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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海上全方位绿色设计油田投产
笔者7月1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

海上全方位绿色设计油田——乌石23-5油田

群开发项目（以下简称“乌石23-5油田群”）顺

利投产，首次将油气从2000米的海底地下引上

广东雷州半岛，成为中国海上油田绿色开发的

新样板。

据介绍，乌石23-5油田群位于北部湾海

域，平均水深约28米，主要生产设施包括新建

两座井口平台，并对乌石陆地终端进行改扩

建。计划投产开发井43口，其中采油井28口，

注水井 15 口。预计 2026 年将实现日产约

18100桶油当量的高峰产量，油品性质为轻质

原油。

乌石23-5油田群秉承高效开发和绿色低

碳一体化思路，从源头攻关，将“绿色低碳”的

战略导向和目标要求贯穿于油田的设计期、建

造期、生产期。乌石23-5油田群仅300亩的乌

石终端狭小空间内集成丰富的绿色处理工艺，

实现了原油处理站、液化天然气站、液化石油

气站、生产水站、变电站、5G基站“六站合一”建

设，开启了油田高效设计、绿色建设新模式，把

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从地下采出的液体中

除了原油，还有大量的生产水，也有伴生天然

气从地底采出。乌石23-5油田群终端处理厂

创新建设生产水处理站和天然气一体化处理

装置，在生产水处理站通过连续四级水处理工

艺，将上游平台所产含油污水处理到A2级注

水标准后，全部输送至海上平台回注地层。这

种处理方式既补充了采油所损耗的地层能量，

又实现了整个油田群生产水全流程零排放、零

污染，是我国北部湾首个实现生产水“零排放”

的油田。

天然气一体化处理装置包含伴生天然气

脱酸、脱水、轻烃回收等多种设备，以及液化天

然气和液化石油气储罐，可以将伴生天然气有

效转化为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两种产品，

并储存、装车外输，实现伴生气全流程深度有

效利用。

同时，乌石23-5油田群整体设计采用岸

电形式发电，通过引入南方电网两条35千伏线

路到乌石终端处理厂，再通过海缆连接海上生

产平台，为维护平台生产、生活提供动能。乌

石23-5油田群是北部湾首个使用岸电的海上

油田，每年减少海上燃气燃烧折合2万吨标准

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万吨，相当于约5800

公顷森林一年的固碳量。

（操秀英）

“太空计算星座”启动建设
7月1日，之江实验室与成都国星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星宇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共商、

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联合推进关键技术研发、工程攻

关和试验验证等工作，合作共建“太空计算星座”，提升太空

计算服务能力，并为后续的星座组网奠定重要基础。

当前，主流算力平台仍以地面算力为主，但地面算力网

依赖大量能源消耗，由此会带来算力成本的急剧上升。而在

“无碳能源”（太阳能）取之不尽的太空，以“太空计算星座”为

基础构建的天基算力网，则可以解决地面算力成本过高的问

题，具有天然优势。目前，由单星服务的“功能机”向网络服

务的“智能机”升级，正成为“太空计算星座”的核心。未来，

“天感地算”变为“天感天算”，可降低数据处理时延和网络数

据传输量。

国星宇航即将于8月发射的AI算力卫星，即太空计算卫

星，便是着眼于将地面算力放到太空，并作为未来天基算力

网的太空计算节点。该卫星将在入轨后重点开展多模态、多

任务、多场景数据处理能力的在轨验证。此前，为实现太空

计算卫星成功发射及在轨验证，今年2月，国星宇航还发射了

全球首颗AI在轨超分商业卫星，其搭载了该公司自研的第六

代“卫星智脑”，现已在轨完成4倍AI超分算法验证。

（刘侠 滕继濮）

7月1日，由中国中车旗下中车株洲所自主

研制的氢能源智轨电车在四川宜宾下线。这是

该企业在国内实现批量交付的首列氢能源智轨

电车，预计8月将在宜宾智轨T4线投入使用。

智轨全称“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是中车株

洲所全球首创、自主研发的兼具轨道交通和道

路交通双重优势的新型绿色轨道交通装备。智

轨采用独创的自主导向与轨道跟随技术，具有

基础设施投资小、建设周期短、调度灵活、低碳

环保、智慧便捷等特点，为城市交通出行提供了

一种兼顾运能与成本优势的创新型中低运量轨

道交通系统解决方案。

2023年，全球首列氢能源智轨电车由湖南

株洲发运马来西亚，当年9月就实现了在马来西

亚的开跑。此次下线的氢能源智轨，是其交付

国内使用的首列氢能源智轨电车。

据了解，此前四川宜宾已投入使用智轨电

车。此次即将交付投入使用的氢能源智轨电车

采用了氢能源动力系统，具有续航里程更长、加

氢时间更短、更低碳节能环保的优势。在运营

效率上，其创新采用了35MPa储氢系统和大功

率燃料电池系统，具有能量转化效率高、加氢速

度快的特点，可大幅提升车辆运营效率；在续航

里程上，氢能源智轨有更长的续航里程。一次

加氢可保障智轨行驶200多公里，能满足城市

公共交通的长距离运营需求。

除绿色环保外，氢能源智轨电车配备了多重安全防护系

统。笔者了解到，车辆研制过程中，氢能系统按高标准开发，

其中氢气泄漏检测功能安全完整性等级达最高等级。采用

的塑料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相比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金

属内胆纤维全缠绕气瓶，不仅安全性能更高，自重还更轻。

此外，它的能量系统采用氢系统+磷酸铁锂电池双系统架构，

氢系统采用了两套独立的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储氢系统进

行冗余设计，开发了一套基于燃料电池和锂电池复杂运营场

景下的能量管理系统。双系统双冗余的能量系统架构，可通

过能量管理系统统一调配输出，在单个系统出现故障时不会

影响整车。 （俞慧友）

氢
能
源
智
轨
电
车
下
线

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6 月 27 日 ，位

于凤台县电子智能

制造产业园安徽坤

泰车辆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车间内，工

人在赶制新能源汽

车专用混合动力变

速 器 订 单 。 近 年

来，凤台县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为民

营企业精心定制更

贴心、便捷、高效的

涉企服务，帮助企

业深挖潜力、激发

活力，助推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李博 李巧玲 摄

吊装滑轨上，智能机器人沿着预设

轨迹前行，前端的红外热成像仪扫过

200余台信号设备，将设备运行状态生

成视频、图片，实时传送回指挥中心……

6月27日，在黑龙江省牡佳高铁1号中

继站内，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研发的第二代AI智能巡检机器人

正在试运行。

牡佳高铁是我国最东端高寒高铁。

其运行环境温差大，线路分布在山区原

野。动车组运行过程中需要实时传送信

号，为动车组运行提供指引。为此，铁路

部门在高铁沿线建设了20个无人值守

的信号机械室进行信号补偿，确保信号

畅通。每个机械室内有200余组信号设

备，牡丹江电务段每月需要安排4名人

员对这些设备进行检查。但由于中继站

地处偏远，车辆无法直接抵达，检修人员

要徒步前往。最近的中继站，检修人员

也要走1个小时才能到达，耗时耗力。

早在2020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便

开展了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工作，以期用

它来代替人工巡检。初代机器人以履带

方式根据地面粘贴的二维码路径进行巡

检。当出现告警信息时，机器人可以自

动采集数据进行分析判断。但由于这款

机器人不具备智能避障功能，在巡检过

程中不时会被杂物、柜体阻挡，影响巡检

效果。

2021年，根据牡丹江电务段的使用

反馈，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开始第二代滑轨式智能机器人的研

发。机器人于2024年5月投入使用。

第二代滑轨式智能机器人采用滑轨

运行模式，最小转弯半径只有30毫米，

还配备了升降云台。它的升降行程高达

2米，可实现无死角位移。该机器人还

增加了2D激光定位器，将最小对位精度

提升至2毫米，确保了定位巡检的精准

性。同时，它还采用了先进的TOF视觉

面阵避障技术，能够敏锐感知到周围障

碍物，有效解决避障难题。

同时，它还兼具监控漏水、温度、湿

度、防鼠等情况的功能，如超过预设值，

机器人将会发出报警信号，提醒检修人

员及时处置，确保信号设备状态良好。

目前，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完成了牡佳高铁20台滑轨式智能巡

检机器人的安装调试，并开始试运行。试

运行合格后，该智能巡检机器人将在牡佳

高铁线路上应用。 （李丽云 朱虹）

AI智能巡检机器人护航牡佳高铁运行

6月28日，笔者来到广州南沙小虎

岛电氢智慧能源站，见到纵横交错的“钢

管森林”旁矗立着3个银灰色集装箱，以

及1个小型储氢罐。这是我国首套自主

研发的百千瓦级电氢双向转换装置。它

于近日在广州正式投运。

据介绍，该装置在国内率先实现通

过一套装置完成制氢和发电，实现了绿

电和绿氢的双向高效可靠转换。这标志

着我国可逆固体氧化物电池技术从实验

室走向了示范应用。

“这个装置基于可逆固体氧化物电

池技术，具有电解池和燃料电池两种模

式，集制氢与发电功能于一体。”广州供电

局氢能源研究中心杨怡萍介绍，“在电解

池模式下，装置通过高温电解水制取‘绿

氢’。将这些氢气收集到储氢罐，可随时

向站内供氢。当一键切换到燃料电池模

式后，装置可将储氢罐内的氢气输送回

装置，通过电化学反应按需发电并网。”

研发团队先后取得大功率可逆固体氧

化物电池等技术突破。目前该装置的系统

电解制氢功率已达100千瓦，电堆平均每

三度电可制一立方氢。相比传统电解制氢

技术，该装置的效率提升了20%—30%。

广州供电局氢能源研究中心技术总

监区定容介绍，该装置可作为储能设备，

在用电低谷时将富余的绿色电能用来制

氢，并储存起来，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风

电等新能源的大规模就近消纳。它还可

作为发电设备，在用电高峰时及各类应

急情况下，将储存的绿色氢气用来发电，

使电力供应更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

该装置实现了从材料到系统的全面

国产化。“作为小型、分布式的能源生产单

元，未来通过模块化叠加组合，装置的制

氢与发电功率可达到兆瓦级。”杨怡萍说。

这套电氢转换装置处于国际先进、国

内领先水平。预计到“十五五”期间，该技术

将进一步应用于冶金、化工等领域，电氢转

换规模将提升百倍，拓展到万千瓦级。

广州供电局副总经理龙云认为，通

过“电—氢”转换，全社会用氢客户可以

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用电客户。这既能大

幅增加电网消纳新能源的能力，也能进

一步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

最终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叶青 黄欣然 黄旭锐）

我国首套百千瓦级电氢双向转换装置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