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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天然气储气库应用“智慧大脑”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近日

发布的消息，我国最大天然气储气库——新疆

油田公司呼图壁储气库自3月28日开始本周

期注气以来，截至8月15日累计注气已突破20

亿立方米，日注气量最高达到2600万立方米，

创历史新高。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数字化

技术支撑。

呼图壁储气库是西气东输二线首座大型

储气库、国内首座库容超100亿立方米的大型

储气库，也是中亚进口气进入国内后的首座储

气库，其容量目前位列世界第六、亚洲第一。

呼图壁储气库承担着西气东输管网沿线城市

季节调峰、应急供气以及新疆北疆地区季节调

峰的双重功能。

今年6月，国内最大压缩机在呼图壁储气

库投入使用。今年，该储气库还利用数字模拟

技术，实时监控储气库压力、流体分布情况，进

行精细注气，已优化调整注气530井次，日注气

量较上一注气周期提升1150万立方米，持续

14天保持在2600万立方米。

“我们采用‘一井一策’管理，精准制定每

口井的注气制度，根据分析结果合理安排每口

井的注气量。”新疆油田储气库有限公司集注

站运行班班长张戈说。

随着油气行业数智化进程加快推进，呼图

壁储气库近年加速拥抱数智化技术，成功打造

无人值守的智慧气仓。

新疆油田储气库有限公司集注站副站长

许鹏介绍，储气库投产初期，生产数据采集与

存储功能还不完善，员工需要每两小时进行一

次巡检，记录生产运行参数。“运用物联网及人

工智能技术后，员工在生产指挥中心通过工控

系统就可对生产参数进行集中监测及远程调

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

储气库‘智慧大脑’的应用，让我们更有底气为

冬季天然气供应保驾护航。”许鹏说。

此外，呼图壁储气库运用数字孪生技术，

大幅提升储气库数字化水平，安全管控能力较

以往提升50%，站场风险划分识别更加清晰。

同时，数智化远程控制平台可以实现井、站、气

库、公司四级联动控制和智能监控的远程操

作，工作人员通过站控平台就能对站内阀门进

行工艺流程的快速切换。

“我们以前进行流程切换操作，需要3个人

转动阀门上千圈。现在运用数智化设备，我一个

人30秒就能完成，实现了及时高效的操控。”新

疆油田储气库有限公司集注站组长李晓说。

（操秀英）

长白山40米射电望远镜
天线顺利吊装

笔者从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获悉，8月27日下午，

长白山40米射电望远镜天线主反射体在我国吉林省长白山

顺利吊装，标志着天线机械架设初步完成，为后续伺服调试

及电气验收打下良好基础。

长白山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是一架全实面、全可动、高

精度、多用途的地平式射电望远镜，将承担我国探月工程四

期和深空探测的甚长基线干涉（VLBI）测定轨等任务。其

天线系统作为探月工程VLBI测轨分系统，可完成对可视区

范围内航天器信号的接收及跟踪，为月球探测器进行高精

度轨道测定。同时，基于射电天文的观测，可开展黑洞、活

动星系核、天球参考架等天体物理和天体测量研究，实现科

学技术跨越发展。

据悉，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于2023年底完成40米

望远镜天线系统关键部件出厂测试验收。今年5月初工程

人员入场建设，经过4个月努力，完成天线主反射体吊装。

（付毅飞）

智能网联汽车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一

大制高点。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有序推进过

程中，公安交管部门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做好

管理保障工作。8月2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

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局长王强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发放

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号牌1.6万张，开放了公共测试

道路3.2万公里，有力支撑了自动驾驶技术验证和

更新迭代。

“目前，我国正在形成覆盖道路测试、示范应

用、准入和上路通行的自动驾驶汽车综合管理体

系。”王强介绍表示，在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方面，

2021年7月，公安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

部联合发文，明确规定了自动驾驶汽车开展上路

技术测试和示范应用的主体、驾驶人和车辆，道路

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以及交通违法、交通事故处

理等方面的要求。

在准入试点和上路通行方面，2023年11月，

公安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作出规定，

对经过技术测试、具备量产条件的自动驾驶汽车

产品开展准入试点。准入试点后，纳入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告的自动驾驶汽车可以购买保险、办理

车辆注册登记，在限定区域内开展上路通行试点。

在试点“车路云一体化”的应用方面，公安部

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针对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和网络安全，细化完善了相关的

管理措施。

“公安部还积极推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

在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测试、上路通行、交通违法

和事故处理相关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

定。”王强表示，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工作

已经被列入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计划、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第一类项目。

同时，公安部还积极推动相关技术标准的制

修订。王强介绍，在自动驾驶登记管理、身份认证

和安全、道路通行管理等方面，公安部积极推进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技术要求》等8项国

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公共道路测试场

景要素及设置要求》等10项公共安全行业标准的

起草制定工作，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自动驾驶汽

车技术标准体系。 （何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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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款百公里级氢动力多旋翼无人机进入量产阶段
连续飞行90分钟后，一架轴距1.6

米、起飞重量近25千克的无人机在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杭州国际校园科研楼前的草

坪上平稳降落。这是8月26日下午，“天

目山一号”氢动力长航程多旋翼无人机

（以下简称“天目山一号”）的测试场景。

天目山实验室“高性能机载氢动力系

统研制及应用”项目首席科学家、“天目山

一号”总设计师徐伟强介绍，这是全球首

款百公里级氢动力多旋翼无人机，目前已

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具有超长续航、超

低温环境适应性和零碳环保特性。

采用锂电池供电的工业无人机，常

温下飞行时间普遍不到1小时，飞行半

径仅为几公里，低温环境下续航还要

“打折扣”。

相较于锂电池，氢燃料电池具有清

洁、宽温域、能量密度高等优势。用氢燃

料电池供电，被业内视为解决工业无人

机行业痛点的有效方案。

天目山实验室是浙江省人民政府批

准设立的航空浙江省实验室，是支撑浙江

省高水平建设民航强省、打造低空经济发

展高地的创新策源地。自2022年立项研

制“天目山一号”以来，徐伟强就带领团队

开展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高低温适

应性的机载氢动力系统技术攻关。

徐伟强介绍，“天目山一号”采用一

体化成型轻质碳纤维机身，空机重量19

千克，最大挂载重量6千克，最大续航4

小时。它的长续航动力，来自团队完全

自研的氢动力系统。

“在材料配比工艺、轻量化设计等方

面，团队围绕氢动力系统研发做了大量

工作。”徐伟强表示，氢动力系统由氢燃

料电池及储氢装置组成，其中采用的风

冷燃料电池堆，能量密度最大可超过

1000 Wh/kg，约为锂电池的5到6倍，极

大地提高了无人机的续航能力。

此前，“天目山一号”已经历数次测

试，比如今年1月在内蒙古根河零下40

摄氏度的环境下连续飞行超100分钟，8

月在西藏林芝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

完成低氧环境下的连续飞行测试。

值得一提的是，“天目山一号”也是

全球首款集成降落伞设计的量产型氢动

力无人机，当飞行过程中出现意外，会自

动弹出降落伞，提升无人机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

今年3月，“天目山一号”在陕北某

地开展天然气管线泄漏巡检的示范作

业。其间，“天目山一号”携带多载荷，

在地势起伏的黄土高原仿地飞行超两小

时，连续巡检50公里，在个别点位测出

隐患。

“巡检时，无人机不能飞太高，也不

能飞太快，需要仿地飞行。这种飞行模

式对电池续航要求很高。”徐伟强说，按

照传统的巡检方式，工人们需要驱车到

山下，登山后分组分段巡检，成本高且效

率低。如今这项工作，只需操作一台无

人机即可完成。

针对工业无人机长距离、大面积的

作业需求，无人机机巢应需而生。然而，

单台机巢覆盖半径通常为几公里，需要

提升建设密度来扩大作业范围。

“天目山一号”具备一键自主起降、

100公里超视距连续作业的技术能力，改

变了传统工业无人机的应用模式，已在

油气勘探、电力巡检、应急救援、森林防

护、水利监测等多场景获得示范应用，尤

其在连续长距离作业和北方高寒工况

下，具有广阔的市场推广应用前景。

基于该成果，项目团队已注册公司，

正与央企国企开展深度对接，将在浙江

进一步推动该成果的产业化，已有产线

可实现年产300台“天目山一号”。

（洪恒飞 吴启帆 江耘）

最大载重六千克、最大续航四小时、极寒环境正常飞行——

共
享
储
能
电
站

共
享
储
能
电
站
助
力
绿
色
发
展

助
力
绿
色
发
展 8月23日，在位于淮北市烈山区的淮北皖能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储能场站，工作人员在对储电设备进行巡

检。 近年来，淮北市积极落实“双碳”政策，通过建设新型共享储能电站、增强电网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能力，

推动绿色能源结构转型，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能源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淮北皖能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储能场站

为电网侧大容量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可接收电网统一调度，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以及应急备用电源等多项辅

助服务，为促进地区新能源消纳、降低电网负荷压力、助力省内保供保电发挥重要作用。 冯树风 杜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