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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海燕：劳动最光荣

怀着对创新事物的好奇、对科研的热忱和对工程建设的投入，廖海燕一直在煤炭利用创

新领域奋勇登攀，践行着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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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廖海燕发了个朋友圈：劳动

最光荣，配图是锦界能源燃煤电厂燃烧后二氧化

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示范项目（以下简称“锦界

CCS项目”）现场。

这个项目由国家能源集团与浙江大学于2017

年联合申报，2019年11月1日开工，2021年1月安

装建设完成。6月25日，项目一次通过168小时试

运行，试运期间实现二氧化碳捕集率90%、捕集

二氧化碳的浓度超过99%，连续生产出纯度99.5%

的工业级合格液态二氧化碳产品，成功实现了燃

煤电厂烟气中二氧化碳大规模捕集。

这个项目建设规模达到15万吨/年，是目前国

内规模最大的燃煤电厂燃烧后二氧化碳捕集与驱

油封存全流程示范项目。

“多个合作单位共同的智慧结晶”
身为原国华研究院副总经理的廖海燕也兼

任着这个项目的“大管家”，用她的话说，就是

“管技术、管工艺、管省钱”。

“双碳”目标已定，作为示范的锦界CCS项

目需要尽快投入运行。今年的劳动节，廖海燕就

在锦界项目现场，为项目早日投运做着最后的调

试准备。

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廖海燕几乎每个

月都要从北京飞到锦界，花费少则一两天、多则一

两周的时间，处理项目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这个项目是多个合作单位共同智慧的结

晶。”在项目现场接受采访时，廖海燕多次强调

这一点。这也是项目的重大意义之一：多家单位

的科研成果在这里落地，并验证了可行性。

这个项目依托的是锦界能源1号600兆瓦亚临

界机组，采用的是复合胺化学吸收方式。煤电厂

排放的烟气先是进入水洗塔水洗，接着进入吸收

塔进行二氧化碳吸收，之后在再生塔加热解吸出

二氧化碳气体以后，经压缩干燥冷却制成液态二

氧化碳，通过车辆运输到油田，进行驱油。

各家单位的科研成果就体现在燃烧后的二

氧化碳捕集—封存—利用的整套流程中。比如多

种吸收剂的应用，复合胺吸收剂来自南化集团研

究院、两相吸收剂来自清华大学、离子液体来自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今后这些都将在

这个平台中开展试验研究；此外，根据浙江大学

200Nm3/hCO2吸收中试验证结果，示范项目还

采用了级间冷却、富液分流、贫液压缩等节能工

艺，采用了浙江大学开发的塑料填料吸收塔、全

焊接高效板式换热器和北京化工大学开发的超重

力再生反应器等节约投资的设备；中国能建西北

院、中石化节能环保公司、十四化建等单位则参

与了项目的设计和建设。

作为项目“大管家”，廖海燕需要带领研究

院的团队，对科研单位完成的每一项实验研究成

果、每一项工艺优化措施，进行评估论证并决定

是否采纳。

正是因为对锦界CCS项目全流程的投入，廖

海燕对燃煤电厂燃烧后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

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双碳”话题火热，国内CCS项目也在加

速上线，到锦界CCS项目现场来取经的人更是不

少。对于这种火热现象，廖海燕的态度相当谨

慎，她直言：“很多东西在还没有得到验证之

前，不能太着急。新技术、新工艺的效果如何，

“这个平台更多是验证落地各家科研

单位的项目成果，为后续我国燃烧后

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提供多

方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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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这个项目由国家能源集团与浙江大

学联合申报，2019年11月1日开工，2021年1月安

装建设完成。6月25日，项目一次通过168小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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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浓度超过99%，连续生产出纯度99.5%

的工业级合格液态二氧化碳产品，成功实现了燃

煤电厂烟气中二氧化碳大规模捕集。

这个项目建设规模达到15万吨/年，是目前国

内规模最大的燃煤电厂燃烧后二氧化碳捕集与驱

油封存全流程示范项目。

“多个合作单位共同的智慧结晶”
身为原国华研究院副总经理的廖海燕也兼

任着这个项目的“大管家”，用她的话说，就是

“管技术、管工艺、管省钱”。

“双碳”目标已定，作为示范的锦界CCS项

目需要尽快投入运行。今年的劳动节，廖海燕就

在锦界项目现场，为早日投运做着最后的调试准

备。

实际上，在过去一年半里，廖海燕几乎每个

月都要从北京飞到锦界，花费少则一两天、多则

一两周，处理项目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这个项目是多个合作单位共同智慧的结

晶。”在项目现场采访时，廖海燕多次强调这一

点。这也是项目的重大意义之一：多家单位的科

研成果在这里落地，并验证了可行性。

这个项目依托的是锦界能源1号600兆瓦亚临

界机组，采用的是复合胺化学吸收方式。煤电厂

排放的烟气先是进入水洗塔水洗，接着进入吸收

塔进行二氧化碳吸收，之后在再生塔加热解吸出

二氧化碳气体以后，经压缩干燥冷却制成液态二

氧化碳，通过车辆运输到油田，进行驱油。

各家单位的科研成果就体现在燃烧后的二氧

化碳捕集—封存—利用的整套流程中。比如多种

吸收剂的应用，复合胺吸收剂来自南化集团研究

院、两相吸收剂来自清华大学、离子液体来自中

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今后都将在这个平台

中开展试验研究；此外，根据浙江大学200Nm3/

hCO2吸收中试验证结果，示范项目还采用了级间

冷却、富液分流、贫液压缩等节能工艺，采用了

浙大开发的塑料填料吸收塔、全焊接高效板式换

热器和北京化工大学开发的超重力再生反应器等

节约投资的设备；中国能建西北院、中石化节能

环保公司、十四化建等单位则参与了项目的设计

和建设。

作为项目“大管家”，廖海燕需要带领研究

院的团队，对科研单位完成的每一项实验研究成

果、每一项工艺优化措施，进行评估论证并决定

是否采纳。

正是因为对锦界CCS项目全流程的投入，使

得她对燃煤电厂燃烧后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

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双碳”话题火热，国内CCS项目也在加

“这个平台更多是验证落地各家科研

单位的项目成果，为后续我国燃烧后

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提供多

方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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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双碳”话题火热，国内CCS项目也在加

速上线，到锦界CCS项目现场来取经的人更是不

少。对于这种火热现象，廖海燕的态度相当谨

慎，她直言：“很多东西在还没有得到验证之

前，不能太着急。新技术、新工艺的效果如何，

“这个平台更多是验证落地各家科研

单位的项目成果，为后续我国燃烧后

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提供多

方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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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上线，到锦界CCS项目现场来取经的人更是不

少。对于这种火热，廖海燕的态度相当谨慎，她

直言：“很多东西在还没有得到验证之前，不能

太着急。新技术、新工艺的效果如何，需要项目

试运行后才有结论，验证完成后再进行推广也会

更有保障一些。”

“要先找到二氧化碳的去处”
廖海燕的这种谨慎是有理由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锦界CCS项目有其特定

的优势条件。

“这个平台更多是验证落地各家科研单位

的项目成果，为后续我国燃烧后二氧化碳捕集封

存和利用技术提供多方面参考。现在‘双碳’很

热，但是各地上马CCS项目前一定要先找到二氧

化碳的去处。”国家能源集团当初将CCS示范项

目选址在锦界电厂，是经过多方面考量的。

经济方面，地处陕西榆林的锦界电厂邻近煤

矿，煤的品质和价格很有优势，电厂盈利可观，

有意愿也有经济实力和研究院合作做一些创新性

的成果。而且，电厂距离长庆油田不远，捕集出

来的二氧化碳可运送至油田驱油和封存。

廖海燕同时也提到，油田利用二氧化碳驱

油，也受需求、油价以及二氧化碳价格的影响。

目前全球范围内，CO2驱油（EOR）与封存已有

十多个大规模项目在北美实现商业化运行，美国

政府2021年1月颁布的“45Q条款最终法规”从税

收优惠方面出台了较为完整措施，激励碳捕获、

人物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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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煤的品质和价格很有优势，电厂盈利可观，

有意愿也有经济实力和研究院合作做一些创新性

的成果。而且，电厂距离长庆油田不远，捕集出

来的二氧化碳可运送至油田驱油和封存。

廖海燕同时也提到，油田利用二氧化碳驱

油，也受需求、油价以及二氧化碳价格的影响。

目前全球范围内，二氧化碳驱油（EOR）与封存

已有十多个大规模项目在北美实现商业化运行，

美国政府2021年1月颁布的“45Q条款最终法规”

从税收优惠方面出台了较为完整的措施，激励碳

捕获、驱油等整条价值链的各方发挥作用。

目前，锦界CCS项目捕集的烟气占锦界电厂排

烟量的5%。未来，如果捕集烟气比例加大，设备

工艺也要再上一个台阶，这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压力太大时就去跟工人一起穿管”
廖海燕的这种严谨性、抗压能力是被一个个

项目工程锤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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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履历，从神华国华工程技术中心设计

技术管理部设总兼业务经理，到国华研究院技术

研究中心新技术部经理、清洁发电技术研究所所

长，再到国华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廖

海燕参与和主导的项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

杂。

2000年到2007年，廖海燕在西南电力设计

院工作期间，承担过从50兆瓦～1000兆瓦各种煤

电机组的设计工作，贵州黔北电厂、盘南响水电

厂、云南滇东电厂、国华宁海电厂二期都是她曾

经战斗过的地方。

相比这些，廖海燕坦言压力最大的还是印尼

爪哇7号2×1050兆瓦燃煤发电工程海水淡化EP

项目。当时国华研究院掌握了万吨级及以上大型

MED（多效蒸发）海水淡化技术的自主知识产

权，但对于承担整套海水淡化工程的施工设计和

设备供货还是第一次。

廖海燕担任该项目经理，需要全面负责海水

淡化岛的设计、设备采购和供货，并配合现场安

装和调试工作。完成主设备蒸发器招标后留给印

尼爪哇7号项目的供货时间只有8个月，远低于

通常MED海水淡化设备供货周期在国内需要的

10~12个月。

“海外项目和国内项目不一样，到了时间

点就必须得交货，否则轮船空船费和再一次运输

的损失是我们不可承受的。临近交货期，那段时

间的压力就特别大。”当时，廖海燕在驻厂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变换着多种角色——监

造者、车间主任、工人，她狠抓制造的每一个环

节，帮助细化生产计划。

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个娇小的重庆女人就在

蒸发器现场，跟着工人一起穿蒸发器的受热面管

廖海燕与团队在锦界CCS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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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油、利用整条价值链的各方发挥作用。

目前，锦界CCS项目捕集的烟气占锦界电厂

排烟量的5%。未来，如果捕集烟气比例加大，设

备工艺也要再上一个台阶，这都有待进一步的探

索。

“压力太大时就去跟工人一起穿管”
廖海燕的这种严谨性、抗压能力是被一个个

项目工程锤炼出来的。

翻看履历，从神华国华工程技术中心设计

技术管理部设总兼业务经理，到国华研究院技术

研究中心新技术部经理、清洁发电技术研究所所

长，再到国华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廖

海燕参与和主导的项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

杂。

2000年到20007年，廖海燕在西南电力设计

院工作期间，承担过从50兆瓦～1000兆瓦各种煤

电机组的设计工作，贵州黔北电厂、盘南响水电

厂、云南滇东电厂、国华宁海电厂二期都是她曾

经战斗过的地方。

相比这些，廖海燕坦言压力最大的还是印尼

爪哇7号2×1050兆瓦燃煤发电工程海水淡化EP

项目。当时国华研究院掌握了万吨级及以上大型

化MED（多效蒸发）海水淡化技术的自主知识产

权，但对于承担整套海水淡化工程的施工设计和

设备供货还是第一次。

廖海燕担任该项目经理，需要全面负责海水

淡化岛的设计、设备采购和供货，并配合现场安

装和调试工作。完成主设备蒸发器招标后留给印

尼爪哇7号项目的供货时间只有8个月，远低于

通常MED海水淡化设备供货周期在国内需要的

10~12个月。

“海外项目和国内项目不一样，到了时间点

就必须得交货，否则轮船空船费、返空和再一次

运输的损失是我们不可承受的。临近交货期，那

段时间的压力就特别大。”当时，廖海燕在驻厂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变换着多种角色——

监造者、车间主任、工人，她狠抓制造的每一个

环节，帮助细化生产计划。

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个娇小的重庆女人就在

蒸发器现场，跟着工人一起穿蒸发器的受热面管

道。靠着这股干劲和狠劲，最终廖海燕带领团队

避免了蒸发器制造进度失控的风险，两套海水淡

化装置分别于2019年5月25日、7月29日顺利出水

并实现满出力运行，在“一带一路”的重点海外

项目上树立了国家能源集团自主技术品牌。

“学习，就是一直不停地学习”
从早年设计煤电机组到印尼爪哇7号2×1050

兆瓦燃煤发电工程海水淡化EP项目、印尼南苏电

厂（超高水分褐煤干燥发电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

及示范），再到如今的锦界CCS项目，对交叉学

科知识的需求也来越多。

“学习，就是一直不停地学习。”这是廖海

燕一种潜意识下的习惯，不加班的晚上也要安排

学习，写论文和写报告。

1994年本科毕业时，廖海燕赶上了中国的一

波建设高潮。由于人手紧张，师傅仅仅带了廖海

燕一年，她就得独自设计项目。“那会儿工程进

度太紧张了，都等着图纸去施工，基本是边订设

备、边设计、边施工（简称“三边工程”）。没

办法，就只能边干边学。”在那波“三边工程”

建设高潮中，即便在这种高压之下，廖海燕设计

出手的项目也有质量保证，没有出过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西南电力设计院，廖海燕有过

多项技术创造，计算机制图是其中一项。当时设

计人员还是用绘图板制图，同样的机组设计图，

即便一模一样也得再手绘一遍，费时费力。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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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履历，从神华国华工程技术中心设计

技术管理部设总兼业务经理，到国华研究院技术

研究中心新技术部经理、清洁发电技术研究所所

长，再到国华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廖

海燕参与和主导的项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

杂。

2000年到2007年，廖海燕在西南电力设计

院工作期间，承担过从50兆瓦～1000兆瓦各种煤

电机组的设计工作，贵州黔北电厂、盘南响水电

厂、云南滇东电厂、国华宁海电厂二期都是她曾

经战斗过的地方。

相比这些，廖海燕坦言压力最大的还是印尼

爪哇7号2×1050兆瓦燃煤发电工程海水淡化EP

项目。当时国华研究院掌握了万吨级及以上大型

MED（多效蒸发）海水淡化技术的自主知识产

权，但对于承担整套海水淡化工程的施工设计和

设备供货还是第一次。

廖海燕担任该项目经理，需要全面负责海水

淡化岛的设计、设备采购和供货，并配合现场安

装和调试工作。完成主设备蒸发器招标后留给印

尼爪哇7号项目的供货时间只有8个月，远低于

通常MED海水淡化设备供货周期在国内需要的

10~12个月。

“海外项目和国内项目不一样，到了时间

点就必须得交货，否则轮船空船费和再一次运输

的损失是我们不可承受的。临近交货期，那段时

间的压力就特别大。”当时，廖海燕在驻厂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变换着多种角色——监

造者、车间主任、工人，她狠抓制造的每一个环

节，帮助细化生产计划。

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个娇小的重庆女人就在

蒸发器现场，跟着工人一起穿蒸发器的受热面管

廖海燕与团队在锦界CCS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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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就在高压工作之余，用单位刚进的计算机自学

计算机制图，“那会儿还是286的计算机，DOS

命令都是英语，我学的是俄语，只有靠死记硬

背。”当时，廖海燕主管“六道”（锅炉烟风煤

粉管道）的设计，“六道”有很多异形件、不标

准，她通过详细计算将这些异形件一笔一笔描到

计算机上，成为设计院第一册“六道”图纸，之

后廖海燕又绘制了第一套锅炉系统总布置图，这

些最早的计算机制图至今还保存在西南电力设计

院。

她把学习的习惯也潜移默化传给了儿子。儿

子刚上小学时并不太爱学习，廖海燕就开始有意

识地给他讲历史故事。2个月下来，儿子就有了阅

读的兴趣，此后的学习再也没让廖海燕操心过，

后来更是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德国亚琛工业大

学，就读电气工程专业。

廖海燕自己也于2020年通过推荐、选拔、面

试，申请到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班，这是清

华大学于2018年首次开设的工程博士项目，旨在

培养工程类别创新领军人才，申请门槛很高、录取

比例很低。谈起博士学习，廖海燕神采奕奕，国产

燃气轮机、氢能飞机、高速飞车、云计算等等这些

与尖端制造、计算机等不同领域的领军人才交流碰

撞的讨论话题，让她觉得有趣又兴奋。

“我喜欢干的事就是看见有实物出来。”但

多年从事科研工作，也让她意识到在能源领域尤

其是煤炭领域，我国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以

前我们设计煤电厂，最主要的一个酸露点的公式

一直是沿用苏联人的成果，也没彻底搞明白，

得出的结论是排烟温度要达到120~130摄氏度以

上。最近日本的理论显示，排烟温度达到100摄氏

度也可以。但是我们以前就没搞清楚，走了不少

弯路。”

如今“双碳”话题火热，社会对于煤炭乃

至煤电普遍看衰。对此，兼任国家科技部“面向

2035年的能源领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组专家的

廖海燕鲜少公开发表看法。相比于单一视角，她

更倾向于从系统视角、用切实的数据说话。“现

在很多研究机构都做了温控1.5℃和2℃目标下，不

同情境中多种能源占比问题研究，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实际能源低碳转型需要考虑多目标的达

成：在满足能源充足供应的前提下，除能源自身

需要的安全性、经济性、可实现性外，还要考虑

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

员就业、民生保障、粮食供应、社会稳定等各方

面。”她已将这一想法形成论文，准备在内部发

表以做进一步的小范围讨论。

锦界CCS项目的成功试运行，并不是终点。

如今，廖海燕将开启新征程——履新国家能源集

团新能源研究院新技术新材料中心副主任一职，

主管新能源科技工作。换岗不换心，换职不换

志。她仍将延续对创新事物的好奇、对科研的热

忱和对工程建设的投入，继续践行劳动最光荣、

劳动者最伟大的真理。

“实际能源低碳转型需要考虑多目标的达

成：在满足能源充足供应的前提下，除能

源自身需要的安全性、经济性、可实现性

外，还要考虑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

增长、环境保护、人员就业、民生保障、

粮食供应、社会稳定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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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靠着这股干劲和狠劲，最终廖海燕带领团队

避免了蒸发器制造进度失控的风险，两套海水淡

化装置分别于2019年5月25日和7月29日顺利出水

并实现满出力运行，在“一带一路”的重点海外

项目上树立了国家能源集团自主技术品牌。

“学习，就是一直不停地学习”
从早年设计煤电机组到印尼爪哇7号2×1050

兆瓦燃煤发电工程海水淡化EP项目、印尼南苏电

厂（超高水分褐煤干燥发电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

及示范），再到如今的锦界CCS项目，廖海燕对

交叉学科知识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学习，就是一直不停地学习。”这是廖海

燕一种潜意识的习惯，不加班的晚上也要安排学

习，写论文和写报告。

1994年本科毕业时，廖海燕赶上了中国的

一波建设高潮。由于人手紧张，师傅仅仅带了廖

海燕一年，她就得独自设计项目。“那会儿工程

进度太紧张了，都等着图纸去施工，基本是边订

设备、边设计、边施工。没办法，就只能边干

边学。”在那波建设高潮中，即便在这种高压之

下，廖海燕设计出手的项目也有质量保证，没有

出过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西南电力设计院，廖海燕有过

多次“第一”的尝试，计算机制图是其中一项。

当时设计人员还是用绘图板制图，同样的机组设

计图，即便一模一样也得再手绘一遍，费时费

力。廖海燕就在高压工作之余，用单位刚购置的

计算机自学制图，“那会儿还是286的计算机，

DOS命令都是英语，我学的是俄语，只有靠死记

硬背。”当时，廖海燕主管“六道”（锅炉烟风

煤粉管道）的设计，“六道”有很多异形件，不

标准，她通过详细计算将这些异形件一笔一笔描

到计算机上，成为设计院第一册“六道”图纸。

之后廖海燕又绘制了第一套锅炉系统总布置图，

这些最早的计算机制图至今还保存在西南电力设

计院。她还第一次将锅炉辅助系统热力计算程序

化，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西南电力设计院设计的

第一个600兆瓦和第一个1000兆瓦煤电项目，她

都是热机的主设人。

廖海燕也把学习的习惯潜移默化传给了儿

子。儿子刚上小学时并不太爱学习，廖海燕就开

始有意识地给他讲历史故事。2个月下来，儿子就

有了阅读的兴趣，此后的学习再也没让廖海燕操

心过，后来更是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德国亚琛工

业大学，就读电气工程专业。

廖海燕自己也于2020年通过推荐、选拔、面

试，申请到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班，这是清

华大学于2018年首次开设的工程博士项目，旨在

培养工程类别创新领军人才，申请门槛很高、录取

比例很低。谈起博士课程学习，廖海燕神采奕奕，

国产燃气轮机、氢能飞机、高速飞车、云计算等这

些在课堂上与尖端制造、计算机等不同领域的领军

人才交流讨论的话题，让她觉得有趣又兴奋。

“我喜欢干的事就是看见有实物出来。”但

“实际能源低碳转型需要考虑多目标的达

成：在满足能源充足供应的前提下，除能

源自身需要的安全性、经济性、可实现性

外，还要考虑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

增长、环境保护、人员就业、民生保障、

粮食供应、社会稳定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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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从事科研工作，也让她意识到在能源领域尤

其是煤炭领域，我国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以

前我们设计煤电厂，最主要的一个酸露点的公式

一直是沿用苏联人的成果，也没彻底搞明白，

得出的结论是排烟温度要达到120~130摄氏度以

上。最近日本的理论显示，排烟温度达到100摄氏

度也可以。但是我们以前就没搞清楚，走了不少

弯路。”

如今“双碳”话题火热，社会对于煤炭乃

至煤电普遍看衰。对此，兼任国家科技部“面向

2035年的能源领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组专家的

廖海燕鲜少公开发表看法。相比于单一视角，她

更倾向于从系统视角、用切实的数据说话。“现

在很多研究机构都做了温控1.5℃和2℃目标下，不

同情境中多种能源占比问题研究，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实际能源低碳转型需要考虑多目标的达

成：在满足能源充足供应的前提下，除能源自身

需要的安全性、经济性、可实现性外，还要考虑

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

员就业、民生保障、粮食供应、社会稳定等各方

面。”她已将这一想法形成论文，准备在内部发

表，以做进一步的小范围讨论。

锦界CCS项目的成功试运行，并不是终点。

如今，廖海燕将开启新征程——履新国家能源集

团新能源研究院新技术新材料中心副主任一职，

主管新能源科技工作。换岗不换心，换职不换

志。她仍将延续对创新事物的好奇、对科研的热

忱和对工程建设的投入，继续践行劳动最光荣、

劳动者最伟大的真理。

印尼爪哇7号海水淡化项目蒸发器制造厂，廖海燕跟着工人一起穿蒸发器的受热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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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从事科研工作，也让她意识到在能源领域尤

其是煤炭领域，我国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以

前我们设计煤电厂，最主要的一个酸露点的公式

一直是沿用苏联人的成果，也没彻底搞明白，

得出的结论是排烟温度要达到120~130摄氏度以

上。最近日本的理论显示，排烟温度达到100摄氏

度也可以。但是我们以前就没搞清楚，走了不少

弯路。”

如今“双碳”话题火热，社会对于煤炭乃

至煤电普遍看衰。对此，兼任国家科技部“面向

2035年的能源领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组专家的

廖海燕鲜少公开发表看法。相比于单一视角，她

更倾向于从系统视角、用切实的数据说话。“现

在很多研究机构都做了温控1.5℃和2℃目标下，不

同情境中多种能源占比问题研究，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实际能源低碳转型需要考虑多目标的达

成：在满足能源充足供应的前提下，除能源自身

需要的安全性、经济性、可实现性外，还要考虑

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

员就业、民生保障、粮食供应、社会稳定等各方

面。”她已将这一想法形成论文，准备在内部发

表，以做进一步的小范围讨论。

锦界CCS项目的成功试运行，并不是终点。

如今，廖海燕将开启新征程——履新国家能源集

团新能源研究院新技术新材料中心副主任一职，

主管新能源科技工作。换岗不换心，换职不换

志。她仍将延续对创新事物的好奇、对科研的热

忱和对工程建设的投入，继续践行劳动最光荣、

劳动者最伟大的真理。

印尼爪哇7号海水淡化项目蒸发器制造厂，廖海燕跟着工人一起穿蒸发器的受热面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