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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消息，经过多轮资源评

价，全国煤层气预测资源量约26万亿m3。其中，已

累计探明地质储量8039亿m3，相当于2021年全国天

然气表观消费量的2倍多。2022年一季度，全国煤层

气产量达到23亿m3，同比增长约20.8%，约占天然

气国内供应量的4.1%。2021~2022年取暖季，煤层

气日均供应量达到2360万m3。

据了解，煤层气属于吸附气，勘探开发工艺

技术复杂，钻井压裂后需要半年左右的排水降压、

解吸扩散才能产气。不同地质条件下煤层气开发技

术通用性差，部分地区成功应用的技术难以广泛推

广。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从加强勘探

开发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健全完善

开发扶持政策等方面，努力将煤层气打造成为增强

天然气自主保障能力的重要气源。例如，继续加大煤层气

勘查区块竞争性出让，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煤层气领域；引

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再贷款工具，

加大煤层气项目融资支持；加强油气管网公平开放监管，

落实好煤层气市场定价机制等。（摘自《人民日报》）

5月10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2年

版）》的通知。《通知》提出，对新建煤炭利用项

目，应对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建

设实施，推动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应提尽提，力争全

面达到标杆水平。对清洁高效利用水平低于基准水

平的存量项目，引导企业有序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改造，加快推动企业减污降碳，坚决依法依规淘

汰落后产能、落后工艺。

依据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

准水平，限期分批实施改造升级和淘汰。对需开展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改造的项目，各地应明确改造升级

和淘汰时限（一般不超过3年）以及年度改造淘汰计

划，在规定时限内升级到基准水平以上，力争达到标

杆水平；对于不能按期改造完成的项目进行淘汰。加

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艺技术装备研发和推广应用，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摘自 国家发改委网站）

5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

指出，受新一轮疫情、国际局势变化的超预期影响，4月份经济新

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定信心，

正视困难，着力稳住经济大盘，为统筹做好各项工作提供基础，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是财政货币政策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退减税、缓缴社保

费、降融资成本等都着力指向稳市场主体稳岗稳就业，以保基本

民生、稳增长、促消费。二是确保物价稳定。要确保粮食产量和

供应稳定，夯实稳物价基础。三是确保能源供应。在前期支持基

础上，再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500亿元可再生能源补贴，通过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注资100亿元，支持煤电企业纾困和多发电。要优化

政策，安全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决不允许出现拉闸限电。四

是对当前有困难的企业，给予住房公积金政策支持，预计减缓企

业负担900多亿元。五是抓紧研究养老保险费缓缴政策扩围、延长

期限的措施，指导地方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水电气等费用

予以补贴。                                                               （摘自 央视网）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保能源正常供应 决不允许出现拉闸限电

 5月10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十四五”

生物经济发展规划》。《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

生物经济支柱产业，推动生物能源产业发展。要有

序发展生物质发电，推动向热电联产转型升级。

《规划》明确，要顺应“追求产能产效”转向

“坚持生态优先”的新趋势，发展面向绿色低碳的生

物质替代应用。根据《规划》，生物能源与生物环保

产业被明确列为生物经济支柱产业。《规划》指出，

要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推动向热电联产转型升级。

开展新型生物质能技术研发与培育，推动生物燃料与

生物化工融合发展，建立生物质燃烧掺混标准。优选

和改良中高温厌氧发酵菌种，提高生物质厌氧处理工

艺及厌氧发酵成套装备研制水平，加快生物天然气、

纤维素乙醇、藻类生物燃料等关键技术研发和设备制

造。积极推进先进生物燃料在市政、交通等重点领域

替代推广应用，推动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

转型。同时，“生物能源环保产业示范工程”被列入

七大生物经济示范工程。定向选育、推广和应用高

产、高抗、速生的油料和能源林新品种，因地制宜

开展生物能源基地建设，加强热化学技术创新，推

动高效低成本生物能源应用。在城乡有机废弃物集

中地区开展纤维素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天然气产业

示范，打通生物质原料收集、有机肥生产使用等重要

环节，提高生物燃料生产规模。建设以生物质热电联

产、生物质成型燃料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

的产业园区。支持有条件的县域开展生物质能清洁

供暖替代燃煤，稳步发展城镇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

产，推进沼气、生物质成型燃料等其他生物质能清洁

取暖。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生物柴油推广试点，推进

生物航空燃料示范应用。（摘自《中国能源报》）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推进生产

生活低碳化。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引导非化石能源

消费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深入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

改造。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推广装配式建筑、节能门窗、绿色建

材、绿色照明，全面推行绿色施工。推动公共交通工具和物流配

送、市政环卫等车辆电动化。《意见》还提出，开展电网升级改

造，推动必要的路面电网及通信网架空线入地。优化公共充换电

设施建设布局，加快建设充电桩。推进数字化改造。建设新型基

础设施，发展智慧县城。促进市政公用设施及建筑等物联网应

用、智能化改造，部署智能电表和智能水表等感知终端。

《意见》明确，坚持“一县一策”，以县城为主，兼顾

县级市城区和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科学编制和完善建设方

案，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明确建设重点、保障措施、

组织实施方式，精准补齐短板弱项，防止盲目重复建设。坚持

项目跟着规划走，科学谋划储备建设项目，切实做好项目前期

工作。                                                                             （摘自 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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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划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改造及格线  
不达标者将被淘汰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增加1000亿元

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和国

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支持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增加1000亿元，专门用于同

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相关的领域。

具体支持领域包括：一是煤炭安全生产和储备领

域。包括现代化煤矿建设、绿色高效技术应用、

智能化矿山建设、煤矿安全改造、煤炭洗选、煤

炭储备能力建设等项目。二是煤电企业电煤保供

领域。金融机构应优先支持煤炭安全生产和储备

的项目贷款。对于煤电企业电煤保供领域，金融

机构发放的煤电企业购买煤炭的流动资金贷款可

按要求申请专项再贷款支持。

此次增加1000亿元额度后，支持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专项再贷款总额度达到3000亿元，有助于进一

步释放煤炭先进产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摘自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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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发布消息，截至5月5日0时22分，世界

在建规模最大、综合技术难度最高的水

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2022年累计生

产清洁电能100亿kWh，可节约标准煤约

306万t，减排二氧化碳约838万t，相当于

种植3.3万公顷阔叶林。

据悉，自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以来，白

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量已达256亿kWh，

已投产机组运行状态稳定、运行指标优

良。目前，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两台机组

总装工作接近尾声，工程进入全面投产

冲刺阶段。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

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处的金沙江干流河

段，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

程，共安装16台我国自主研制、全球单机

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

装机容量1600万kW，多年平均发电量约

624亿kWh。      （摘自《人民日报》）

截至5月9日，除秦皇岛港下水煤外，已有7省区(内蒙古

分蒙东、蒙西两个区域)明确了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和现货交

易价格合理区间。其中，秦皇岛港（5500千卡）中长期交易

价格合理区间为570~770（元/t），现货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上

限为1155元/t；山西（5500千卡）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为

370~570（元/t），现货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上限为855元/t。
近期，国家发改委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

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和2022年4号公告，明确于5月1
日起实施。近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召开的专题会议

指出，自5月1日起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和现货价格均有了合

理区间，如无正当理由，超出合理区间一般可认定为哄抬价

格。国家发改委还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煤炭市场供需形

势和价格变化，加强煤炭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监管，采取有

力有效措施保障煤炭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当发现价格超出

合理区间时，将立即进行提醒约谈，必要时通过调查、通报等

手段，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对于存在涉嫌哄抬价格行

为的，将移送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摘自 国家发改委网站）

国内首例梯级水光蓄互补联合电站并网发电

近日，由中国电建EPC总承包的国内首例梯级水光蓄

互补联合电站——四川春厂坝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并网发

电，标志着国内首台变速恒频抽蓄机组实现了全功率运

行。四川春厂坝抽水蓄能电站为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分

布式光伏与梯级小水电联合发电技术研究”的示范工程，位

于已投产的春厂坝水电站厂区，利用上游既有春厂坝水库及

其引水系统、下游既有三关桥水库新建抽水蓄能电站，安装

1台变速恒频可逆式抽水蓄能发电机组。由中国电建所属水

电开发公司投资建设，成都院设计，电建检修公司施工。

四川春厂坝抽水蓄能电站的顺利投产，标志着电站采

用的国内首台变速恒频抽蓄机组实现了全功率运行，攻克

了我国梯级水光蓄互补电站容量优化配置及接入技术的世

界性难题，配套研发了全球第一个梯级水光蓄互补电站联

合运行控制与智能调度系统。电站投产后预计每年将产生

经济效益11222万元，年增加光伏发电量225万kWh，可节

约标准煤约909t，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73t。
                                   （摘自 中国能源新闻网）

三峡近区电网优化工程顺利投产

日前，2022年国家电网公司三大重点改造工程之一——三峡

近区电网优化工程顺利投产。工程投运后，华中电网安全稳定水

平进一步提升，有效解决三峡近区短路电流水平偏高、电磁环网

潮流穿越、电力疏散能力不足等问题。

三峡近区电网伴随三峡水电厂的兴建而逐步成型，随着渝

鄂直流背靠背工程的投产，三峡近区电网电力疏散压力陡增。国

网华中分部于2017年研究提出三峡近区电网优化方案，在国家电

网公司和湖北省能源主管部门帮助支持下，该工程方案纳入国

家“十三五”电力规划。三峡近区电网优化工程项目涉及国家电

网公司、国网华中分部和国网湖北电力三家投资单位，包括6项

500kV项目。工程具有投资主体多、停电协调难、建设环境复杂

等三大显著特点。为保障工程顺利实施，国网华中分部始终把确

保大电网安全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区域协调优势和分部平台作

用，创新体制机制，多维度、全方位、精细化、全过程确保三峡

近区优化工程顺利投产，科学制定44项电网停电检修计划，最大

限度降低了三峡近区结构优化过渡期的电网安全风险。   
   （摘自《中国电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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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

院教授唐群委团队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发表于

Advanced Materials。暨南大学为第一通

讯单位，博士后郭琪瑶为该论文第一作

者，暨南大学段加龙副研究员和唐群委

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近十年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迅猛

发展，其光电转化效率已由最初的3.8%
提升至25.7%，然而，钙钛矿薄膜在高

温、高湿、光照等刺激下产生大量缺陷

态，加速器件性能的衰减，限制了器件

效率和使用寿命的进一步提升以及产业

化进程。虽然大量的研究工作表明通过

分子钝化可以有效提高钙钛矿薄膜和器

件的稳定性，但通常为静态钝化，即仅

能钝化在钙钛矿薄膜制备过程中产生的

缺陷，而无法修复器件在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新缺陷。

为此，唐群委团队提出一种具有普适

性的动态钝化界面，利用低熔点有机小

分子在高温下的固/液相变，实现了钝化

分子向体相钙钛矿薄膜的纵向渗透，即

钝化了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缺陷又钝化在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缺陷，以最大限度地

提取光生载流子并抑制离子迁移，在空

气、热和持续光照条件下，器件的稳定

性显著增强。（摘自 《中国科学报》）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4月22～24日，在±800kV特高压中州换流

站内，运维人员应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研制的硅橡胶绝缘高效清洁修复剂对站内

复合穿墙套管、直流分压器及涂覆室温硫化硅

橡胶（RTV）涂料的支柱绝缘子等关键设备开

展污秽清除和憎水性修复作业。

由于直流电场有吸附作用，换流站内设备硅

橡胶绝缘表面积污严重，憎水性下降，有安全隐

患。在以往清污修复作业中，运维人员通常使用

高压水和常规清洗剂，难以将污秽清除干净，清

洗后的设备绝缘表面丧失憎水性，导致设备防污

闪性能不佳。而在潮湿天气下，设备绝缘表面污

秽溶于水后会形成连续导电水膜，容易发生贯穿

性放电，导致输电设备污闪跳闸。因此，保持设

备表面清洁及憎水性可以防止发生污闪。

中国电科院研制的硅橡胶绝缘高效清洁

修复剂具有无毒、无腐蚀性且绝缘性良好等特

点。清洁修复剂被喷洒在硅橡胶绝缘表面后，

可以快速融解污秽颗粒，进入硅橡胶绝缘材料

内则可以减弱污秽颗粒附着力，运维人员使用

海绵擦拭便可轻松除去污秽，污秽洗净率超过

88.9%。同时，清洁修复剂中的润湿剂、渗透剂

等成分可挥发，成分留在硅橡胶表面会使硅橡

胶迅速恢复憎水性。

该清洁修复剂研制团队负责人胡伟介绍，

硅橡胶高效清洁修复剂应用范围广泛，可应用

于包括长期运行的站用复合套管/支柱绝缘子、

喷涂RTV的瓷套管/支柱绝缘子、线路复合绝缘

子等设备。

据了解，研制团队自2019年起开展清洁修

复剂试点应用，清洗修复的相关设备目前运行

状况良好。后续，该团队将进一步推动该清洁

修复剂在电力系统关键设备清污修复作业中的

应用。                       （摘自《国家电网报》）

中国电科院研制的硅橡胶绝缘高效清洁修复剂在特高压换流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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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使用时长增加，锂离子电池的理化

特性会发生非线性变化，宏观表现为电池一

致性发散、产热增加、安全边界演化、微

小故障多发等特征，锂电储能系统的安全运

维因此面临巨大挑战。近日针对这一问题，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所研究员蒋方明

团队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梯次利用

动力电池规模化工程应用关键技术”课题三

“梯次利用动力电池电、热、安全管理技

术”，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

蒋方明团队研发出3项创新成果：一是研

发了梯次电池及储能系统多尺度多场耦合仿

真平台，揭示了梯次利用动力电池从电极介

孔到宏观储能系统尺度的性能演化规律；二

是构建了适应不同动力电池原始散热设计、

具备热值估算动态调控能力的热管理系统，

研制了国内首台液冷式锂电储能系统样机

（100kW/500kWh）；三是提出了“瞬发性安

全故障表征监控+渐变性故障演化特征分析”

的安全管控体系，实现了对梯次电池储能系

统电、热、安全的有效管控。

“电能存储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

键。”蒋方明表示，锂离子动力电池储能

系统全生命周期热—安全管控技术难题的攻

克，将推动长效安全的锂电储能系统由应用示

范走向大规模推广，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践行“可再生能源”+“储能”的低碳发展战

略具有重大意义。 （摘自 中国科学院网站）

铂金太贵？新催化剂让燃料电池成本大降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开发出一种氢燃

料电池，它使用的催化剂由铁而非稀有昂贵的

铂制成，降低了氢燃料电池的成本。该技术让

氢燃料广泛部署成为可能，并最终将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推进世界走上净零排放的道路。

来自帝国理工学院化学系的首席研究

员安东尼·库塞纳克教授说：“目前，单

个燃料电池成本的60%左右来自铂催化剂。

要使燃料电池成为化石燃料真正可行的替

代品，我们需要降低成本。”

现在，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员

领导的一个欧洲团队已经创造出一种只使

用铁、碳和氮，这种廉价且容易获得的材

料作催化剂，并表明它可以用来在高功率

下运行燃料电池。他们的研究结果近日发

表在《自然·催化》杂志上。

在这种新型催化剂中，所有的铁都以单

原子的形式分散在导电碳基质中。其中所有

原子都聚集在一起，使其更具反应性。这

些特性意味着铁促进了燃料电池所需的反

应，是铂的良好替代品。在实验室测试中，

该团队表明，在真实的燃料电池系统中，单

原子铁催化剂的性能接近铂基催化剂。

此外，该团队开发的方法还可以适用

于除燃料电池之外的其他应用，例如使用

大气中的氧气而非昂贵的化学氧化剂作为反

应物的化学反应，以及使用空气去除有害污

染物的废水处理。  （摘自《科技日报》）

中科院制备效率突破16.5%柔性有机太阳能电池
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葛子义带领下，

该所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团队实现了高延展性活性层薄膜的制备，固

化的薄膜形态也提高了器件的热储存稳定性。日前，相关成果发表于

《物质》。

有机太阳能电池（OSCs）因其成本低、质量轻和可柔性化等诸多

优点，在柔性和便携式设备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OSCs近年来发展

迅速，但柔性光伏器件的效率远低于刚性器件的效率水平，尤其是对可

延展性柔性OSCs的研究滞后。

在此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三元策略引入聚合物受体作为第三组

分，通过优化掺杂比例以及活性层厚度等，使得活性层形成了稳定有序的

互传网络结构，具有利于激子分离和电子传输的稳定通道。三元策略协同

发挥了聚合物长链优势和小分子强结晶特性，克服了小分子基活性层体系

的脆性，使得三元活性层薄膜在机械外力下展现出更高的稳定性。

固化的薄膜形态也有效抑制了小分子受体的扩散和结晶。基于银网

格/塑料衬底柔性电极，该研究获得了效率突破16.5%的柔性电池，该电

池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在1000次连续循环弯曲后仍能保持初始效率的

97.5%。                                                                  （摘自《中国科学报》）

科学家开发出提升冷却系统效率及可靠性的新技术
吸收式制冷机与两相冷却系统

被广泛用于核反应堆、热发电、海

水淡化系统等。保证仪器维持稳定

的工作温度是冷却系统的重要任务

之一。近日，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与俄科院热物理学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研制出一种提高真空沸腾传热效

率的新技术，使用该技术可开发出

更为有效且可靠的两相冷却系统。

相关实验结果发表在《应用热工

学》上。

浸入式冷却系统是两相冷却

系统的一种，主要原理是通过液体

沸腾的方式从发热表面去除多余的

热量来维持所需温度条件。该研究

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型双螺旋放热表

面，该表面结合了疏水和亲水两种

特性优点，可将沸腾时的大气泡分

解为多个小气泡，从而保障表面温

度均匀。这一新技术可提高传热效

率3.7倍，还可提供稳定的冷却温

度区间，也避免了沸腾过程中传热

表面温度明显波动对仪器造成的 
破坏。        （摘自 科技部网站）

俄开发出全天候太阳能电池板

近日，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

院”的科研人员已使硅光电转换器的半导体涂层技术适应工业标

准，这将使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更加低廉和易于制造，并可使其

在任何天气下工作。

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未来太阳能实验室研究员阿图

尔·伊什捷耶夫介绍说，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技术（CVD）可展示

钙钛矿层的形成，并可解释无机钙钛矿的高稳定性和发光特性，

了解类钙钛矿材料在所有工艺阶段的最佳光学特性，使用标准方

法与机械化学合成相结合，使其能够扩大到工业水平。他强调，

CVD方法目前是生产LED和太阳能电池的行业标准，可以在现有

的生产线上引入钙钛矿技术，而不需要更换设备组。

伊什捷耶夫解释说，与硅不同，钙钛矿可在漫射光和低光照条

件下发电，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在所有天气条件下，甚至在室

内工作，这扩大了其应用范围，例如为固定设备和可穿戴设备（如

手表和智能手机）自主供电。他补充说，现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和

发光二极管可投入量产，并将在工业和消费电子产品中得到广泛应

用，它们的主要优势是生产成本低，输出特性高。

据悉，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组织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

完整装配周期。在实验室条件下从玻璃到成品设备，太阳能电池

可在5小时内装配完毕。                         （摘自《科技日报》）

阴阳离子共同作用，修补钙钛矿材料“漏洞”

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秦天石教授团队

近期利用一种阴阳离子对钝化材料，对钙钛矿“晶

体大厦”的两种“孔洞”进行修复，全方位对钙钛

矿材料进行缺陷钝化，并改变其化学性质，从而实

现效率和稳定性的兼得。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

国际学术期刊《材料》上。

“在‘双碳’背景下，提高钙钛矿材料及电池

的环境稳定性对于实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商业化至

关重要。”秦天石介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具有较

高的功率转换效率，堪比目前商业化的硅太阳能电

池，但由于其制作工艺简单，更加经济环保，已成

为全世界科学家研究的“宠儿”，有望为实现“双

碳”目标添砖加瓦。

然而，令研究者头疼的是，目前的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依然对湿度、温度、光照的变化十分敏感，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温度升高、受到照射及遇水时

极易降解，存在稳定性差等突出问题。

“钙钛矿材料如同食盐，是由阴离子与阳离

子共同构成的一种晶体。”秦天石形象地介绍，在

微观世界中，这座“晶体大厦”存在着诸多缺陷孔

洞，会让外界水汽通过孔洞进入“大厦”内部，随

着存水量的不断增加，最终“大厦”将会倒塌。从

宏观角度来说，钙钛矿晶体就被分解破坏了。因

此，科学家研发出各种材料对这座“大厦”的缺陷

进行修补，保护它不受外界水汽侵蚀。

秦天石表示，阴阳离子共同构成晶体，因此钙

钛矿“晶体大厦”也同时存在着阴离子缺陷和阳离

子缺陷这两种“孔洞”，之前的国际同行都仅仅只

是对一种“孔洞”进行修补。而他们运用一种阴阳

离子对钝化材料，同时对钙钛矿“晶体大厦”的两

种“孔洞”进行修复。这样做出来的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的效率和稳定性都有大幅提升。

南京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俊淦介绍，这项研

究成果，在一个标准太阳光下可以实现超过23%的

光电转换效率，已经超过了当前商用的硅太阳能电

池效率。同时，通过该阴阳离子的协同作用构建两

个防水隔离层，能有效提高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稳

定性，从而延长电池的工作时长，在连续光照下实

现超过1000小时的环境稳定性。

（摘自 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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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

省
(区、市)

2022年一季度新增并网容量 截至2022年3月底累计并网容量

其中:
集中式

光伏电站

其中:分布式光伏 其中:
集中式

光伏电站

其中:分布 
式光伏其中:户用

分布式

总计 1321 434.1 887 254.7 31797.9 20237.1 11560.8

北京 9.9 0.3 9.6 0.3 89.7 5.1 84.6

天津 4.7 1.4 3.2 0.2 180.2 118.8 61.4

河北 180.7 81.3 99.5 61.9 3102.1 1740.1 1362.0

山西 23.1 10.0 13.1 5.8 1480.8 1111.8 369.0

山东 150.0 15.0 135.0 58.0 3493.4 1024.0 2469.4

内蒙古 18.1 14.1 4.0 0.6 1425.0 1319.2 105.8

辽宁 16.1 0.5 15.6 0.9 497.1 321.4 175.6

吉林 19.3 9.3 10.0 0.1 365.2 275.1 90.1

黑龙江 10.0 7.6 2.4 0.1 422.2 330.0 92.2

上海 4.3 0.1 4.2 0.2 172.5 24.1 148.4

江苏 122.2 5.8 116.4 9.7 2038.4 947.1 1091.3

浙江 163.9 24.0 139.9 1.4 1981.8 577.2 1404.6

安徽 64.4 38.3 26.1 29.2 1773.9 989.8 784.0

福建 28.3 0.0 28.3 7.0 305.7 39.2 266.6

江西 83.3 7.8 75.4 6.0 942.2 568.9 373.3

河南 82.7 0.0 82.7 62.5 1638.3 625.8 1012.5

湖北 66.7 55.0 11.7 1.5 1019.4 767.5 251.9

湖南 25.8 12.0 13.8 2.4 479.4 234.3 245.2

重庆 1.6 0.1 1.6 0.2 65.0 54.2 10.9

四川 0.8 0.0 0.8 0.4 196.7 169.0 27.7

陕西 26.8 16.0 10.8 0.6 1329.6 1107.9 221.7

甘肃 14.4 8.4 6.0 0.1 1141.8 1058.7 83.1

青海 45.3 45.0 0.3 0.0 1656.0 1639.8 16.2

宁夏 5.2 3.0 2.2 0.0 1389.2 1306.4 82.8

新疆 0.2 0.2 0.0 0.0 1272.2 1255.6 16.6

新疆兵团 0.0 0.0 0.0 0.0 77.2 77.2 0.0

西藏 0.0 0.0 0.0 - 138.7 136.5 2.2

广东 79.3 9.8 69.5 4.5 1099.5 531.3 568.1

广西 55.2 50.3 4.9 0.5 333.1 275.7 57.4

海南 6.3 6.4 0.0 0.4 147.5 128.1 19.4

贵州 0.0 0.0 0.0 0.1 1137.0 1117.6 19.4

云南 12.4 12.4 0.0 0.2 407.1 359.9 47.2

注：①以上统计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②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③一季度部分省市装机有退运减容
　　④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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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12.0 12.7 262902.9 13.5 19555.7 8.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9446.1 60.8 5691.5 41.8 2357.0 189.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912.3 46.6 1378.4 10.3 1033.1 151.1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171.8 -10.3 917.7 -6.5 199.9 17.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771.5 24.4 513.5 19.9 165.5 74.8
　非金属矿采选业 937.3 11.0 698.9 8.8 81.8 29.4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388.6 7.3 374.2 5.9 -2.5 （注①）
　其他采矿业 4.5 55.2 4.1 51.9 0.2 （注②）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604.7 3.7 11560.6 4.9 348.1 -22.9
　食品制造业 5288.8 8.7 4172.0 9.6 441.4 13.3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438.8 13.3 2858.9 10.3 736.4 25.6
　烟草制品业 4726.0 10.1 1254.3 8.2 706.4 9.4
　纺织业 5824.2 9.4 5190.1 9.6 194.9 14.0
　纺织服装、服饰业 3276.2 9.3 2792.1 9.9 133.8 10.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620.5 10.8 2268.5 10.9 124.3 3.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294.9 7.4 2079.2 7.5 72.7 3.7
　家具制造业 1735.4 3.2 1456.2 3.1 67.2 0.4
　造纸和纸制品业 3571.0 4.5 3147.0 8.9 125.6 -49.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663.0 3.8 1411.6 4.3 70.2 -7.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391.1 11.1 2951.1 11.1 135.0 7.1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5194.9 24.5 12559.7 28.7 620.0 -29.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1769.7 24.1 18028.1 26.2 1995.3 18.4
　医药制造业 6936.6 5.5 3997.4 12.1 1065.6 -8.9
　化学纤维制造业 2509.1 14.9 2310.6 20.3 62.6 -54.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757.1 3.8 5789.2 6.2 285.9 -29.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4540.1 9.4 12220.9 10.1 956.1 11.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0884.3 2.1 19620.3 4.1 422.4 -49.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7779.3 24.4 16355.7 24.0 847.1 52.9
　金属制品业 10570.8 10.7 9347.8 11.3 370.5 0.0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407.1 2.7 8650.4 3.9 529.6 -17.0
　专用设备制造业 8303.4 4.7 6569.6 4.6 615.4 4.8
　汽车制造业 21270.6 0.9 18289.8 1.8 1149.8 -11.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660.7 2.2 2287.9 3.1 88.8 -15.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0922.9 23.9 18154.2 25.6 915.9 10.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3791.3 9.5 29545.7 10.2 1433.0 2.8
　仪器仪表制造业 1927.2 7.4 1475.8 9.4 134.7 -7.4
　其他制造业 467.3 13.2 396.0 13.8 21.4 14.4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312.9 40.6 2205.4 42.7 59.9 16.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328.8 10.9 285.2 11.5 8.0 31.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1323.1 16.0 19694.9 20.3 717.3 -35.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053.2 26.2 3687.0 30.8 208.2 -1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35.1 8.6 711.2 10.9 57.0 -5.0

注：①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上年同期亏损7.2亿元
　　②其他采矿业上年同期利润总额为0.0亿元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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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省
（区、市）

本地电量
/亿kWh

总量净受入
/亿kWh

非水净受入
/亿kWh 全社会用电量 

/亿kWh

总量消纳责任权重 非水消纳责任权重

风电 光伏 生物质 水电 物理消纳量 超额消纳量 物理消纳量 超额消纳量
2021年 
最低值

2021年 
激励值

2021年 
实际值

2021年
最低值

2021年
激励值

2021年
实际值

北京 4 6 26 14 75 0 78 0 1233 18.0% 19.8% 19.8% 17.5% 19.3% 19.4%
天津 18 20 18 0 56 0 52 0 982 17.0% 18.7% 19.5% 16.0% 17.6% 18.4%
河北 511 279 67 24 72 0 64 0 4294 16.5% 18.2% 17.6% 16.0% 17.6% 16.8%
山西 469 189 30 39 -77 0 -77 0 2608 20.0% 22.0% 24.9% 19.0% 20.9% 23.4%
山东 409 310 180 12 254 0 200 0 7383 13.0% 14.3% 15.8% 12.5% 13.8% 14.9%

内蒙古 967 212 12 62 -298 0 -299 0 3957 20.5% 22.6% 24.1% 19.5% 21.5% 22.5%
辽宁 227 55 30 78 100 0 49 0 2576 15.5% 17.1% 19.1% 13.5% 14.9% 14.0%
吉林 138 52 31 105 -74 0 -44 0 843 28.0% 30.9% 29.9% 21.0% 23.1% 21.0%

黑龙江 162 51 80 27 -65 0 -40 0 1089 22.0% 24.2% 23.3% 20.0% 22.0% 23.2%
上海 18 15 35 　 489 0 22 0 1750 31.5% 35.0% 31.9% 4.0% 4.4% 5.2%
江苏 416 195 134 31 541 0 118 0 7101 16.5% 18.2% 18.6% 10.5% 11.6% 12.1%
浙江 49 155 144 238 456 0 126 0 5514 18.5% 20.5% 18.9% 8.5% 9.4% 8.6%
安徽 107 155 117 81 100 -36 85 -30 2715 16.0% 17.6% 19.3% 14.0% 15.4% 16.0%
福建 152 25 53 274 0 36 0 30 2837 19.0% 21.0% 19.0% 7.5% 8.3% 9.1%
江西 104 80 52 136 175 0 9 0 1863 26.5% 29.3% 29.3% 12.0% 13.2% 13.1%
河南 328 136 79 116 397 0 236 0 3647 21.5% 23.7% 29.0% 18.0% 19.8% 21.4%
湖北 134 83 42 1599 -834 0 11 0 2472 37.0% 41.0% 41.5% 10.0% 11.0% 10.9%
湖南 150 38 47 583 182 0 67 0 2155 45.0% 49.9% 46.4% 13.5% 14.9% 14.0%
重庆 22 5 24 283 276 0 7 0 1341 43.5% 48.3% 45.5% 4.0% 4.4% 4.3%
四川 109 30 73 3724 -1302 0 19 0 3275 74.0% 82.0% 80.4% 6.0% 6.6% 7.1%
陕西 176 141 24 141 44 0 11 0 1966 25.0% 27.6% 26.7% 15.0% 16.5% 17.9%
甘肃 288 150 7 452 -196 0 -164 0 1495 49.5% 54.8% 46.9% 18.0% 19.8% 18.9%
青海 130 211 0 505 -184 0 -90 0 858 69.5% 77.0% 77.1% 24.5% 27.0% 29.3%
宁夏 281 183 3 21 -155 0 -164 0 1158 24.0% 26.4% 28.8% 22.0% 24.2% 26.2%
新疆 548 196 9 286 -326 0 -332 0 3527 22.0% 24.3% 20.2% 12.5% 13.8% 11.9%
广东 137 103 207 224 1560 49 29 -28 7867 29.0% 32.2% 29.0% 5.0% 5.5% 5.7%
广西 161 28 65 517 192 0 0 0 2236 43.0% 47.7% 43.1% 10.0% 11.0% 11.4%
海南 5 16 17 18 15 0 0 0 405 16.0% 17.7% 17.5% 8.0% 8.8% 9.4%
贵州 105 83 18 734 -312 0 -34 0 1743 35.5% 39.4% 36.1% 8.5% 9.4% 9.8%
云南 231 51 12 3028 -1616 -49 0 28 2138 75.0% 83.0% 77.5% 15.0% 16.5% 15.0%
西藏 0 17 1 93 -16 0 3 0 101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注： ①西藏不参与考核
　　 ②湖南已计入贵州点对网45.5亿kWh水电
　　 ③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单位：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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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可再生能源电价猛增
日前，咨询服务公司LevelTen Energy

发布报告称，北美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开发成本正在上升。2022年第一季度，

北美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长期电力

购买协议（PPA）签约价格大幅上涨，截

至3月底，已经达到0.04美元/kWh，较上年

同期增长28.5%，前3月增幅已接近10%。

据了解，自2021年9月以来，北美

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PPA价格一

直处于快速上涨态势。2021年第三季度

和第四季度，北美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的PPA市场平均报价增速超过5%。

截至2021年底，光伏发电项目PPA市场

平均报价较2021年9月增长了5.7%，风

电项目则增长了6.1%。LevelTen Energy
认为，目前，北美地区可再生能源产

业发展面临很大困难，大型用能企业对

签署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PPA热情缺

失。但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属于重资本

产业，对现金流需求巨大，开发商都依

赖于和买家签订PPA的方式回血，以保

证项目开发建设所需资金。能源信息网

站“可再生能源世界”撰文称，光伏组

件等产品价格波动，且项目并网和监管

措施不明，开发商难以确定项目成本和

建设时间表，这正在导致PPA定价“失

控”，未来北美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PPA价格将进一步提升，为产业发展

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有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美国能源监管部门已经积压

了上亿千瓦级规模的可再生发电项目申

请待审批。   （摘自《中国能源报》）

202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维持高速增长

近日，德国内阁最新通过一项能源安全修订法案。

为保障能源安全，该法案将允许德国政府的各级行政部

门在危机时刻“征用关键基础设施”，并让德国政府有

权将私营的能源公司国有化。

据了解，这一法律修订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德国

政府将创建一个天然气数字平台，在处理能源危机时能

够将天然气供应商、耗能企业的供需进行匹配，并在紧

急时刻关停部分企业；德国将实施有助于加强欧盟团结

的法规；德国政府还将在紧急情况发生前采取“预防措

施”，防止能源供应受到威胁。另外，德国政府表示，

将在危机发生时迅速调整天然气价格，尽可能长时间地

维护供应稳定。一直以来，德国都不主张将私营企业国

有化，但随着能源危机愈演愈烈，德国乃至欧盟都加大

了对能源领域的管控力度，并警告“对欧洲构成能源安

全风险的企业将不得不放弃公司所有权或控制权”。

2022年3月，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搁浅后，德

国政府就已经接管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德国

建立的子公司。据悉，该法律修正案已提交至议会进行

投票，如果通过，将从2022年5月开始实施。

（摘自《中国能源报》）

德国“硬核”保供能源据路透社新德里消息，印度联邦政府已要求各邦政

府所有的公用事业企业进口逾2200万t煤炭，并要求私

营发电厂进口1594万t煤炭。报道称，这份下发给各邦

能源部门高官和私营发电厂负责人的函件显示，电力部

要求所有公用事业企业确保50%的进口分配量在6月30
日前实现交付，40%在8月底前实现交付，其余10%在

10月底前实现交付。

报道称，这是印度这个世界第二大煤炭进口国首

次发布煤炭进口时间表，随着印度公用事业企业匆忙

避免该国4月的电力危机重演，上述要求可能对全球煤

炭价格构成压力。报道称，2022年4月，一场持续的热

浪将印度电力需求推至创纪录的高水平，导致该国出

现6年多来最严重的电力危机，并迫使印度改变削减煤

炭进口的政策。另据印度煤炭部5月3日发布数据称，

印度4月煤炭总产量为6615.4万t，其中印度煤炭公司

（CIL）及其子公司生产了5347万t。根据初步统计，

印度4月煤炭总承购量为7086.8万t，电力行业的煤炭承

购量达6172万t，仅印度煤炭公司对电力部门的承购量

就达4973.9万t。印度2021~2022财政年度的煤炭总产量

为77702.3万t（暂定），而2020~2021财政年度为71600
万t，同比增长约8.5%。

（摘自《参考消息》）

5月4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全体

会议。欧委会当天提交了第六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

提案，其中包括2022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俄石油。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上说，欧盟成员国领

导人3月会晤时，同意逐步摆脱对俄能源的依赖。

上一轮制裁方案涉及俄煤炭，新一轮制裁将解决欧

盟对俄石油的依赖问题。冯德莱恩说，欧委会提议

禁止进口俄石油，是对俄石油的全面进口禁令，

“无论是通过海运还是管道运输，无论是原油还是

精炼石油”。欧盟将在六个月内逐步淘汰俄原油，

并在2022年底前逐步淘汰俄成品油。

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提案还包括将俄最大银行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其他两家大银行排除在环球

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之外、禁止三

家俄国家媒体的新闻信息产品以任何形式在欧盟落

地和传播。按照欧盟规则，欧委会的提案需得到27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生效。冯德莱恩承认，由于

一些成员国在能源上高度依赖俄罗斯，提案获得通

过并不容易。                                     （摘自 新华网）

欧委会提议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
俄罗斯石油

在新任总统尹锡悦表示计划将核能重新

纳入主要能源清单后，韩国政府目前正在评估

是否需要提前制定新的长期能源计划。据韩媒

报道称，韩贸易、工业和能源部（METI）已

经在与尹锡悦团队进行磋商，力图在2022年三

季度制定该国第四个能源基本规划，其中包

括新一届政府的能源政策。在文在寅政府时

期，韩国主张退役24台核电机组，并不再建造

新机组，彼时核电在全国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为

30%。尹锡悦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政府曾计

划到2050年把核电份额降低至7%，并在出现能

源短缺时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电力，即使大规

模建设太阳能项目，该计划也是不可行的。他

强调，建设核电站是全球大势所趋，这对减少

碳排放和保障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作为核电回

归的第一步，新政府将恢复目前停建的新荷娜

（Shin-Hanul）3、4号机组项目。

据介绍，韩国新一届政府计划尽可能长时

间地运行在运堆群，使核电份额保持在30%。

此外，韩国还拟投资小型堆（SMR）研发。

到2030年，韩国计划向国外再出口10台核电机

组，目前韩国已参与捷克、波兰等国的新核电

项目招标。

（摘自 中国能源网）

韩国计划重启本土新核电项目建设

印
度
首
次
发
布
煤
炭
进
口
时
间
表 

避
免
电
力
危
机
重
演

日
本
启
动
福
岛
核
污
水
排
海
准
备
工
作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电

力公司已于5月5日启动海底挖掘作

业，进行修建海底隧道的准备工

作，为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

海做准备。日媒对此指出，目前日

本各界的反对声依然强烈。报道

称，东电计划将海底隧道出口建成

较为坚固的混凝土结构，并在海底

铺上废石。按照计划，海底挖掘工

作预计在7月初完成，8月初将完成

一系列准备工作。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提出的计划，

核污染水将在距离海岸一公里处被稀

释并排放。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预

计最早将在5月份汇总审查方案，征

求各方意见后正式批准该计划。但日

媒此前指出，目前日本各界的反对声

依然强烈，日本政府和东电如何取得

各方理解，仍是难题。

（摘自 海外网）

日前，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

《可再生能源容量统计2022》报告指出，

202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维持了高速

增长的态势，截至2021年末，全球可再生

能源累计装机已经达到30.64亿kW，同比涨

幅高达9.1%。报告显示，在全球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中，水电装机占比最大，累计

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2.3亿kW。不过，从新

增装机情况来看，风电和光伏占据了2021
年的主导地位。数据显示，2021年，风光

发电装机占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的81%以

上，截至2021年末，光伏累计装机同比

上涨了19%，风电累计装机涨幅也达到了

13%。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全球可再生

能源新增装机约有60%都位于亚洲国家，

数据显示，2021年，亚洲可再生能源累

计装机突破10亿kW，创下历史新高。另

外，2021年，欧洲和北美地区可再生能源

新增装机分别为3900万kW和3800万kW。

相较之下，非洲、中美洲等地区可再生能

源新增装机速度则相对较慢，低于全球平

均水平。为此，IRENA呼吁，应加强这些

区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优化当地电力

市场，并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IRENA总

干事Francesco la Camera表示，2021年，

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持续增长，

表明该领域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他同

时强调，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良好，

但目前的能源转型速度仍不足以达成气候

目标，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快速

发展。            （摘自 中国能源新闻网）

IEA：今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小幅下滑

国际能源署(IEA)近日发布最新

报告称，由于市场供应不确定性增

加和价格上涨，预计2022年全球天

然气需求将略有下降。2022年1月，

IEA曾预计，2022年全球天然气需

求将增加1%，而在其最新季度报告

中，IEA将其对2022年全球天然气需

求的预测值下调了500亿m3。IEA表

示，俄乌危机使得欧盟各国寻求加

快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并推动

天然气来源多样化，这给本已吃紧

的天然气市场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和

不确定性。

从区域来看，IEA预计，欧洲

2022年的天然气消费量将下降近

6 % ，亚洲虽然将增长 3 % ，但与

2021年7%的增长相比明显放缓，而

美洲、非洲和中东等地区的天然气

消费量变化不明显。IEA市场与安全

主管Keisuke Sadamori表示：“应对

当前能源挑战的最佳和最持久的解

决方案是提高能源效率，并且加速

从化石燃料向低碳能源过渡。”

          （摘自 环球网）

希腊公布政府电费补贴措施 
消费者最高可获600欧元补贴

近日，希腊政府对最新的政府电费补贴措施进行详细介

绍。据了解，信息发布会上宣布的一揽子干预措施，将覆盖

希腊家庭和企业用电价格上涨的70%~80%，干预措施总共

花费32亿欧元，其中11亿欧元将由国家预算承担。该措施涉

及收入不超过4.5万欧元的家庭，将覆盖希腊近95%的家庭。

此外，每个消费者的补贴不超过600欧元。居民补贴发放

后，电力价格仍将略微高于正常状态，但较当前市场价格将

会有较大回落。补贴适用于所有用电单位，包括住宅和非住

宅商铺、单位。

此外，希腊环境和能源部长斯克莱卡斯称，自俄乌冲突

爆发以来，天然气、石油和电力的价格连创新高，俄罗斯对

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天然气供应中断，引起了对供应安全的担

忧。因此，政府正沿着两条轴线推进工作。希腊是欧盟第一

个建立能源过渡基金的国家，已经拨出大量电费和燃气费退

税和补贴。除了补贴之外，希腊正在朝着干预希腊能源市场

的模式发展，将电力的零售价格与国际天然气价格脱钩。

（摘自 中国新闻网）

欧洲药管局：新冠疫情远未结束 
希望改进版疫苗9月前获批

在5月5日召开的欧洲药品管理局记者会上，疫苗策略主管马

尔科·卡瓦莱里表示，新冠疫情还远未结束，人们应当为新冠病毒

出现新变异毒株以及冬季暴发新一轮疫情做准备。目前欧洲药管

局的工作重点是争取使针对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的疫苗能在9月前

获批，为欧盟计划秋季推出的免疫接种行动做好准备。

卡瓦莱里说，尽管欧盟范围内新冠疫情已趋于稳定，但当前

全球感染病例仍很多。他强调，新冠疫情还远未结束，它将继续

影响人们的生活，人们必须保持警惕，并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异毒

株和新一轮疫情的暴发做好准备。欧盟药管局认为疫苗在应对新

冠疫情方面具有核心作用。专家们希望，临床试验可以确认改进

过的疫苗与现有获批疫苗相比，可针对奥密克戎等新变异毒株提

供更多保护性。在此基础上，9月份之前批准改进过的疫苗，可以

使生产厂家随之调整产品生产线，以便为欧盟计划在秋季推出的

免疫接种行动做好准备。他说，在欧洲，接种疫苗挽救了约100万

年龄60岁以上人群的生命，但当前欧洲仍有15%的18岁以上人群从

未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他呼吁仍未接种的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摘自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