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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零碳港口”建成
笔者10月24日从山东港口集团获悉，山

东港口渤海湾港集团潍坊港荣获中国船级社

质量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碳中和评价证书，证

明潍坊港全港口范围内已实现碳中和。这标

志着全国首个“零碳港口”建成。

潍坊港位于渤海湾南海岸，岸线长5382

米，拥有丰富的海洋、风能、光能等资源，是进

行“零碳港口”建设的良好试验场地。山东港

口渤海湾港集团以潍坊港为试点，聚焦“调结

构、强技术、重管理”，围绕能源供应多能互补、

能效提升技术应用、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

生态碳汇能力提升等“八大任务”，全力打造

“零碳港口”。

在“零碳港口”建设过程中，潍坊港持续推

进能源结构清洁化。今年9月30日，潍坊港4

台6.7兆瓦风机并网成功，成为山东省首个并

网发电的陆上分散式风电项目，年可用发电量

超7000万千瓦时，在满足整个港区用电的同

时，冗余电量还可通过电网供社会使用。此举

不仅为潍坊港每年节省用电成本约960万元，

而且与相同发电量的常规燃煤火电机组相比，

每年可节省标煤2.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7万吨，减少排放烟尘1.5吨。

如今，潍坊港多能源供应体系初步搭建完

成，形成“风光储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结构，正

式实现“零碳港口”2.0，力争在行业内率先打造

以“全物流链绿色低碳发展”为特点的“零碳港

口”3.0。

今年3月，潍坊港发布“零碳港口”创建方

案，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向其颁发了

承诺性碳中和证书。10月，潍坊港完成对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9010.62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中

和。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依据碳中

和相关证实规范，对今年6月10日—9月10日

潍坊港生产经营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量化和抵消过程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符

合评价依据准则的要求，潍坊港获得碳中和评

价证书。

笔者了解到，下一步，潍坊港将把“零碳”

与“智慧”深度融合，定义通用散货码头零碳智

能化作业模式新标准，建设综合能碳智慧管控

平台，提升港口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将智慧绿

色特征贯穿港口建设全过程。

（宋迎迎）

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
首座转体连续梁成功转体

笔者10月23日从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获悉，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启东特大桥跨宁

启铁路转体连续梁完成转体。这标志着启东特大桥往

崇明方向架梁、铺轨通道正式打通，工程建设取得阶段

性进展。

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境内的启东特大桥跨宁

启铁路转体连续梁采用单T构悬臂法浇筑，在272号—

273号墩之间跨越既有宁启铁路，连续梁全长145.5米，

相当于近6节动车组车厢的长度。转体连续梁重约

9000吨，相当于6000辆小汽车重量，转动角度为顺时

针55度，最远端转动距离达69.23米。转体后梁体与宁

启铁路成124度夹角，是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首个转

体连续梁。

为确保此次转体施工顺利完成，建设管理单位沪杭

客专公司，会同中铁上海工程局项目部通过沙盘预演，

精确计算各工序时间，科学制定完善施工方案。项目部

在新长车务段、新长工务段、南京供电段等铁路运输站

段的配合下，采用ZLDK智能转体系统进行转体施工。

“我们通过监测和预警系统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

态、转盘转过刻度及转速、风速、应力等关键指标，动态

指导转体施工，最终在天窗点内历时2个小时完成转体

全部施工工序，将梁体精准旋转到272和274号墩上，

转体精度达到毫米级，误差不超过3毫米。”中铁上海工

程局站前Ⅵ标项目施工总工程师杨再兴说。

（金凤 姜玉鹏 许文峰 余剑波）

煤炭质量快速检测技术来了。10月24

日，由国家能源集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旗

下海康威视联合研发的融合光谱煤质快速检

测技术在京正式发布。该技术可实时检测煤

炭的热值、水分、硫分和灰分等指标，成功推

动煤质检测耗时由至少8小时缩减至2分

钟。该技术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煤炭质量检

测技术迈入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

煤炭是我国的能源基石，煤炭质量检测

是煤炭生产、销售结算、利用的关键基础。长

久以来，传统的煤质检测技术主要是化学手

段，存在过程复杂、操作差异大、流程长、风险

大、结算周期长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

为解决这些难题，国家能源集团与海康

威视早在2021年就启动了对煤质快检技术

的探索，并于2022年确定了融合光谱煤质快

速检测的技术路线。项目先后完成试验平

台、实验室原理机研发，并于2022年至2023

年开发出在线检测产品。

此次发布的融合光谱煤质快速检测技

术，是一项集煤质快检核心装置、AI模型

与数质量管控平台于一体的原创性技术，

交叉融合了人工智能、光谱学及化学等多

个学科内容，可快速对煤炭进行准确、无损

分析，实现煤炭供需两端全流量实时在线

全自动检测。

值得注意的是，该技术成功实现自动无

人干预，改变了传统采样、制样、化验的复杂

流程，构建了高效、透明的在线检测模式。同

时，其在检测时采集的样品量也呈指数级增

加，比如单列车的检测煤量可达1吨以上，是

传统1克煤样检测量的百万倍，使得样品代

表性大幅提升。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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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10月25日获悉，190千安发电机

断路器成套装置日前正式发布。这是我国

首台百万千瓦以上核电机组用大容量发电

机断路器。

据介绍，该产品由中国电气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旗下中国西电西开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开电气”）自主研发，主要用

于 1000—1400 兆瓦容量的大型核电机

组，实现了大容量核电机组用重大装备的

国产化，可解决AP1000、“华龙一号”等大

型核电站对发电机断路器的紧迫需求，为

我国大型核电站工程建设和运行服务提供

自主可控的安全保障。

在当天举行的“国产大容量发电机断

路器、刚性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应用成果研

讨会”上，西开电气还聚焦国产大容量发电

机断路器、管道母线的技术成果，向业界推

介了200—1400兆瓦发电机组用大容量

发电机断路器成套装置、电气制动开关成

套装置、抽水蓄能机组成套开关设备、燃气

机组用发电机断路器成套装置以及252—

1100 千伏系列刚性气体绝缘输电线路

（GIL）解决方案。

作为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中国西电的核心子企业，西开电气自主研

发制造的大容量发电机断路器系列产品广

泛应用于水电、火电、核电、燃机和抽水蓄

能电站。“西开电气聚焦前沿技术，加速成

果转化攻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研发出一

系列达到国际顶尖水平的创新产品和技

术，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夯实了电

气装备‘国家队’的基石。”中国西电党委常

委、副总经理谢庆峰说。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电力装备行

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未来我们应依

托工程建设，加强交流合作，带动国内骨干

制造厂硬件条件和软实力的大幅提升，形

成我国高端电力设备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

力。”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副主席

刘泽洪说，只有在电力建设中更多、更广泛

地使用国产先进设备，才能推进电力装备领

域高端核心技术和装备的自主可控，从而出

现更多类似“大容量发电机断路器”这样技术

先进、填补国内空白的产品，实现我国电力设

备整体技术水平的突破和超越。 （刘园园）

国产大型核电机组用大容量发电机断路器发布

在10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干细

胞与再生医学协同创新平台大会上，由我

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干细胞数据国

际标准IS0 8472-1:2024正式发布。该标

准的制定和发布，将推动我国干细胞研究

和应用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干细胞

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水平，为全球干细

胞研究和应用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据悉，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 ISO

8472-1:2024对实现干细胞海量数据的

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它规定了干细胞

数据互操作性框架，适用于管理干细胞数

据的数据库、数据管理系统、网页接口等，

为后续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制定提供了体

系构架，将为干细胞转化应用的国际共享、

互联互通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乔格侠表

示，首个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的发布，标志

着中国在干细胞数据管理的国际舞台上迈

出重要的一步，为全球干细胞数据管理和

应用提供了规范和指导，展现了中国在生

物技术领域创新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大会还发布了人大脑皮质类器官、人

小胶质细胞、人间充质干细胞血液相容性

评估技术规范等16项团体标准。这些标

准涵盖干细胞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发展等

方面，由中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协同创新

平台协同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标准工作委

员会、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干细胞分会等

机构组织制定。 （安轩）

全球首个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发布

笔者10月25日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

团（以下简称“中国航发”）获悉，由中国航

发完全自主研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900

千瓦级涡桨发动机AEP100，于日前成功

配装全球最大无人运输机——白鲸航线

W5000大型无人运输机。

AEP100涡桨发动机在1000千瓦级

民用涡轴发动机AES100基础上进行“轴

改桨”研制，具备安全、可靠、长寿命、低油

耗等特征，可显著降低运营成本，计划

2025年适航取证。

AEP100涡桨发动机可配装2至6吨

级通用飞机或3至10吨级无人机，综合性

能达到国际现役同级别先进水平。此次配

装白鲸航线W5000大型无人运输机总装

下线，是该发动机市场开拓的重要里程碑，

表明其已初步获得市场认可。

据介绍，W5000大型无人运输机最大起

飞重量10.8吨，载重量近5吨，航程达到2600

公里，是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主要用于

支线航空物流和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等领域。

近年来，中国航发以科技创新为指引，

加快开发适应低空经济市场需求的通航动

力产品，形成了以 AES100、AEP100、

AEF100、AES20等发动机为代表的多型

通航动力产品，为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加快

建设交通强国提供了有力动力保障。（孙瑜）

AEP100发动机配装全球最大无人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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