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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调度、电能长时间跨季节存储、电

能质量保障等提出了巨大挑战，这些

问题迫切需要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得到

解决。氢能作为连接气、电、热等不

同能源形式的桥梁，将与电力形成互

补协同、耦合发展的关系。

氢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将发挥重

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氢能是促进新

能源消纳的重要载体，利用新能源制

氢可有效提升我国新能源消纳水平；

氢储能具有储能容量大、储存时间

长、清洁无污染等优点，能够在电化

学储能不适用的场景发挥优势，在大

容量长周期调节的场景中更具有经济

竞争力；氢能是新型电力系统灵活调

节的重要手段，先进的电解水制氢装

备具有较宽的功率波动适应性，可实

现输入功率秒级、毫秒级响应，为电

网提供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氢能是

拓展电能利用、促进能源互联互通的

重要桥梁，氢能作为灵活高效的二次

能源，在能源消费端可以利用电解槽

和燃料电池，通过电氢转换，实现电

力、供热、燃料等多种能源网络的互

联互通和协同优化。

随着绿氢的规模化发展，氢能未

来将与电力系统产生更多的耦合关

系，未来将应用于新型电力系统源网

荷储各环节，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在电源侧，新能源就地制氢将促

氢 能 是 支 撑 能 源 转 型 的 重 要 载

体。今年3月，《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

规划（2021-2035年）》正式印发，对

我国氢能发展做出顶层设计，首次明

确了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组成

部分，确定可再生能源制氢是主要发

展方向，并对系统构建氢能产业创新

体系、统筹建设氢能基础设施、有序

推进氢能多元化应用、建立健全氢能

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进行了部署。

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在能源转型背景下，波动性的大

规模新能源持续增加对电力系统的电

力电量平衡、跨区域大范围新能源优

国家政策为氢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广泛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电

氢耦合技术创新联合体致力于引导和促进我国电氢耦合产业健康、

有序、自主、持续发展。

让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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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新能源高效消纳利用，有助于提升

新能源并网友好性，支撑大规模新能

源电力送出。传统煤电耦合新能源、

氢能将提升煤电灵活性和清洁低碳水

平，促进煤电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电

网侧，在大规模新能源汇集、负荷密

集接入、调峰调频困难等关键电网节

点合理布局氢储能电站，可发挥调

峰、调频、调压、爬坡等作用，提高

电力系统安全性、可靠性、灵活性。

在负荷侧，氢能热电联产、分布式电

制氢加氢站等可参与电网辅助服务，

同时支撑分布式供能系统建设，发挥

电、气、热、冷、氢等不同能源系统

的耦合互补效应，推动综合能源服务

发展，提升终端能源效率和综合供能

可靠性。

以联合促耦合
随着国家对氢能发展的政策支持

力度不断加大，氢能产业已形成了良

好的发展势头，为氢能在新型电力系

统中的广泛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然

而，我国氢能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

相较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产业创

新能力不强、技术装备水平不高的问

题。氢能与电网协同发展缺乏整体规

划和顶层设计，氢能与电力系统耦合

战略布局、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发方面

有待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形态和发

展路径尚需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是

当前氢能学术界和工业界共同面临的

重大挑战。

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

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

中 国 电 力 科 学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中国电科院”）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关

于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部

署，推动氢能与电网耦合应用，促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全面提升我国

电氢耦合技术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于2021年10月12日牵头联合18家单位成

立电氢耦合技术创新联合体（以下简

称“电氢联合体”）。

电氢联合体以国家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及“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

源安全新战略为指引，以电力系统源

网荷储各环节与氢能深度融合为核

心，立足国家战略，紧跟行业需求，

发挥多方优势，协同推进科学与技术

创新。其总体目标是：从新型电力系

统应用需求出发，构建“清洁低碳、

长期存储、灵活高效、应用场景丰

富”的氢能形态，建立完善的电氢耦

合技术体系，全面支撑电力系统调

峰、调频、安稳控制、大规模可再生

能源消纳等应用，满足新型电力系统

的发展需求，引导和促进我国电氢耦

合产业健康、有序、自主、持续发

展。目前，电氢联合体设置电氢耦合

前沿分析、可再生能源制氢、电力系

统储氢、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电氢并

氢能作为连接气、电、热等

不同能源形式的桥梁，将与

电力形成互补协同、耦合发

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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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积极探索“风光发电+氢储能”

一体化应用新模式，发挥氢能调节周

期长、储能容量大的优势，开展氢储

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电网调峰等应

用场景的示范；在园区因地制宜布局

氢燃料电池分布式热电联供设施，发

展电热氢综合能源服务，提升综合供

能效率和可靠性；在可再生能源基

地，探索以燃料电池为基础的发电调

峰技术研发与示范。

四是凝练标准化需求，积极参与

电氢耦合标准化建设。根据电氢耦合技

术发展和工程应用需求，积极推动电氢

联合体单位参与电氢耦合技术国家、行

业及团体标准制定工作，建立健全电氢

耦合标准体系，开展标准验证，促进工

程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

五是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加强

跨专业人才培养。充分发挥电氢联合

体在研发环境、技术积累、实验条

件、研发经费等方面的优势，采取联

合培训、人员交流等方式，举办技术

论坛和交流活动，依托高校建立人才

储备团队，促进电氢耦合跨专业人才

成长。

网、电氢耦合工程应用六个工作组。

持续推动深度融合
自成立以来，电氢联合体不断完

善运行模式和协同机制，推进自身高

水平建设运行和发展。2022年4月14

日，中国电科院召开电氢耦合技术创

新联合体第一次全体大会，各成员单

位共同审议并通过了联合体章程及各

项提议，总结氢能项目研究和示范成

果，展望了电氢联合体发展方向，从

以下五方面发力，持续推动创新链和

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一是紧密跟踪国际发展趋势，开

展氢能前沿分析。跟踪氢能技术和产

业最新发展趋势，立足学科与产业发

展前沿，开展前瞻性研究布局。充分

利用氢能前沿分析成果，基于我国氢

能产业现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促进氢能行业健康发展。

二是强化协同创新，推进电氢耦

合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在可再生能

源电制氢技术、高密度固态储氢技

术、氢能综合利用与互动技术、仿

真实验技术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

开展电氢耦合全产业链技术成熟度

分析，充分发挥电氢联合体的互补

优势，构建开放高效的科技资源共

享体系，从产学研用全方位推动电

氢耦合产业发展。

三是加强成果应用，推进电氢耦

合示范工程。充分利用电氢耦合技术

研究创新成果，积极发挥电氢联合体

单位的氢能产业优势，开展典型示范

电氢耦合技术创新联合体成员

编号 单位

1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3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4 西安交通大学

5 同济大学

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大连理工大学

8 湖南大学

9 华北电力大学

10 武汉理工大学

11 南京工程学院

12 国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4 中船（邯郸）派瑞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15 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

16 中电新源（廊坊）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7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18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19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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