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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大绿电制氢加氢一体站建成
3月25日，记者在湖南长沙经开区获悉，

三一集团旗下三一氢能新建设的绿电制氢加

氢一体站开展了氢能源重卡的加氢测试。据

悉，这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绿电制氢加氢一体

站，站内碱性电解槽等核心设备均由三一自主

研发，每日制氢加氢量不少于2吨。

目前，我国已建设超过400家加氢站，约

95%为外供氢加氢站，存在运输成本高、多数

加氢站规模较小、设备折旧和人工成本较高

等问题。

三一2000千克氢能示范站为“光伏绿电+

制加氢一体站+氢能车辆应用”的氢能示范项

目，加氢站总投资超3700万元，占地6300平方

米，主要用于满足三一氢能电池车辆、氢能源

重卡和氢能源搅拌车等设备的测试加氢需

求。站点主要采用园区厂房屋顶20兆瓦光伏

作为用电来源，制氢能力达每小时2000标方，

加氢能力为每天2000千克，24小时满负荷运

行时，整站最高制氢能力和加注能力可以提升

到4吨以上，可以满足100辆以上氢能商用车

加注需求。

三一氢能装备研究院加氢装备总体所所

长王志民介绍，此次建设的绿电制氢加氢一体

站采用一体化设计，省去了制氢到用氢之间高

昂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了氢能使用成本。

“以湖南为例，充分考虑到湖南缺少高纯

氢气源情况，采用一体站相较于传统外供氢加

氢站可节省高昂的氢气运输成本。”王志民透

露，经测算，在65%运营负荷下，站点成本低于

30元/千克。这意味着在不考虑国家氢气补贴

的情况下，可做到“氢油同价”，有望助力氢能

交通运营场景商用应用领域示范。

王志民介绍，截至目前，三一氢能已打造

了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解水制氢系统、加氢装备

及核心零部件，成功布局了绿氢的制取—储运

—加注装备全产业链。这一制氢加氢一体站

模式可合理利用化工园区就近风光资源开展

绿电制氢，提供大规模化工用氢，打造“零碳工

厂模式”。

（科技日报记者 俞慧友）

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联合团队借助新的3D打印技术，

开发出一种多层人造皮肤，只需18天即可长成。这种仿真

皮肤可用于提升护肤品测试效率，并催生更好的皮肤治疗方

法。相关研究发表于新一期《先进功能材料》杂志。

制造人造皮肤并不像在培养皿中培养细胞那么简单。真

正的皮肤拥有很多层，皮肤中的不同细胞发挥各自功能。由

蛋白质和其他分子组成的细胞外基质为细胞提供支撑，帮助

细胞保持原位并与“邻居”交流，这是系统正常工作的关键。

为复制这种复杂环境，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由膜分隔的

多层人造皮肤。他们首先开发出塑料支架，通过结构精细的

3D打印线网模拟细胞外基质。然后，他们在这些支架中培

养细胞，制成多层人造皮肤。分隔膜可防止不同层中的细胞

在发育过程中互相混杂。

研究团队指出，新皮肤看起来像真正的皮肤，而其他人造

皮肤没有这样的层次感。新皮肤模型只需18天就能长成，而

此前模型则需要21天到35天，这使新品更具商业可行性。

为制作多孔支架，团队使用了熔融电写3D打印技术。

电场将熔化的打印塑料从喷嘴处喷出并拉成细线，整个打印

过程得到精确控制。

支架使用的材料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可

在人体内使用。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探索底层支架的其他潜

在用途，包括治疗糖尿病足溃疡和为烧伤患者制作皮肤移植

物，以及制造帮助受损神经再生的人工血管和结构等。（刘霞）

多层人造皮肤18天内长成

3月下旬，笔者从香港科技大学获悉，该校以

人工智能为依托设计出10位拥有不同文化背景

的“AI讲师”。学校希望通过“AI讲师”，创新教学

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课堂参与度，并期

望未来能够结合学生喜好和兴趣，设计出个性化

的“AI教室”。

香港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AI讲师”由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计算媒体与艺术学域讲座教

授、香港科技大学元宇宙与计算创意研究中心主任

许彬带领团队研发而成，使用虚拟形象为学生授

课。他们自主研发的3D动作生成系统，令制作出

来的“AI讲师”动作更流畅自然。研发团队在每节

课后收集学生反馈，了解不同风格、语言及表达方

法的“AI讲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有针对性

地对“AI讲师”进行调整。

许彬表示，“AI讲师”不但为学生带来新的学

习体验，还为数字化教学带来全新研究方向。

“‘AI讲师’可以与教师互为补充，让一些较沉闷

的课题变得更有趣，也可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

习需求，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许彬说。

据悉，香港科技大学安排“AI讲师”教授“创意

社交媒体”课程的部分内容，教学内容包括用社交

媒体提升故事叙述能力、了解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影

响等，让学生掌握社交媒体特点，学习如何运用多

媒体技术等进行相关学术研究。该课程面向香港

和广州校区的学生进行异地同步教学。 （罗云鹏）

香港科技大学首批“AI讲师”授课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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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笔者从济南量子技术研

究院了解到，由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

归口管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牵头制定的6项国家标准

通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

发布，将于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

是我国发布的首批量子测量领域国家

标准。

这6项国家标准分别为《量子精密

测量中里德堡原子制备方法》《精密光频

测量中光学频率梳性能参数测试方法》

《量子测量术语》《原子重力仪性能要求

和测试方法》《单光子源性能表征及测量

方法》《光钟性能表征及测量方法》。

标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量子测量

是利用量子特性（能级跃迁、相干叠加、

量子纠缠）获得突破经典测量技术极限，

开拓物理信息感知维度的新一代精密测

量感知技术。这些技术将在惯性导航、

时间基准、目标识别、地形测绘、医学检

验、物理学基本原理检验等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此次发布的6项国家标准提供

了量子测量领域的基本术语和定义，规

范了光学频率梳、光钟、单光子源、原子

重力仪等核心产品性能测试方法，以及

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里德堡原子制备方

法，为我国量子测量领域科技、产业、标

准化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2019年1月，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批准成立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全国量子计算

与测量领域标准化技术归口，秘书处设

在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在中国科学院

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的技术

指导下开展包括量子计算和精密测量领

域的标准化工作。标委会推动成立了国

际首个量子技术焦点组（FG-QIT4N），

组织制定的我国首个量子信息领域国家

标准《量子计算 术语与定义》于2023年

5月正式发布。

（王延斌）

首批量子测量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近日，国网电力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数字电网空间信息平台，顺

利在该公司空间数据内网云应用投产。

这标志着电网三维空间信息管理领域信

息化水平迈上新台阶，步入智能化、云端

化应用的新纪元，为电力行业的创新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目前，该平台研发团队持续监控平

台运行状态，全力开展基础架构性能优

化、空间数据集成处理分析等工作，整体

实际应用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据了解，国网电力空间技术有限公

司为支撑数字电网建设，重点聚焦电网

常规航巡、激光扫描、卫星遥感、气象预

警业务，开展输电线路激光点云三维空

间信息与通道本体数据融合、基于二三

维联动的数据管理等技术研究。

自2015年起开展技术攻坚以来，公

司成功研发三维双引擎协同联动技术架

构，实现电网三维大场景与微观精细化

场景的无缝融合，构建超过17万公里输

电线路三维数字孪生底座，为国网公司

华北分部、华中分部、甘肃公司、山西公

司、西藏公司等提供服务。

此次云上投产，国网电力空间技术

有限公司采用了先进的云计算技术，通

过构建高效的数据处理和分析系统，整

合了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等先进技

术手段，优化完善智能规划选线、电网通

道地物要素精细化管理、电网环境信息

监测与预警分析、输电线路状态模拟仿

真、电网应急调度指挥等功能模块共计

200余项功能点，为电网规划、建设、运

行和维护提供了全方位、多维度的信息

支持。

云技术为数字电网空间信息平台提

供了强大且集中的计算能力，空间数据

处理分析效能相比传统模式下分散的计

算环境提升近60%。同时，基于国家电

网公司统一的内网云建设应用策略，平

台云上应用可有力支持跨地域、多终端

的并发访问和协同工作，为下一步集成

对接电网各专业信息系统，支撑电网设

备数字化管理，构建数智化坚强电网奠

定了坚实基础。 （李诏宇）

电网数智化空间信息平台实现云上投产

绿色风电绿色风电 节能降碳节能降碳

3 月 26 日，位

于安庆市宿松县的

安徽农垦华阳河农

场新洲渡风电场，

风电设施与绿色农

田相映成景，构成

一幅美丽的田园画

卷。近年来，华阳

河农场大力推进光

伏和风电清洁低碳

新能源建设，已建

设 完 成 风 电 机 组

100 台 、装 机 容 量

199.5 兆瓦，每年可

提供新能源发电量

约4.2亿度、节约标

煤约 16.8 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约 41.6

万吨。 李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