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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煤炭清洁化始于开采让煤炭清洁化始于开采让煤炭清洁化始于开采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

告》 中提出，“提升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

中的地位”，“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这

表明，本届政府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

视。而中国装备制造业虽然受前几年国内

投资的强力拉动，获得了较快发展，但与

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仍然不小，要实现地

位提升、享誉全球的目标，亟待转型升

级，要爬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这个“坡”，

过核心技术的这道“坎”。

我国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大产业。从横向

看，分支多，服务面宽，上可航天航海，下

可耕田犁地；从纵向看，任何一个分支，也

都是一个从零部件到主机产品的完整产业

链。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在纵向和横向两

个维度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产业链纵向发展不均衡，制约产

业向高端升级。装备制造业的分支产业链

发展现状是：主机企业出现了一批龙头企

业，有规模，其中不乏百亿、千亿级企

业，有的甚至在全球有品牌、有地位、有

话语权；但为之配套的企业大多还是创业

型、中小型企业，它们处于产业链底部，

规模较小，技术较弱，装备较差，没有能

力自我升级，难以支撑产业向高端突破；

为主机配套的拥有关键技术的核心零部

件，占有高附加值，但大多数却要从欧美

企业采购，成为制约产业向高端升级的瓶

颈。以工程机械为例，3 家中国企业已进

入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前十。但为之配套的

国内企业数以千计，高端的液压件、密封

件、传动件、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还大多

依赖进口。

二是产业链横向资源不共享，制约产

业加快升级。对装备制造业来说，材料、

机械、电气、液压等学科都属于行业共性

技术。“行不同，理同”，对这些共性技术

进行基础研究与延伸开发，能够使大装备

制造的各分支行业共同受益。但是，由于

长期以来形成的条块分工，缺乏对共性技

术的联合研发和成果共享。比如，我们的

航天工业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但我们的

农业机械在深翻、收割等方面与世界高端

农业机械却还存在相当差距。

要突破上述两大瓶颈，迫切需要政府

出手，用市场的方法，在纵向的核心关键

零部件技术和横向的共性技术这两个重点

领域积极引导。若能如此，将能收到四两

拨千斤之效。具体有两点建议：

第一，建议国家以市场为导向，以入

股方式和企业共同组建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

的股份公司，在纵向上补齐产业链短板。政

府用这种市场手段来配置资源，在产业链的

关键点上精准发力，可以解决前期投入大，

单个企业没有能力投资、也很难获得大的市

场的难题，从而破解我国在装备制造业产业

链上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的难题。

第二，建议国家制定优惠政策，鼓

励、支持合适的企业、科研院所、高校，

组建跨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

联盟，实现装备制造业成果共创共享，从

横向打通产业链，加快装备制造业转型

升级。

(作者系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国装备制造业要爬“坡”过“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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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
硫基新热电材料可实现商业应用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印度 6 个国企近
期在拉贾斯坦邦联合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地
点巨型太阳能发电项目。

该项目预计占地 1.9 万英亩，在未来 7-8
年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 1000 兆瓦预计在
未来 3 年完成，其余的 3000 兆瓦将在随后阶段
建成。该太阳能光伏电厂将采用晶体硅技术的
光伏组件，预计工作寿命为 25 年，如果全面竣
工，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电站，年发电量约为
64 亿千瓦时，从而每年可减少 400 万吨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新展会
智能机器人高交会集中亮相

第十一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暨第七

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近日在重庆开

幕。高交会现场的各种智能机器人吸引了观众

的眼球，它们有的会跳舞，有的会下棋、玩魔

方，有的能够熟练地按照指令进行工业生产。

图为高交会上中科院展示的智能机器人在表演

歌舞。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史迅、陈立东与美国科
研人员合作，发现一种由铜、硫元素构成的新型
高性能“声子液体”热电材料 Cu2-xS。

热电材料可将大量耗散废余热转换成电
能，具有无运动部件、安全可靠、不排放燃烧污
染物、应用温度范围宽等显著特点，可作为一种
新型清洁能源技术获得广泛的应用。目前已开
发的典型热电材料几乎均由价格昂贵或有毒性
的重元素组成，很难满足规模化工业应用的要
求。而已有的硫基材料热电性能又较差，最佳
热电优值约 0.8。新发现的硫基“声子液体”热
电材料将热电优值提高到 1.7，与现有重元素典
型热电材料性能相当，同时其构成元素铜和硫
的储量丰富、无毒性、价格低廉，因此有望实现
大规模商业化应用。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爱尔兰首个可
用于人体的干细胞制造中心近日在爱尔兰国立
戈尔韦大学成立。

该中心是欧洲少数几个获得许可的干细胞
制造中心，可生产用于治疗关节炎、心脏病和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干细胞，正开展间充质干细
胞的临床试验。间充质干细胞从成人骨髓提取
培养，可用于治疗糖尿病并发症——严重肢体
缺血症，这种疾病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会导
致截肢。据戈尔韦大学估计，目前全球有超过
1900个细胞治疗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新动态
爱尔兰建立首个干细胞制造中心

新应用
印度建立世界最大光伏电站

新技术
浙江省投运首个县级智能电网工程

众所周知，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尽
管国家一直在努力调整能源结构，试图降低
煤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但在可预见的时间
里，能源结构中煤炭仍将占主导地位。基于
这一国情，如何高效清洁地利用煤炭资源，
应对能源安全与雾霾治理迫在眉睫。新奥集
团煤基低碳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甘中
学说，最佳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
可不可以在根子上，也就是在能源开采的过
程中就实现清洁化，让煤变“白”？这是我们
实验室最主要的攻关内容。

实验室副主任毕继诚说，城市中的煤
电油正在被天然气慢慢取代，“天然气经
济”时代正在来临。但根据统计数据，2013
年我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 30%。甘
中学认为，解决富煤少气的困境，需要对煤
进行气化。他说：“我们研究了一种低温催
化技术，不用把煤开采出来，而是让它有控

制地在地下气化，然后利用管道把煤气输
送出来就可以用于发电，经过净化处理以
后成为甲烷。变采煤为取气。”

毕继诚告诉记者：“煤是一种综合化学
品位的能源，而热能是品位最低的一种。通
过气化，制成天然气后，煤炭能量转化将由
40%提高到 50%以上。”他介绍：“我国原有
的气化技术基本上是高温燃烧，温度在
1100℃以上，耗能比较高，并且 1100℃以
上的温度特别利于二氧化碳的形成。然而，
我们实验室研发的低温催化技术正好解决
了这个问题。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使煤的气
化温度降至 700℃左右，不仅节能并且在

这个温度下有利于碳与氢的形成，所以甲
烷的含量很高，减少了二氧化碳的产生。低
温催化气化技术使甲烷产出率接近 24%，
指标达到世界领先。”

目前，煤基低碳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基本上形成了四类主要气化方式。通过加
氢气化来解决普通煤的气化问题；用催化
气化技术利用褐煤；超临界气化，解决含水
量较高的煤炭；地下气化把技术上没法开
采的煤直接转化成合成气加以利用。这些
技术基本上覆盖了我国主要煤炭种类。随
着不断的技术中试并走向成熟，把黑煤变

“白”不存在障碍。

本报记者 温宝臣

一间玻璃房里，成百上千白色封闭的
玻璃管错落井然。黑绿色的液体正在管子
里翻滚流动，似乎可以听到生命拔节儿的
声音。

“这种绿色的物质是我们实验室自主研
发的微藻，流动的液体主要是高盐废水，管
道里还有看不见的二氧化碳，这些物质在管
道里形成了自给的生态环境。微藻利用高盐
废水这种模拟海洋环境，在光合作用下，吸
收二氧化碳，实现了高度自养，繁殖速度非
常快。”在微藻养殖大棚里，讲解员这样介绍
微藻生物吸碳技术。

这种被称为微藻的生物不仅有吸碳
作用，可以大量吸收工业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废气，而这些
废 气 正 是 导 致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的 主 要 因
素。还可以通过油脂提取和高效处理等
技术，生产生物柴油、医药保健品原料和
饲料等产品。可谓 一 举 两 得,“ 吃 ”二氧
化碳，制出生物柴油。目前世界上已知的
微藻有几千万种，真正实现利用的微藻
只有几十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反复试
验，不断测试不同的温度及酸度水平下
的各种藻类栽培技术，正在尝试几种不
同的藻类，以找到油脂合作能力与生长
速度兼顾的一种。

“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不仅要强
调能源的供给安全，更要关注能源消费中
的环境安全。”甘中学说，新奥集团在内蒙
古达拉特旗建设 5000 吨微藻生物柴油示
范工程，对煤电厂和化工厂等排放二氧化
碳进行就地洗后和资源化利用，生产生物
能源。这一工程已成为国家级微藻生物能
源示范项目。

我国能源结构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分
布不均，导致能源大规模的跨区域调配。
同时，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设
备接入电网系统，进一步加剧电网调峰难
度，造成上网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弃风弃光严重，设备利用效率低下，可再生
能源产业难以规模发展。甘学中认为，能
源利用不应孤立、简单线性的，而应该基于
系统能效最优的多品类能源协同、互补、循
环的智能应用。

正是基于这种思路，依托新奥集团，实
验室研发了泛能网技术，也就是利用能源
和信息技术，将能源网、物联网和互联网高
效集成的能源互联网。其核心装备包括泛
能机、泛能站、泛能能效平台、泛能云平
台。泛能机能实现多种化石能源、可再生
能源、环境势能等的输入，并实现气、电、
冷、热等多品位能源的输出。泛能站通过
燃料化学能的梯级利用及对环境势能的借
势增益，将整体能源利用效率由传统热电

分产的 40%-60%提高到 85%以上。泛能
云平台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发现价值交
换机会，提供运维、交易、数据等服务，实现
能源、资源价值的最大化。

目前，泛能网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依
托泛能网,新奥集团对中国工程院综合办
公楼进行了节能改造,正在建设中的青岛
中德生态园项目也将利用泛能网,使能源
综合利用效率提升到 80.8%,综合节能率
达到 50.7%。新奥还为广东肇庆 115 平方
公里的新区制定了能源发展规划，目标使
新区煤炭使用量为零，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达 25.08%，电网中可再生能源占比大于
41%，绿色建筑占公共建筑比例超过 90%，
能源网络智能化覆盖率超过 90%。

变采煤为取气

微藻吸碳制油

专注系统能效

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在民营企业绝
非偶然，这其中不能缺少企业在技术和人
才方面的储备以及对趋势的超前判断。

早在2006年，新奥成立研究院，致力
于清洁能源战略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
新奥在廊坊建成拥有5000余平方米的中
试基地，推动二氧化碳资源化，确定“化石
能源全生命周期清洁化”技术发展战略。
在这些技术和规划的基础之上，2010年新
奥煤基低碳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获得
科技部批准设立，并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的事业需要人才支撑。2003年新
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结识甘中学博
士，力邀共同发展清洁能源这一新兴产
业。随后两人在清洁能源发展思路上出现
的“王市场”与“甘技术”之争，也在新奥内
部被传为美谈。两人相互启发形成的“系
统能效”和“泛能网”技术设想成为新奥集
团和实验室的工作重点。

依托新奥集团，实验室有计划、分批次
从海外引进智能能源装备、清洁煤化工、微
藻生物能源领域人才充实研发队伍。截至
2013年底，拥有核心研发团队400余人，海
归博士19人、国内博士36人，其中国家千人
计划4人；共有30余项课题进入国家863计
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拥有授权专利241项，其中发明
专利141项。

清洁化、智能化的新能源技术战略落
地，实现了产学研用的顺利对接，新奥集团
与煤基低碳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相得益彰。

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速写

煤基低碳能源

国家重点实验室

③

煤基能源全生命周期低碳排放技术总流程

新奥乌兰察布气化采煤工业化示范基地

浙江省首个县级智能电网综合系统——临

安青山湖科技城智能电网综合建设工程近日投

运。该工程总涵盖电力系统发、输、变、配、用等

环节，运用了智能配用电一体化通信平台、智能

家居、巡检机器人等先进技术，预计每年将节省

标准煤 179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50 吨，减少

粉尘排放 122 吨。图为工作人员在示范用手持

电子设备控制智能家居内的电灯、空调、窗帘等

设备。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