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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7 月 7 日获悉，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 下 简 称“ 隆 基 绿

能”）研制的晶硅—钙钛

矿叠层太阳能电池转化效

率达 34.6%，再次刷新世

界纪录。

晶硅—钙钛矿叠层太

阳能电池作为下一代超高

效太阳能电池技术路线之

一，理论极限效率高达

43%。隆基绿能科研团队

于2023年 11月将晶硅—

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效

率提升至33.9%。

为取得进一步突破，

隆基绿能科研团队优化电

子传输层薄膜沉积工艺、

引进高效缺陷钝化材料、

设计开发高质量界面钝化

结构，实现0.7%的电池绝

对效率提升。

隆基绿能首席科学家、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徐希翔

说：“我们开发的叠层电池

技术可与现有晶硅底电池

工艺相匹配，有助于实现太

阳能电池技术升级迭代。”

据悉，2023年，隆基绿

能曾先后打破晶硅单结电

池和晶硅一钙钛矿叠层电

池两项电池效率世界纪录，

其科研团队多次刷新全球

太阳能电池效率纪录。

（科技日报记者 王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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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记者从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哈电电机”）获悉，6月29日至7月3日，哈电电机

自主研发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扎拉500兆瓦冲击式水轮机

模型，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机械实验室圆满完成

验收试验。试验结果显示，哈电电机研发的扎拉冲击式水轮

机模型最优效率、加权平均效率均为国内最高，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扎拉水电站共装设2台单机容量500兆瓦冲击式机组，

哈电电机负责其中1台套机组的研制。项目研发期间，哈电

电机水力研发团队开发专用计算程序，通过优化水斗型线，找

到水轮机性能设计的最优解，经过多轮迭代优化设计和试验

验证，实现水轮机性能的跨越式提升。

验收组就初步模型试验结果、模型验收试验大纲进行充

分分析讨论，确认了模型验收试验流程、试验项目和具体工

况，并见证了模型的安装、调试、试验和尺寸检查全过程。

经验收组专家认定，哈电电机开发的扎拉冲击式水轮机

模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保证值要求，一

致同意500兆瓦冲击式水轮机模型验收通过。

大唐西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西藏大唐扎拉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水电科学

研究院、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哈电电机等单

位代表和特邀专家参加本次验收。

（科技日报记者 李丽云 朱虹通讯员 夏曰滨 刘永新）

世界单机容量最大
冲击式水轮机模型通过验收

图为世界单机容量最大扎拉500兆瓦冲击式水轮机模型。

笔者7月 5日从国家能源集团获

悉，全球首座风渔融合浮式平台——国

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国能共享号”近

日投产。“国能共享号”在浮式海上风电

领域开创了“水下养鱼、水上发电”的海

洋经济开发应用新场景，推动形成了

“绿色能源+蓝色粮仓”新模式，为深远

海绿色能源立体化开发、海洋资源集约

利用提供技术储备。

“国能共享号”项目位于福建莆田

南日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由“漂

浮式风机+养殖网箱”组成，具体包括浮

式平台、4兆瓦浮式风机、系泊系统等。

项目采用三立柱半潜式平台，平台上安

装一台4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平台中间

取正六边形作为养殖区域。养殖水体

约10000立方米，采用开放式近生态模

式进行深海养殖。投产后，“国能共享

号”4兆瓦风电机组在满功率运行状态

下一天可发电9.6万千瓦时，约能满足

4.2万人一天的生活用电需求；一个养

殖周期的鱼品收入可达到数百万元，实

现新能源发展与传统海洋经济共享共

进、互促共赢。

项目依托新能源数字化平台，首次

实现“漂浮式风电+深海养殖”的多元一

体化监控，实现远程监控、无人值守。

项目搭建的智能化深远海养殖设备可

远程直观地观察水下鱼群状态，评估鱼

苗的生长状态和尺寸重量。平台海上

风机所发电力保证了养殖设备安全稳

定运行，解决了传统海洋牧场普遍存在

的“供电不足、供电不稳定”等问题，实

现“以电养鱼，以渔养电”。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纤维材料、氟膜材料、船体端部

连接张紧器等材料在漂浮式风电领域

首次应用，促进了海洋养殖及海上风电

行业设备升级。

在开发建设“国能共享号”过程中，

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探索形成了一

种适合我国海域的漂浮式基础型式，平

台设计获中国船级社原则性批准（AIP）

证书，设计成果通过中国船级社、挪威

船级社等业内专业机构审查验证，可抵

御15级台风侵袭。

此外，龙源电力团队还深入开展跨

领域、跨学科技术融合研究，全力攻克

了风电机组适应性改造等技术，完成14

个专业设计，实现“平台结构、海洋空

间、运营功能”多空间多层次共用；开发

出适用于漂浮式风机的控制算法及使

用平台稳定控制策略，完成了10余项

关键设计升级，解决了我国深远海海上

风电开发的技术难题。 （陆成宽）

记者7月5日获悉，中国一汽与青

岛市政府战略合作签约暨一汽解放（青

岛）商用车开发院揭牌仪式近日在青岛

市崂山区举行。活动发布了我国首款

液氢燃电整车——解放蓝途“星熠”液

氢燃电牵引车。

解放蓝途“星熠”液氢燃电牵引车

由液氢燃烧驱动发电，搭载国内领先的

百公斤级车载液氢系统，续航里程突破

1200公里。整车实现了高效能量管

理、燃电余热利用和液氢冷量回收利用

等关键技术，百公里氢耗可低至8公

斤。该车采用高强钢车架、轻量化铝悬

架等技术方案，整车自重9.4吨，为全

行业最轻。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季一志介绍，这款液氢燃电牵

引车主要应用于干线运输物流场景。

他们针对当前新能源续航里程短的痛

点，汇聚行业优质资源，自主打造全新

底盘平台。该车具有最大功率、最低氢

耗、最长续航、最轻自重、最高安全、最

优适应性等六大优势。

着眼于山东、山西、内蒙古、四川

等富氢省（区市），聚焦副产氢产量大

的煤厂、钢厂等中短途运输场景，一

汽解放还研发推出解放蓝途“星熠”

氢气发动机牵引车。它是国内第一

款可以真正投入市场运营的氢气发

动机整车，配置了自主研发的国际一

流15升氢气发动机，具有高适应、高

动力、高可靠、低成本、低排放等五大

优势。目前该产品已完成整车性能

标定和可靠性试验，8月底将投放市

场试运营。

（科技日报记者 宋迎迎 杨仑）

我国首款液氢燃电整车发布

据新华社讯（记者 贾立君）6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等单位在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举办的铌钪新矿物发布会上

宣布，科研人员在白云鄂博稀土矿

床发现鄂博铌矿、翟钪闪石两种新

矿物。

上述两种新矿物，由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包钢（集团）

公司、包头稀土研究院、中南大学等单

位科研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分别于

2024年5月3日和6月3日获得国际

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

批准。

包钢（集团）公司总经理李晓介绍

说，白云鄂博矿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矿

床，同时也蕴藏大量的铁、铌、钪、钍及

萤石等矿产资源。该矿床1959年以

来发现新矿物18种，鄂博铌矿和翟钪

闪石是在该矿床发现的第19种、第20

种新矿物。

白云鄂博发现的两种铌钪新

矿物，其中蕴涵的有用元素在新

材 料 、新 能 源 、信 息 技 术 、航 空

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具有重大

用途，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白云鄂博矿床发现两种铌钪新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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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工人在安庆市岳西县经济开发区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车间生产空调冷热交换器。 连日

来，工人们每天忙着备货、发货，产品发往全国各地，车间里一派忙碌景象。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空调及

其零部件迎来产销旺季，安庆市岳西县企业做足准备，科学安排生产线，开足马力忙生产，备足产品，以

满足市场需求。 通讯员 吴均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