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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

完成，红沿河核电站6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

运行，该站成为国内在运装机容量最大核电

站，装机容量超过671万kW。据悉，作为我

国东北最大的电力能源投资项目，红沿河

核电站于2007年8月开工建设，一期工程4台

机组采用中广核CPR1000核电技术，于2016
年9月全部投产商运。二期工程（5、6号机

组）于2015年开工建设，采用全面升级的

ACPR1000核电技术，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

自2013年1号机组投产发电以来，红沿

河核电站上网电量始终保持稳中有升。随着

5号机组在2021年投入商运，红沿河核电站

上网电量达372.26亿kWh，为历年之最。根

据预测，红沿河核电站6台机组全部投产，

年发电量可达480亿kWh，约占辽宁省全社

会用电量的20%，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452
万t，减排二氧化碳约3993万t。在安全稳定

提供清洁电力的同时，该站积极推进周边社

区的核能供暖项目。2022年3月9日，红沿河

核电与国家电投东北电力有限公司签署了

《核能供暖示范项目建设运维合作协议》，

计划于2022冬供热期实现对周边供暖，先期

规划设计供暖面积24.24万m3。

（摘自《中国电力报》）

6月24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在京发布《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报告2021》。《报告》展望，预计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

达到10亿t标准煤左右。“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量在全

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超过50%，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

2025年，地热能供暖、生物质供热、生物质燃料、太阳能热利用等非

电利用规模达到6000万t标准煤以上。

为如期实现以上目标，将重点推动以下工作：大力推进基地化规

模化开发。在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禀赋较好、建设条件优越、具备规模

化开发条件的地区，加强源端多能互补研究，着力提升新能源就地消

纳和外送能力。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持续推进陆上风电光伏重大基地开发建设。统筹推进水风

光综合基地一体化开发，完善水风光综合基地的资源开发、市场交易

和调度运行机制。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积极推进光伏发电分布

式开发，推进“光伏+”综合利用行动。鼓励风电分散式开发，创新

风电投资建设模式和土地利用机制，大力推进乡村风电开发。稳步发

展生物质发电，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加快发展生物天然气，

大力发展非粮生物质液体燃料。全面推进浅层地热能开发，有序推动

地热能发电发展。不断拓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新领域、新场景，多措并

举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应用。加快建设可再生能源存储调节设施，

强化多元化、智能化电网基础设施支撑。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终端直

接利用，扩大可再生能源多元化非电利用规模，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

化制氢利用，多措并举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

（摘自 中国能源新闻网）

 6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通知，要求切实落实燃煤发电

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做好电力保供工作。

通知指出，对购买使用进口煤炭的燃煤发电企业，符合《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规定的，在纳税人自愿

申请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留抵退税办理进度，规范高效便捷为其

办理留抵退税。通知要求，各地财政和税务部门要高度重视燃煤发

电企业留抵退税工作，密切部门间协作，加强政策宣传辅导，及时

掌握企业经营和税收情况，重点做好购买使用进口煤炭的燃煤发电

企业留抵退税落实工作。                                            （摘自 人民网）

两部门：切实落实燃煤发电企业留抵退税政策 
做好电力保供工作

6月24日，财政部正式下发《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

知》，下达山西、内蒙古、吉林、浙江、湖南、广

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

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

助资金预算。本次下达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

275496万元，其中风电项目147061万元，光伏项目

125545万元，生物质发电项目2890万元。资金支付

方式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有关制度执行。

《通知》要求严格按照预算管理，尽快将补

贴资金拨付至电网企业或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

力系统项目企业，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项目

应优先足额拨付至2021年底。电网企业应严格按

照《资金管理办法》，按月将相关资金拨付至已

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清单的风电、太阳

能、生物质等发电项目，并及时公开资金拨付情

况。此外，《通知》提出省级财政部门和电网企业

应加强补贴资金的监管，及时纠正审计以及各类

核查中发现的问题。为保障资金安全，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电网企业应按年度对补贴资金申请使

用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必要时可聘请独立第三

方，同时做好绩效自评。    （摘自 财政部网站）

财政部下达2022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地方资金预算

日前，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消息，2022年1～5月，全国累

计核能发电量为1663亿kWh，较2021年同期上升4.5%，高于全国

同期发电量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同期累计发电量的5.1%。目

前，全国各大核电基地总体运行平稳，发电量保持稳中有升。

从区域来看，广东是我国目前在运核电机组最多的省份。

从2021年底开始，位于广东的大亚湾、阳江、台山等多个核电基

地在满足系统安全和电力平衡的基础上，按照多发、满发的原

则，合理安排调度计划，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稳定的用电保障。

2022年一季度，大亚湾核电基地上网电量113.72亿kWh，同比增

长4%，阳江核电基地上网电量113.13亿kWh，同比增长17.33%。

在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6台机组保持稳定运行。数据显示，

连云港市2022年一季度新能源发电量为144.09亿kWh，同比增

长34.3%。其中，核能发电量占比达95.7%，为目前核能发电量

占新能源发电比例最大的地区。针对2022年以来我国核能发电

量稳步上升的情况，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廷克认为，核

电机组数量增加、政策扶持以及核燃料供应稳定是重要有利因

素。截至目前，我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共54台，总装机容量达 
5581万kW，居全球第三。                   （摘自 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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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1》发布

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11亿kW
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

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11亿kW，同

比增长15.1%；其中，常规水电3.6亿kW、抽水蓄

能0.4亿kW，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

能源发电装机突破7亿kW。

数据显示，1 ~ 5月份，全国可再生能源发

电新增装机4349万kW，占全国发电新增装机的

82.1%，已成为我国发电新增装机的主体。发电

方面，1~5月份，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1.06
万亿kWh，同比增长16.8%，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1.5%。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投入商运

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开发的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

电投资项目——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日前全面投入

商业运营。卡洛特水电站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杰赫

勒姆河，总装机72万kW，是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

优先实施项目和首个大型水电投资项目，也是被写入

中巴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水电投资项目。

卡洛特水电站于2015年4月破土动工。项目全面

投产发电后，年平均发电32亿kWh，为巴基斯坦提供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清洁能源，可满足当地约500万人

用电需求，将有效缓解巴基斯坦电力短缺问题。项目

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0万t，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350万t，在推动巴基斯坦能源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同时，助力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目前，三峡

集团为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清洁能源供应等基

础设施，境外装机总量约1800万kW。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7月1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白鹤滩—江苏

±8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竣工投产。该工程是全球

首个混合级联特高压直流工程，在世界上首次研

发“常规直流+柔性直流”的混合级联特高压直流

输电技术。

白鹤滩—江苏工程起于四川省凉山州布拖

县，止于江苏省常熟市，途经四川、重庆、湖

北、安徽、江苏5省市，线路全长2080km，新建

白鹤滩、虞城2座换流站。工程总投资307亿元，

于2020年12月开工建设。该工程首次研制可控自

恢复消能装置、大容量单柱换流变压器、幅相校

正器等20种新设备。其中，可控自恢复消能装置

可以快速实现毫秒级能量平衡，大幅提升华东电

网受电能力。工程竣工投产后，虞城换流站将成

为世界首座采用常规直流和柔性直流混合级联接

线的换流站。白鹤滩—江苏工程是继锦屏—苏南

特高压工程之后，第二条川电入苏特高压工程，

其输电能力达到800万kW，每年可增送四川丰期

富余水电40亿～60亿kWh，大幅提高水电利用效

率。据投资估算，白鹤滩—江苏工程增加输变电

装备制造业产值约180亿元，带动电源等相关产业

投资约1000亿元，并增加就业岗位超过两万个。

（摘自《科技日报》）

华东地区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

6月30日，华东地区最大抽水蓄能电站，三峡集团所属三

峡建工浙江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6号机组顺利结束15天考核试

运行，正式投产发电。至此，该电站6台机组实现全部投产。

长龙山电站位于浙江安吉，地处华东电网负荷中心，

共安装6台35万kW抽水蓄能机组，总装机容量210万kW，

主要承担华东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相、系统备用等

任务，平均每年可为华东电网在用电高峰时段增发电量 
24.35亿kWh。长龙山电站属于“高水头、高转速、大容量”

日调节抽水蓄能电站，工程特性指标在已投产抽蓄电站中囊

括三项“世界第一”、四项“国内第一”。电站主要包括

上水库、下水库、输水发电系统、500kV地面开关站等建筑

物。据了解，自2021年6月底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以来，

长龙山电站建设和运行有序衔接，一年内陆续实现6台机组

投产，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发送清洁电能超15亿kWh，为华东

地区能源保供和电网平稳运行贡献积极力量。

（摘自《中国电力报》）

近日，南方电网发布消息，截至6月28日，内地

通过南方电网向香港输送电量累计突破3000亿kWh，
达到3043亿kWh，约占香港总用电量的1/4，为香港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对港供电的电力主要来自大亚湾核电站。自

1994年首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以来，大亚湾核电

站每年为香港供电超过100亿kWh，至今已连续供

电28年。目前，南方电网通过11条高压输电线路

与香港联网，把大亚湾核电站近80%的发电量输送

到香港，并提供调峰调频和事故应急服务。据介

绍，28年来南方电网持续为香港输送100%的清洁能

源，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38亿t。根据规划，

“十四五”期间，粤港两地将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开工建设500kV皇岗输变电工程，完成4
条高压输电线路和深圳变电站的改造升级。届时，

内地对港最大供电能力将由现在的170万kW再提升

六成，紧急支援能力最大可达270万kW。

（摘自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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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兰 州 重 离 子 加 速 器 装 置

（HIRFL）的放射性束流线RIBLL1，中

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超重核与核结

构室研究员周小红、郭松及合作者利用

同核异能态束流研究了电子俘获致同核

异能态激发现象。该实验工作大幅提升

了测量精度和可靠性，首次提供了与理

论预期相符的测量结果。相关成果日前

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长寿命的同核异能态普遍存在。一

般情况下，同核异能态具有MeV量级的

激发能，是潜在的理想储能材料。如果

能人工大量生产并控制其退激发释放能

量，同核异能态可被用于新一代高能量密

度核电池等产品的研发。理论预言，同核

异能态有可能被电子俘获高效激发，并在

后续退激过程中释放全部能量。

2018年，美国科学家报道了首例电

子俘获致同核异能态激发的现象，然而实

验测量的激发概率远超理论预期，引起了

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近代物理所研究人员

2021年在《自然》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该工作是在复杂和极强γ本底条件下开展

的，且其本底处理较为理想化。

针对此前实验工作的不足，科研人

员设计了全新的实验方案。论文第一作

者郭松介绍，实验中，基于初级核反应

产生93mMo同核异能态，他们利用约

35m的放射性束流线把93mMo同核异能

态分离、传输到低本底测量区，结合与

注入信号的关联，在很低的本底水平下

开展了精确测量。科研人员最终没有观

测到电子俘获致核激发的现象，提取的

实验激发概率的上限值为2×10-5。

论文通讯作者周小红表示，以上结

果表明，同核异能态离子在固体材料中

慢化和阻停的过程中，激发概率很小，

这与相关理论计算结果一致。该工作为

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摘自《中国科学报》）

二氧化碳地下埋存技术有海洋埋存、地

质埋存和植被埋存三大类，其中二氧化碳地

质埋存是目前最经济可靠的埋存实用技术，

在油气藏、深部盐水层、煤层等矿藏开采中

得到应用。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勘探开发研

究院试验中心应用“二氧化碳在水中溶解量

数字化实验方法”，对辽河油田300余个边

底水油藏进行了二氧化碳在水中溶解量摸

排，明确了辽河深部盐水层二氧化碳埋存

潜力，以技术创新支撑辽河油田CCUS（碳

捕获利用封存）项目中二氧化碳的埋存。

2020年，辽河油田CCUS项目室内试验

研究正式启动。作为辽河油田新能源业务发

展重要项目，辽河研究院勘探开发试验中心

开展了埋存量实验方法研究，通过向油层中

注入二氧化碳，以准确预测二氧化碳的埋存

量。“由于实验室没有二氧化碳在水中溶解

量测定的实验装置，无法通过实验获得准

二氧化碳“地下埋存”有了新方法

近日，中国电科院主导修订的两项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标准《IEC62344:2022 高压直

流接地极通用设计导则》和《IEC62681:2022 
高压直流架空输电线路电磁环境特性》正式发

布，标志着我国在高压直流输电领域的国际标

准化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

上述两项标准由IEC“100kV以上高压直

流输电”技术委员会（TC115）归口管理，IEC 
TC115是首个由中国自主提出并承担秘书处的

IEC技术委员会，中国电科院负责秘书处具体工

作。2008年成立至今，IEC TC115已经发布10项

IEC标准，其中7项为中国牵头制定修订。

直流接地极标准和电磁环境标准第1版分别

于2013年和2014年正式发布，是中国电科院依托

IEC TC115主导制定的首批高压直流输电领域国

际标准。近些年，随着高压/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

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工程应用，中国等国家在高

压直流接地极和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电磁环境预测

与控制等方面实现了诸多进展，亟须对上一版标

准补充完善。据此，中国电科院于2016年发起成

立了两项标准的维护工作组并担任召集人。

新版标准完善了短时间单极大地运行系统

的接地电阻限值等要求，增加了接地极设计流程

和近年来中国特高压工程中广泛应用的接地极在

线监测技术等内容，增加了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地

面合成电场、可听噪声和无线电干扰海拔修正方

法，为世界各国高压直流接地极设计和直流架空

输电线路电磁环境预测和控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两项新版标准的发布填补了高海拔直流电磁

环境研究领域的空白，显著提高了标准的实用性

和先进性，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高压直流输电领

域的影响力，对中国高压/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

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科技日报》）

高压直流输电领域再添两项我国主导的IEC标准

江苏首座直流换流站完成核心设备更换改造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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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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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航煤首次规模化工业试生产
6月28日，中国首套生物航煤工

业装置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首次产出

生物航煤，意味着我国生物航煤可实

现规模化生产，向大规模生产及商业

化应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与传统石

油基航空煤油相比，生物航煤全生命

周期二氧化碳排放最高可减排50%以

上，该装置年设计加工能力10万t，
一年基本能消化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

回收来的地沟油，每年可减排二氧化

碳约8万t，相当于近5万辆经济型轿

车停开一年。

该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采用中

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生

产技术。用使用过的烹饪用油、食用

油，即地沟油作为原料生产生物航

煤，最大的难点在于地沟油含有大量

脂肪酸类化合物，其含氧量高达11%
左右，而传统的原料——石油含氧量

低0.1%，相差超过100倍。氧分子直

接影响炼化装置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

性。此外，地沟油里还含有硫、氯、

金属元素等各类杂质，都要一一去

除。为此，中国石化自主开发了专用

催化剂和工艺，并经过了工业规模装

置示范验证。2022年5月，镇海炼化

分公司油脂加氢（HEFA）路线生物

航煤产品通过可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

议（RSB）认证。此次认证是我国生

物航煤产品获得的第一张全球可持续

性认证证书，表明镇海炼化生物航

煤装置原料、生产工艺及产品均符

合RSB生物燃料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原则与标准。       （摘自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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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比利时的研究人员携手研

制出一款新型钙钛矿 /铜铟二硒化物

（CIS）串联太阳能电池，其光电转化效

率达到25%，为迄今同类产品最高值。

这款太阳能电池柔韧轻便，用途广泛，

有望应用于车辆、便携式设备和可折叠

设备内。最新研究刊发于美国化学学会

下属《ACS·能源快报》杂志。

钙钛矿是一种拥有特殊晶体结构的

新型材料。过去10年，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进展迅速，其光电转化效率可与久负

盛名的硅太阳能电池相媲美。

两个或多个电池堆叠使用可提高太

阳能电池的效率。如果堆叠的每个太阳

能电池能有效吸收来自太阳光谱不同部

分的光，则可以减少固有损耗并提高整

个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由于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多才多艺”，已经成为堆叠

太阳能电池领域的“翘楚”。使用钙钛

矿和硅的串联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效

我科学家开辟碳材料研究新方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郑健研究员团队在常压下通过简单的反应

条件，创制了一种新型碳同素异形体单晶——单层聚合碳60，为碳材

料的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该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碳材料被认为是一种未来材料。通过调节碳材料的带隙，可

以使其表现出迥异的电学性质，如金属、半导体和绝缘体，在晶体

管、能源存储器件、超导等领域被广泛应用。因此，制备新型碳材

料一直是材料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

碳有多种同素异形体，包括金刚石、石墨、富勒烯、碳纳米管、

石墨烯和石墨炔。碳材料的性能与其拓扑结构密切相关。此次，郑健

团队成功创制了新型碳同素异形体单晶——单层聚合碳60。该材料在

非线性光学和功能化电子器件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在超导、量

子计算、信息及能量存储、催化等领域也具有应用潜力。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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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燃油短缺是一些国家面临的问题。近

日发表在《焦耳》杂志上的研究中，美国劳伦

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常见的

细菌代谢过程产生的一种环丙烷分子可用于制

造喷气燃料。这种生物合成过程产生的燃料或

可成为传统燃料的替代品。

论文主要作者、丹麦技术大学生物可持

续发展中心的微生物学家巴勃罗·克鲁兹·莫

拉莱斯说，当喷气燃料被点燃时，它会释放出

大量的能量，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认为，肯定有

一种方法可以复制这种方式，而不需要等待数

百万年才能形成新的化石燃料。

克鲁兹·莫拉莱斯说：“这个配方已经存

在于自然界中了。这种锯齿状的环丙烷分子是

细菌吞噬葡萄糖时的自然新陈代谢产生的。当

三峡水电外送的第一条直流输电

工程受端站——江苏常州±500kV政平

换流站直流控制保护系统改造于近日结

束，已完成168小时的试运行。此次改

造为同类场站设备改造提供了范例。

三峡—常州±500kV直流输电工程

是三峡水电外送的第一条重要通道，自

2003年投运以来，已累计向江苏输电约

2300亿kWh，在优化东中部能源电力结

构和保障电力供应、促进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直流控制保护系统是控制、监视和

保护换流站内运行设备的重要装置，相

当于人的神经中枢。政平换流站在建设

初期，其控制保护系统由国外公司设计

制造，目前已运行19年。随着时间推

移，系统主机板卡故障率升高，由于国

外公司备品备件停产，系统的正常维护

遭遇难题，一旦发生紧急故障，将会导致

直流输电系统停运。

“如果停运一次按照8小时计算，将

会造成江苏少接受三峡水电2400万kWh，

相当于 8 万户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用电

量。”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

公司政平换流站站长单哲说。

为解决这一难题，2021年10月，国网

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启动换流站直流控制

保护系统改造，更换了原来的核心元器件

设备。

“新更换的设备硬件性能强大，其数

字信号处理能力是原来的24倍，而且运行

更加稳定，故障率低，给我们运检工作

带来极大方便。”单哲说。据了解，整

个改造工程共更换控制保护装置主机28
台，各类板卡约632块，服务器、交换机

等50余台。         （摘自《科技日报》）

确数据，科研人员以测定的二氧化碳在水

中溶解量的结果为基础，建立了温度、压

力、地层水矿化度三维度数学模型，最终使

用‘二氧化碳在水中溶解量数字化实验方

法’，使该模型拟合精度与采用实验装置

测得的结果仅相差0.06%，突破了无实验设

备情况下室内技术的瓶颈。”中国石油辽河

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二级工程师田梅介绍。

二氧化碳埋存量分为水中溶解量、原

油中溶解量、孔隙空间存储等三个部分，

注入后可存储在岩石孔隙空间和溶解在水

中，另外还有部分二氧化碳与地下岩石矿

物缓慢发生反应形成碳酸盐固化在地层

中，从而实现永久埋存。

随着二氧化碳地质埋存技术日趋成

熟，将二氧化碳注入油藏中，在提高原油

采收率的同时也实现了碳埋存目标。利用

该模型相关技术，目前辽河油田已建立起

不同温度、压力及矿化度下地层水中溶解

量图版。                        （摘自 央广网）

率最高达到29%以上，大大高于单独使

用钙钛矿（25.7%）或硅（26.7%）制

成的电池。

在最新研究中，由卡尔斯鲁厄理工

学院的马科·普雷西亚多博士领导的国

际研究团队成功生产了钙钛矿/CIS串联太

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最高为24.9%，

为此类技术迄今最高光电转化效率。

研究人员称，将钙钛矿与铜铟二

硒化物或铜铟镓二硒化物等其他材料结

合，有望催生柔韧而轻便的串联太阳能

电池。这种电池不仅可以被安装在建筑

物上，还可以安装在车辆和便携式设备

上，甚至可以折叠或卷起存储，并在

需要时延伸，例如安装在百叶窗或遮

阳篷上，遮阳的同时也可发电。

研究人员表示：“最新研究证明了

钙钛矿/CIS串联太阳能电池的潜力，为

未来可能将效率提高到30%以上铺平了

道路。”     （摘自 中国科学院网站）

它们吃糖或氨基酸时，细菌会分解它们，并将它们

转化为碳—碳键的构成原料。”

环丙烷分子之所以有易燃特性，是由于环丙烷

三个碳原子以三角形排列的环。克鲁兹·莫拉莱斯

解释说：“三角形会使化学键弯曲，而这种张力需

要能量才能产生。”

研究确定聚酮合酶是负责构建这些高能环丙烷

分子的酶。研究人员在链霉菌宿主中导入迭代型聚酮

合酶后，实现了脂肪酸的产生，然后，通过脂肪酸的

酯化反应获得了燃料。

“聚酮合酶是制造有机化学的终极生物工

具。”克鲁兹·莫拉莱斯说，细菌产生的燃料很像生

物柴油。研究人员需要对其进行处理，使其能够在低

于燃烧脂肪酸所需的温度下点燃，点燃时，它的威

力将足以将火箭送入太空。    （摘自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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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金额
/亿元

同比
增长/%

金额
/亿元

同比
增长/%

金额
/亿元

同比
增长/%

总计 531570.1 9.1 448771.8 10.2 34410.0 1.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6570.6 60.8 9828.0 42.1 4489.4 174.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5074.2 48.2 2353.1 11.2 1794.5 135.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2087.6 -12.2 1621.2 -7.5 336.8 -0.7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353.6 22.6 898.9 19.0 297.7 54.2

　非金属矿采选业 1633.1 6.4 1209.8 5.1 160.4 14.9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755.6 8.5 725.2 8.7 3.4（注①）

　其他采矿业 8.1 58.8 7.5 74.4 0.3 5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21715.4 3.7 19951.6 4.5 671.8 -8.3

　食品制造业 8826.6 7.2 6994.4 8.2 709.3 10.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6957.8 8.3 4631.4 5.6 1073.3 21.0

　烟草制品业 6533.1 8.3 1827.9 6.1 946.6 7.2

　纺织业 10211.3 6.0 9133.8 6.6 351.2 -2.5

　纺织服装、服饰业 5611.1 6.1 4810.4 6.9 232.9 -4.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484.2 8.9 3897.3 9.3 209.3 3.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896.0 4.3 3530.7 4.6 128.3 -5.9

　家具制造业 2948.9 -2.5 2479.0 -2.3 132.6 -2.1

　造纸和纸制品业 6050.8 2.4 5329.2 6.5 212.4 -48.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847.6 0.8 2415.4 1.3 136.1 -9.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5567.3 2.5 4830.0 2.1 244.8 4.4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6303.1 23.8 22064.5 28.7 1034.3 -29.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7583.5 20.2 31172.5 22.7 3631.4 13.8

　医药制造业 11476.6 2.3 6695.8 12.3 1827.2 -20.6

　化学纤维制造业 4377.3 11.7 4049.2 17.6 128.7 -54.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1608.4 1.2 9945.0 3.2 539.4 -24.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5824.1 4.6 21651.8 5.8 1856.5 -3.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7553.6 -2.9 35393.8 1.1 802.0 -64.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0958.5 19.5 28554.9 20.0 1431.1 26.6

　金属制品业 18455.7 5.7 16358.8 6.6 685.5 -9.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7598.8 -3.5 14630.8 -2.5 981.3 -21.3

　专用设备制造业 13952.9 -0.7 11078.9 -0.6 1050.6 -4.6

　汽车制造业 32541.5 -9.0 28194.2 -7.6 1533.8 -37.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4603.8 -0.6 3959.1 0.0 192.8 -3.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6766.8 20.2 31854.4 21.8 1811.2 14.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6619.3 7.4 49498.3 8.3 2578.0 0.2

　仪器仪表制造业 3294.8 2.6 2521.9 4.5 278.6 -9.6

　其他制造业 820.9 10.9 695.2 11.2 43.3 21.6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208.4 30.1 4013.0 31.9 114.6 1.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564.9 6.2 495.3 10.3 10.3 -50.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5397.3 17.1 32519.9 20.7 1302.6 -26.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6323.9 27.7 5745.8 32.9 323.9 -17.0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602.9 7.4 1203.7 10.6 121.3 -18.6

注：①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上年同期亏损2.5亿元
       ②本表部分指标存在总计不等于分项之和情况，是数据四舍五入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③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地区
风电利用率 光伏利用率

5月 1~5月 5月 1~5月
全国 94.7% 95.6% 98.0% 97.5%
北京 100% 100% 100% 100%
天津 100% 99.8% 100% 99.9%
河北 95.0% 95.2% 97.8% 96.6%
山西 98.1% 96.9% 99.4% 98.9%
山东 96.9% 96.4% 98.0% 96.7%
蒙西 85.5% 87.7% 97.5% 96.0%
蒙东 88.0% 89.0% 99.4% 98.1%
辽宁 99.5% 98.0% 99.7% 99.0%
吉林 93.9% 92.4% 98.2% 97.3%
黑龙江 98.7% 96.0% 99.5% 97.6%
上海 100% 100% 100% 100%
江苏 100% 100% 100% 100%
浙江 100% 100% 100% 100%
安徽 100% 100% 100% 100%
福建 100% 100% 100% 100%
江西 99.7% 99.9% 100% 100%
河南 98.9% 97.4% 99.5% 99.1%
湖北 100% 100% 100% 100%
湖南 87.4% 96.8% 100% 100%
重庆 100% 100% 100% 100%
四川 100% 100% 100% 100%
陕西 96.3% 94.3% 97.8%  97.3%
甘肃 81.7% 90.3% 96.2% 97.3%
青海 93.4% 94.5% 83.7% 90.0%
宁夏 99.6% 98.0% 99.2% 97.5%
新疆 92.7% 93.5% 98.9% 97.9%
西藏 100% 100% 85.8% 78.1%
广东 99.3% 99.7% 100% 99.9%
广西 100% 100% 100% 100%
海南 100% 100% 100% 100%
贵州 99.8% 99.5% 99.7% 99.2%
云南 100% 100% 99.7% 99.7%

2012~2021年主要能源品种消费量

2012~2021年能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2~2021年主要能源品种生产总量

年份 原煤产量/亿t 原油产量/万t 天然气产量/亿m3 发电量/亿kWh
2012 39.45 20747.80 1106.08 49875.53

2013 39.74 20991.90 1208.58 54316.35

2014 38.74 21142.90 1301.57 57944.57

2015 37.47 21455.58 1346.10 58145.73

2016 34.11 19968.52 1368.65 61331.60

2017 35.24 19150.61 1480.35 66044.47

2018 36.98 18932.42 1601.59 71661.33

2019 38.46 19101.41 1753.62 75034.28

2020 39.00 19476.86 1924.95 77790.60

2021 41.30 19888.10 2075.80 85342.5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

2012~2021年我国能源进口情况

年份 煤及褐煤/万t 原油/万t 天然气/亿m3 电力/亿kWh
2012 28841 27103 421 69

2013 32702 28174 525 75

2014 29120 30837 591 68

2015 20406 33550 611 62

2016 25543 38101 746 62

2017 27090 41957 946 64

2018 28189 46189 1246 57

2019 29967 50568 1332 49

2020 30399 54201 1403 -

2021 32322 51298 1675 -

单位：万吨标准煤

单位：亿元

年份 煤炭采选业
石油及天然气 

开采业
石油加工 
及炼焦业

电源投资 电网投资

2012 5370 3077 2500 3732 3661

2013 5213 3821 3039 3872 3856

2014 4684 3948 3208 3686 4119

2015 4007 3425 2539 3936 4640

2016 3038 2331 2696 3408 5431

2017 2648 2649 2677 2900 5339

2018 2804 2630 2947 2721 5373

2019 3635 3306 3313 3139 4856

2020 3609 2327 3624 5292 4896

2021 - - - 5530 4951

年份 煤炭消费总量 石油消费总量 天然气消费总量
水电、核电、风电 

等消费总量
2012 275464.53 68363.46 19302.62 39007.39

2013 280999.36 71292.12 22096.39 42525.13

2014 279328.74 74090.24 24270.94 48116.08

2015 273849.49 78672.62 25364.40 52018.51

2016 270207.78 80626.52 27020.78 57963.93

2017 270911.52 84323.45 31397.03 61897

2018 273760 87696 36192 66352

2019 281280.6 92622.7 38999.0 74585.7

2020 282864 94122 41832 79182

2021 293440 96940 133620

注：①2020、2021年数据系计算所得
        ②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分地区当月全社会用电量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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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呼吁加快清洁能源转型
6月22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

的最新年度《世界能源投资报告》称，

预计2022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将增长

8%，其中主要增长来自于清洁能源，但

仍不足以解决当前多维度的能源与气候

问题，应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加快清洁能源转型。

《报告》数据显示，在全球能源危

机的背景下，预计2022年全球能源投资

总额将增长8%至2.4万亿美元，超过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水平。其中，清洁能

源领域投资预计将超过1.4万亿美元，

占能源投资整体增长的近3/4。但《报

告》也指出，整体能源投资增长中，几

乎一半的资本支出增长与成本上升有

关，而且当前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投资

增速仍不足以遏制飙升的能源价格或实

现全球气候目标。同时，由于能源供应

压力上升，一些国家为确保自身能源

安全，也加大了对化石燃料的投资。根

据报告，2021年全球煤炭供应投资增长

10%至1050亿美元，2022年预计将再增

长10%。“通过大幅增加投资来加速清

洁能源转型是唯一持久的解决方案。” 
IEA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表示，清

洁能源投资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以

缓解高化石燃料价格给消费者带来的压

力，让能源系统更加安全，走上实现气

候目标的轨道。减轻消费者负担已成为

多个国家制定政策的第一要务。报告

称，2022年，全球消费者支付的能源费

用总额可能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这对

各国最贫困地区的打击尤为严重，并且

将增加政府的压力，迫使其通过财政措

施和价格干预来缓冲对消费者的影响。

（摘自 中国石油新闻中心）

全球海上风电强劲增长

6月30日，波兰电力建设集团Rafako宣布与韩国水电

核电公司（KHNP）签署波兰核电站建设项目谅解备忘

录。根据上述非约束性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参与核电

项目并提供相应咨询服务；与波兰政府和企业建立沟通

机制；研发、设计并交付选定的设备，包括压力容器和

蒸汽发生器。

韩国政府正积极推进将波兰企业纳入其核电站投

标方案。2022年4月，KHNP提交了建设6台APR-1400机

组（8400MW）的初步报价。目前，美国西屋电气公司

（Westinghouse）、Bechtel，以及日本东芝集团（Toshiba）
的两家子公司正在起草竞争性报价，在波兰建设AP1000机

组。此外，2021年10月，法国电力集团（EDF）已提交建

设4~6台EPR机组的初步报价。    （摘自 北极星电力网）

韩波两国企业签署核电站建设项目谅解备忘录 近日，在建中的全球最大海上风电场3.6GW Dogger 
Bank迎来里程碑，首座换流站上部平台主体已完成，将

被运送到挪威Haugesund港，开始设备安装工作。

Dogger Bank项目共设计了3座换流站平台，分别对应

A、B、C三期项目。日立ABB和来自挪威的海洋工程公

司Aibel被开发商SSE和Equinor选为3座平台的供应商，

日立ABB负责设计和主设备供货，Aibel负责建造。在挪

威Haugesund港，Aibel将继续设备安装的工作，预计在

2022年底前全部完成。之后，意大利Saipem公司将负责

平台的安装工作，包括基础和上部平台安装。建成后，

该平台将汇集一期95台Haliade-X 13MW风机的电力，

并以直流±320kV送出。同时，该平台为英国首座无人

值守海上换流平台，根据开发商的说法，相比于过去的

海上换流站，取消了生活单元、直升机停机坪和污水系

统，因而整体重量大大降低。 （摘自 北极星电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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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底，因当地民众强烈反对，耗

资10亿美元、长约53英里（1英里=1.61km）

的美国大型跨州输电项目NECEC建设陷

入停滞。这条扩建的输电线路可以将加

拿大120万kW的水电输送至美国马萨诸

赛州，足够为120万户家庭提供清洁电

力。NECEC项目建设停滞并非个例，实

际上，因环保等争议导致美国多年来几

乎没有新的大型输电项目落地。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报告，过去

10年，美国基本上没有规划和建设大型

跨地区输电项目，更没有新建一条“像

样的”输电线路。据悉，美国的输电项

目往往需要跨州建设，但各州关于基建

的监管和审批程序不同，往往使得规划

好的项目一拖再拖。美国清洁电力协

会指出，2021年，美国总共建成了386

英里长的输电线路，较2020年显著下

降。过去10年建成的输电线路约68%是

在2012～2016年建成的，其中2013年建

成规模是10年来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有

3500英里。为此，美国电力行业一直呼

吁联邦政府强化对国家输电线路建设的

授权。输电线路严重不足已经成为美国

部署清洁电力的主要障碍。在美国，风

能和太阳能资源充沛的地区，往往远离

城市，这就需要通过改善和扩张输电线

等基础设施来实现更大规模的消纳，让

距离城市很远的“风光”电力更容易进

入主要市场。美国CNBC新闻网指出，美

国的电网由各地能源公司自行建设，这

些公司在各自地区都是垄断企业，整个

国家的监管结构并未跟上。

（摘自《中国能源报》）

电力基建滞后严重影响美国“风光”消纳

全球风能理事会近期发布的《全球风

能报告2022》显示，2021年，全球海上风电

新增装机容量21.1GW，同比增长两倍，创

历史最大增幅。全球海上风电将持续保持

强劲增长势头。根据报告，2021年全球风

电新增装机总量中，海上风电占比22.5%。

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57GW，中

国成为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规模最大的国

家。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公布的数据，2021
年全球风电整机制造商排名中，中国风电整

机制造商占据了前10名中的6席。

全球海上风电发展潜力巨大。世界银

行数据显示，全球可用的海上风电资源超

过7.1万GW。《全球风能报告2022》称，

未来5年全球海上风电年均复合增长率预

计达8.3%，2022~2026年累计新增装机容

量将超90GW。海上风电具有发电利用效

率高、不占用土地资源、适宜大规模开

发、风机水路运输方便、靠近沿海电力负

荷中心等优势。在当前各国纷纷寻求能源

转型及碳中和的背景下，多国相继推出海

上风电扩大发展计划。英国、德国、法

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均计划到2030年新增

数十吉瓦的装机容量。美国计划到2030年

累计装机达到30GW。在亚洲，韩国、日

本、越南等国近年来加快布局，到2030年

计划装机量合计将超过25GW。海上风电

被公认为实现能源转型与碳中和的重要载

体，但其未来发展还面临加快突破技术瓶

颈、加速工业供应链可持续发展以及降低

成本等多方面挑战。全球风能理事会首席

执行官本·巴克韦尔表示，各国应加快制

定相关规划，保障投资顺畅，发展风电以

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更高

效地实现气候目标。 
   （摘自《人民日报》）

欧
洲
多
国
转
向
煤
电
应
对
能
源
短
缺

近年来，许多欧洲国家大力发展新

能源，能源结构中煤电占比不断缩小。

然而，随着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大幅减

少，德国、奥地利、希腊、荷兰等欧洲

国家近日纷纷宣布，重开煤电厂或采取

措施支持煤电。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日前

发表声明说，为应对俄天然气供应大

幅减少，德国将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对措

施，包括限制使用天然气发电，转而更

多地利用煤电。无独有偶，奥地利政府

近日也宣布重开南部城市梅拉赫的一家

煤电厂，以应对能源短缺。此前，奥地

利政府曾提出到2030年完全实现清洁能

源供能，梅拉赫煤电厂已于2020年春季

关停，是该国境内最后一座煤电厂。希

腊政府日前也宣布，为确保能源供应稳

定，该国将在2024年之前增加50%的煤炭

产能。2021年希腊能源结构中煤电占比

已从2011年的53%锐减到约10%。随着能

源危机持续发酵，天然气价格飙涨，希

腊政府已决定暂停关闭更多煤电厂，并

把淘汰煤电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2028
年。在荷兰，煤电用量近年来不断减

少，目前全国仅存三座煤电厂。2021年，

荷兰政府要求这三座煤电厂实际发电量

不得超过其发电能力的35%。然而，荷兰

政府日前宣布，为缓解天然气短缺和避

免冬季供暖困难，这三座煤电厂已获准

立即满功率运行。波兰煤电占比约70%，

为欧盟国家中最高。同时，1/3的波兰家

庭用煤取暖。波兰4月禁止进口俄罗斯煤

炭，随之出现煤炭短缺和价格飙升。近

日，波兰政府宣布推出面向普通家庭的

煤炭补贴政策，并从哥伦比亚、澳大利

亚和南非等国进口煤炭，以弥补因禁止

进口俄煤炭而造成的800万t以上煤炭的

缺口。     （摘自 中国石油新闻中心）

印度至少需要160GWh的储能来实现2030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印度储能联盟(IESA)日前最近发布了

一份名为《2030年储能发展愿景》报告，

该报告预计到2030年，印度将需要至少部

署160GWh储能系统，才能将其到2030年可

再生能源目标的500GW非化石燃料能源整

合到其电网中。这些储能系统将包括电网

侧储能系统、与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配套

部署的储能系统、配电和输电网络中的储

能系统，以及平衡电网辅助服务的储能系

统。印度电力部表示，考虑到电网的能源

转型，印度有必要评估在未来几年的储能

部署需求，并制定实施计划。印度目前的

非化石燃料发电量已达到156.83GW，占总

发电量的40.1%，而截至2021年7月，该国

对能源的峰值需求超过200GW。

印度储能行业起步较晚，直到2018年

才开始发展。印度太阳能公司（SECI）
最近根据印度电力部的一套指导方针，对

500MW/1000MWh独立部署的储能系统进

行了试点招标。而当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超

过50%时，将会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使印

度成为全球主要储能市场以及相关技术的

制造中心。IESA估计，通过关联激励(PLI)
计划为实现50GWh的新型先进电池(ACC)
电池年生产能力提供支持，而每吉瓦时的

生产能力意味着创造约1万个就业机会。此

外，印度制定的储能部署目标将为储能项

目开发、部署、对制造和储能行业生态系

统投资提供动力和确定性。然而，尽管印

度安装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不断增长，

但一些邦在储能部署方面仍然缺乏积极性。

（摘自 中国储能网）

南非将启动六级限电措施 
大部分地区每天停电6小时

当地时间6月28日，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Eskom）表示，因运营状态严重恶化，电网

电力供应减少，南非将在6月28日晚启动六级

限电。六级限电意味着南非大部分地区将在

限电期间每天连续或间隔停电6小时。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表示，6月27日夜间，

该国10个电力运行机组突然停止工作，虽经

紧急修复已使3台机组恢复正常，但总损失电

力高达17621MW。同时，罢工引起的煤炭和

劳动力问题也导致供电系统严重受损。此次

停电是该国2019年12月以来最大一次停电。

（摘自 央视新闻客户端）

最新SCI影响因子出炉 国产期刊突破46

 6月28日，科睿唯安发布了2022年《期刊引证报告》（JCR）。该报告显

示，过去一年，影响因子（IF）排名第一的仍然是《临床医师癌症杂志》，达

到286.13，不过相较前一年的508.7出现显著下滑。此外，192种期刊首次获得

IF，其中包含16种中国期刊。

备受关注的三大刊《自然》《科学》《细胞》2021年度IF分别为69.504、

63.714、66.85，其中《自然》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本在一年内总引用次数超过

100万的期刊；国产期刊《细胞研究》IF达到46.297，相比前一年的25.617大幅

上涨。在2022年的JCR中，全科医学、重症监护、公共卫生、传染病、免疫学

和基础生物医学领域期刊的引文影响力继续显著增加。其中，《柳叶刀》IF为

202.731，汇总排名第二，在全科医学和内科类期刊中排名第一，超过了《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后者过去一直在该类期刊中排名第一。《美国医学会杂

志》《柳叶刀》《柳叶刀—呼吸病学》《自然综述：药物发现》《自然综

述：免疫学》《自然综述：分子细胞生物学》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7种

期刊的IF首次超过100。此外，2022年科睿唯安科研诚信团队发现了一种新型

引文异常行为——引用自我堆叠，即期刊包含一篇或多篇文献的引文高度集

中于期刊本身。                                                               （摘自《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