进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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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氢能产业在制、储、输、用等

领域进展如何？氢能技术的发展还

存在哪些短板？“新华视点”记者就此

展开调研。

氢能产业呈现广阔发展前景

“我国氢能产业正呈现出广阔的

发展前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

长徐念沙说，石油化工、煤化工、氢冶

炼和氢储能领域建设不断加速。一

批氢能产业集群正在涌现，应用领域

方兴未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不

断完善。

全国首座高速加氢站、首座港口

加氢站先后建成，25座加氢站日供氢

能力超过20吨，燃料电池车辆总推广

数已超过 1000辆……山东实施的“氢

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进展迅速。示

范工程的整体目标包括建设1条氢能

高速、2个氢能港口、3个科普基地、4
个氢能园区、5个氢能社区等。

位于南方珠三角腹地的广东佛

山市南海区，已聚集氢能企业和机构

超150家，涵盖氢能全产业链，投资规

模超600亿元。

“示范应用项目推动着产业体系

的构建。”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

心首席科学家陈文淼说，通过“氢进

万家”这样的示范工程，逐步扩大氢

能的应用领域，增加氢的使用量，最

终可降低成本。

面对氢能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

我国通过五大示范城市群及“氢进万

家”等一批示范项目，持续推动氢能

在交通、建筑、储能等领域的综合应

用，带动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

协同发展，也推动了区域优化布局。

据业内专家介绍，我国车用质子

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集成已取得重

大突破，相关产业链已经建立；面向

重卡的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成为氢

能产品的高技术亮点；构建了较为完

整的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链和产业

链，燃料电池整车产品的竞争力也显

著增强，商用车的氢耗、续驶里程等

主要性能指标持续优化。

截至 4月底，我国氢能燃料电池

车累计推广量接近1.4万辆，其中商用

车超过1.3万辆，商用车的推广规模全

球领先，且实现了港口、矿山、环卫、

城建、公交、城际物流等重型作业及

远程大宗商品运输全场景的覆盖。

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目

前全国已建成加氢站超过350座。中

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国辉展示了一张关于“西氢东

送”全国氢能骨干网络的未来规划

图。“我们构建了联通多地‘一横一纵

三支’的北方氢能大管网，该规划还

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川渝地区。”

未来中长距离储运需求较大

欧阳明高说，储运仍然是氢能全

技术链的薄弱环节。

李国辉说，我国氢能资源主要分

布在炼化企业集中、风光发电和天然

气资源丰富的西北、东北、中西部等

地区，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

区。近期氢能储运主要服务短途运

输，未来中长距离储运需求较大。

李国辉说，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有

一定规模的纯氢管道为3条。针对天

然气掺氢长距离混输实践，仅有几家

掺氢平台试验。

“到 2050年，如果我们的氢能储

运规模达到7000万吨，其中大概一半

以上需要管道来输送，相当于目前天

然气管道的规模，可能需要的管道里

程在 15万公里到 20万公里之间。”李

国辉预测。

“亟待加快氢气储运装备开发能

力建设。”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研究员李翔说，我国核心氢气储运装

备能力建设仍有欠缺，氢气储运装备

材料、设计制造、安全状态监测与评

价等方面均存在不少挑战。

在公众关注的燃料电池汽车技

术方面，陈文淼说，目前燃料电池和

氢能的使用成本仍然较高，相关动

力装置仍存在买得贵、用得贵的实

际情况。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张进华认为，与全球领先

水平相比，我国燃料电池汽车技术整

体仍存不小差距，特别是在关键的核

心零部件及材料器件方面，如碳纸、

催化剂、碳纤维材料、加氢设备、相关

管阀件等对外依存度较高。

跨界协同突破关键技术制约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30多个

国家发布氢能相关战略，有的主要经

济体把绿氢作为长期发展的战略，并

制定相应政策。

李国辉说，氢能产业布局已遍布

全国，30个省份将氢能写入了“十四

五”发展规划，但市场、技术层面仍存

需改进与完善的地方。

“要加强薄弱环节技术攻关，提升

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张进华说，培育氢

能和燃料电池产业是一项具有重大意

义的复杂系统工程，其技术创新难度

高、能源供应体系重塑挑战大，任务十

分艰巨，需要多方高度协同、共同推进。

“未来需要发展更加先进的制氢

技术。”国际氢能协会主席谢菲尔德

说，目前绿氢还面临一系列挑战，成

本也比较高，未来对于绿氢制备的流

程和设备还需进一步优化。

“协同创新，共促发展。”徐念沙

说，未来应加强各国之间在氢能领域

的深度合作，进一步破解氢能产业技

术和装备的短板弱项，以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华社广州5月26日电）

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

向定杰）2023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 26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

本届数博会以“数实相融 算启未

来”为主题，共吸引 328 家国内外企

业参展。

记者从大会组委会获悉，为提升

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本

届数博会设置了国际综合馆、东数西

算馆、数字产业馆、产业数字馆、创新

场景馆、数字生活馆6个主题场馆，多

维度、多视角呈现行业新技术、新产

品、新方案、新应用。

此外，数博会期间还将从征集到

的357项科技成果中评选发布20项领

先科技成果，举办工业互联网应用场

景大赛、数据场景应用创新大赛等 4
项赛事，同时围绕商贸投资洽谈开展

相关活动。

本届数博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贵州省人民政府

主办，为期三天，将举办“东数西

算”“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经济

创新与繁荣”等 7 场高端对话以及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据要素流通与价值化”等 21 场

专业论坛。

2023数博会聚焦数字经济未来高质量发展

从2023世界氢能技术大会看氢能产业发展
新华视点

◀5月26日，参观者在数
博会展馆内参观智能机器狗。

当日，2023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市拉
开帷幕，本届数博会以“数实
相融 算启未来”为年度主
题，共吸引328家国内外企
业参展，全面展示大数据技
术在安全、政务、工业、医疗、
交通、教育、文化旅游等行业
的融合应用。记者将实地探
馆，拍摄记录本届数博会上
展出的“黑科技”。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2023年珠峰科考
登顶队员凯旋
据新华社拉萨 5月 26 日电（记者陈尚才

田金文）记者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研究队获悉，5 月 25 日傍晚，在圆满完成海拔

8830米自动气象站维护升级、登顶珠峰采集雪

冰样品等科考任务后，9 名科考登顶队员顺利

返回海拔 5200米的珠峰登山大本营，其余登顶

队员将在完成海拔 6500 米前进营地的收尾工

作后返回珠峰登山大本营。目前，队员们身体

状况良好。

5月 23日 12时 20分，科考登顶队员完成海

拔 8830米自动气象站维护升级后传回实时数据

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激动地宣布：“数据

显示，海拔 8830米地区的气温是零下 28摄氏度，

海拔 8300米地区的气温是零下 21摄氏度，我们

对珠峰极高海拔地区的温度和风速诊断有了最

新数据。”

随后，科考登顶队员攀登至 8848.86米的珠

峰峰顶，顺利完成了各项科考任务，并于当天开

始下撤。

贵州首次发现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广西火桐

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李黔渝）贵州

省林业局近日组织贵州新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资源调查队，该队在贵州境内首次发现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广西火桐。

5月22日至24日，调查队在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望谟县开展野外联合考察过程中，首次发

现了正在开花的广西火桐。它们分布于海拔高度

450米至520米之间的北盘江河谷，散生于江边一

侧，共有18株。

广西火桐为落叶乔木，该树种的物候独特，树

叶萌发晚，先开花后长叶，树皮似厚皮树，树叶似

三角枫，花蕊似炮仗花。每逢开花时节，花朵繁

茂，鲜艳的花朵如同一串串鞭炮挂满枝梢。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评估标

准，广西火桐为极危（CR）物种。广西火桐被列

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2021年定为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该树种为中国特有种，资

源稀少，目前记录仅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

区域，种群数量少，分布区极为狭窄，处于极度濒

危状态，已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列为《“十四五”全

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建设方案》中的重

点物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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