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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观念入心工程｜能源互联网：概念与技术（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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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新能源之都杯之都杯””

双 创 大 赛 获 奖 项 目 展 示双 创 大 赛 获 奖 项 目 展 示

本报讯 （记者 高雅敏） 大同
全科盟研究院近日向我市推介高能密
度环保化学蓄热池项目，该项目来自中
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在我市举行的第三届“新能
源之都”杯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异地组
三等奖。

该项目产品具有安全、环保、可控
温制热或制冷以及核心材料可收回利
用等特点。

项目产品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调整
运行模式，完成热能的蓄放过程，为用户
端实现快速控温供暖与供冷。高能密度
环保化学蓄热池可广泛应用在工业方

面，如在制药厂、食品厂、钢铁厂利用排
放的热能来对热池蓄热后向需制冷或
供热的工艺过程、冷藏室、办公室场所
等释放热能，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也
可将热池用于北方电动车、北方室内供
暖、南方室内供冷，特别可以利用夜晚
峰谷电价降低供暖供冷成本。

目前市场上主要产品是以相变技术
为基础的相变蓄热池，虽然在行业中得到
了一定的肯定，但是仍未普及化。其主要
受材料能量密度低、热池体积庞大、能量
无法长期保存等因素影响。因此高能密
度的化学蓄热池相比起来在能量密度、体
积以及储存时间都具有很好的优势。

大同全科盟研究院向我市推介

高能密度环保化学蓄热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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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是什么能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是什么？？（一）

能源互联网三层结构：

能源互联网与传统能源网的
区别：

①用互联网理念改造能源系
统，可以实现能源系统的类互联网
化，使可再生等多类能源互联互通.

②将互联网技术融入能源系
统，可以利用“互联网+”，实现最大
化消纳、最大化效率。

能源互联网的应用：

①多能源开放互联：在源侧，
主要是通过多能互补（光热发电、
电制热、储热、电制氢等）和源-荷
互动（需求响应、风电供暖等）提高
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减少弃风弃
光；在网侧，可降低高峰负荷，减少
电网建设，并提高系统可靠性；在
荷侧，可通过高耗能企业的能源综
合管理、需求响应等，可以显著提
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运行成本，
促进分布式发电的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世敬） 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节约能源法
律法规和省、市加强建筑节能工作等要
求，从 2021 年起，我市将加快推进太阳
能光热与建筑一体化应用，让建筑更加
绿色低碳环保。

据了解，按照相关通知要求，从今年

1月 1日起，我市在新建 12层及以下居住
建筑、高层居住建筑的逆 12 层和有生活
热水需求的医院、学校、宾馆、食堂、洗浴
场所等公共建筑中强制推广太阳能光热
系统，要按照太阳能光热与建筑一体化
原则，从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各个环
节将太阳能光热系统应用到建设项目

中。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按
照我市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热与建筑一体
化应用的要求，太阳能热水系统要与建
筑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建设
单位在委托设计时应同时将太阳能热水
系统进行委托，太阳能光热系统造价应
列入建筑工程投资总造价，同时太阳能

热水系统要优先选用获得《山西省建筑
节能产品（技术）推广证书》的系统和产
品；同时，为确保太阳能光热与建筑一体
化应用落到实处，我市建设工程项目审
批部门将对太阳能光热应用实施情况进
行查验，凡应实施而未实施的，将受到不
予竣工验收备案等处罚。

我市推进太阳能光热与建筑一体化应用

本 报 讯 （记 者 潘红） 1 月 8
日，现代炭材料产业学院产教融合推进
会暨山西省炭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工作会在大同大学举行，来自全国特
炭行业领军人、我省炭素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的 20多位企业代表、有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与大同大学化工学院和炭
材料研究所专家、师生齐聚一堂，就大
同大学现代炭材料产业学院的产教融
合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讨论和建言，为推
进我省、我市能源革命提供人才支撑。

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大同大学现
代炭材料产业学院的建设背景和优势
等情况介绍，听取了大同大学专家学者
有关“石墨烯水性涂料研究与工程应

用”、“碳纳米材料石墨烯在林业中的应
用”、“炭基复合储能材料的研究及应
用”等专题报告以及“炭材料产业学院
产教融合发展”主旨报告。大家就现代
炭材料产业学院的内涵式构建和发展、
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实习实
训平台的搭建以及双师双能型教师队
伍建设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提出
了许多针对性、建设性建议。与会企业
家代表纷纷表示，将大力支持大同大学
现代炭材料产业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积
极接纳学校相关专业学生赴企业进行
实习实训、留企工作，为我省、我市新能
源发展，特别是炭素产业人才培养尽职
尽责。

本报讯 （记者 丰曼） 为确保
全国煤炭稳定供应，保障迎峰度冬用煤
需求，晋能控股集团煤炭产、洗、装、运、
销等各个环节的员工加班加点，全力奋
战，确保多产快运，积极保障煤炭稳定
供应。

早在去年 12 月，重组成立不久的
晋能控股集团就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
挥“稳定器”作用，出台全力以赴组织增
产保供、调整进港流向、优先供应告急
电厂、物流贸易企业加大煤炭采购力
度、提高电厂开机率等 9 项措施，全力
维护煤炭市场供需平衡。塔山煤矿是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旗下产能最大的主
力生产矿井，年生产能力 2500 万吨，目
前，塔山煤矿距地面 400 米的井下 8234
智能化工作面，采煤机、转载机、运输皮
带等各个生产系统的设备也都在有序
运行，煤炭源源不断被运往地面。

为保证煤炭供应，晋能控股煤业集
团还专门制订加强外运销售工作具体
措施，全面做好统筹平衡，对库存告急
电厂、港口重点安排计划、优先保障煤
炭发运。同时合理调整进港流向，提高
重点港口煤炭发运数量，增加重点港口
场存。

以现代炭材料产教融合

助 推 能 源 革 命 建 设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保障煤炭稳定供应

大同国际能源革命科技创新园能源光储充一体化项目，大幅提升了光储充一体
化电站运行经济性，增强了传统电网对新能源发电、分布式能源、电动汽车等能源利
用方式的承载和适应能力，提高了电网安全水平、综合效率和供电质量。图为光储充
一体化电站外景。 本报记者 戎禹仁摄

“大同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
在煤炭资源使用过程中，如果大同做
好先期布局，积极开展二氧化碳的捕
获和利用，将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
域以及争当全省能源革命‘尖兵’征
程中大有可为。”“一切为了转型，一
切服务转型”创新观念入心工程专讲
第二单元主讲嘉宾赵宁在报告结束
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剧了全球气
候变化，二氧化碳捕获与利用对于全
球 温 室 气 体 减 排 的 贡 献 度 不 可 替
代。”赵宁指出，低碳发展现已成为全
球大势所趋，也是我国能源体系低碳
转型的重要选择。但目前仍然面临
一些挑战，如成本相对过高，难以实
现减排收益，技术方面仍处于研发和
实验阶段，缺少全流程一体化技术示

范，同时也存在地质复杂性带来的环
境影响和环境风险。他认为挑战的
背后也是机遇，比如，国家政策环境
正在逐步优化，相关技术也在取得新
突破。

大同如何发展二氧化碳捕获和
利用？赵宁建议，可以先期开展电厂
烟道气或者煤化工过程中二氧化碳
的捕集，同时结合二氧化碳纯化和二
氧化碳化学利用，建成一个二氧化捕
获和利用的示范工程，起到良好带动
作用。在他看来，二氧化碳的利用，
不仅可以降低碳排放量，为实现碳减
排或者碳中和目标发挥积极作用，而
且有利于变废为宝，助推绿色经济循
环发展。

本 报 记 者 纪 元 元 见 习 记
者 丁亚琴

本报讯 （记者 纪元元 见习
记者 丁亚琴） 1月 9日下午，“一切
为了转型，一切服务转型”创新观念
入心工程专讲第二单元开讲，讲座主
题是“二氧化碳捕获与利用”。听众
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赵宁的带领下，开启了一场新
领域新知识的探寻之旅。

赵宁长期从事煤化工领域的催化
及化学反应工程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
发，开发出了多种高活性、高稳定性的
二氧化碳化学转化的催化剂及反应工
艺；完成了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工业
单管实验；参与完成了二氧化碳经尿
素间接合成碳酸二甲酯工业示范技
术。讲座中，赵宁从二氧化碳与温室

效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出发，提出二氧
化碳捕获技术对减排至关重要，并详
细介绍了该技术及目前利用现状，分
析了我国发展二氧化碳捕获技术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在他看来，二氧化碳
捕获技术是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
间的“桥梁”，利用前景广阔。

讲座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条理
清晰，赢得现场听众阵阵掌声。“听
了赵老师的讲座，进一步增强了自
身 知 识 储 备 ，提 升 了 节 能 减 排 意
识。今后会将今日所学融入课堂教
学当中，为大同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助力大同高
质量转型。”山西通用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老师郝芳说。

“一切为了转型，一切服务转型”

创新观念入心工程专讲第二单元开讲

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助推绿色经济循环发展
——访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宁

为什么要建设能源互联网为什么要建设能源互联网？？（二）

能源互联网的使命

现有问题：现有能源生态体系
中壁垒丛生，多种能源链之间、输电
网与配电网之间的这些“墙”制约了
能源的高效利用，需要更好的互联、
开放、共享、协同。

解决办法：能源互联网能突破
能源共享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壁垒，
促进能源更好互联互通，构建绿色、
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未来。

在数字经济领域：能源互联网
是数字技术、大数据应用和能源电
力技术的融合；能源互联网能带来
全新的商业模式，打通数据壁垒、激
活数据价值、发展数字经济，将带动
整个能源行业变革，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新动能。

在新基建领域：能源互联网可
实现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是
融合基础设施的典型代表。能源基
础设施支撑下的信息化、数字化和

智能化，才能进一步支撑智慧交通
基础设施等其他垂直领域融合基础
设施发展，因此能源互联网是新基
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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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是什么能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是什么？？（二）

②能量灵活传输：发展柔性直
流输电关键技术，可提升电网的灵
活性与安全性。

③开放对等接入：能量产消者
将是能源交易和分享的主体，源的
开放对等接入可为产消者的大量出
现提供保障，并支撑需求响应和虚
拟电厂等各类应用，为能源互联网
市场提高基础；风-车互补，可通过
智能充电减少弃风，降低全过程碳
排放，实现真正的双赢。

④能源物联：传感、物联、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使智能风机的

“自学习、自适应、自优化”变成可
能，可提高 4%至 15%的风电发电量。

⑤多能流综合能量管理系统：
系统具备全景感知多能网络内部状
态，优化调度冷热电气，对多能流运
行进行风险评估和安全控制，建设
虚拟电厂以实现灵活性资源互补互
动等功能，最终达到有效统领信息
流，调控能量流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