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21

能源评论／ENERGY REVIEW ／ 2023／11
／ 酷思想Thoughts

COOL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未来的发

展方向是多方融合、车网互动。电动汽车、电网从松散组合到紧密耦合，需要建立“车能路云”

的融合发展生态。充换电行业将面临车网互动、超级充换电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需要重

新整合产业链、价值链和技术链。

@中电联副秘书长、中电联电动交通与储能分会会长刘永东：建立高质量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

系，需要提高充电保障的供应能力，建设高质量的服务体系，促进交通和能源的协同发展，促进

国内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制定标准。

@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文：电动汽车进入电力市场参与电网运行是重要发展

方向。车网互动在削峰填谷、供电可靠、资源利用、光伏消纳、带动产业发展方面能发挥很重要

的作用。海量的电动汽车充换电是最经济、灵活的资源，且规模潜力巨大。车网互动标准是实现

加快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的关键措施。

@北京小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廖兰新：好的充电桩具备安全、可靠、快速、智

能的核心特征。智能化是推动充电桩升级的关键驱动力，充电安全、可靠体验、智能运维、电力

调度、智能引擎是充电桩智能化的五大关键技术。

煤电“三改联动”完成“十四五”目标八成以上

热议

如何构建高质量
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在第三届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技术创新大会上，与会

各方就科技创新助力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展

开研讨，聚焦充换电设施领域行业痛点，着眼技术变

革，解读充换电领域前沿趋势，共同探索创新发展。

知识点

信息来源：国家能源局网站、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站、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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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煤电仍是我国电力供应的最主要电源，充分发挥

了兜底保供作用。煤电行业也是我国电力领域中二氧

化碳排放的重点行业。2021年10月29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

案》。“双碳”目标下，我国煤电发电企业进一步提出

推动煤电节能降耗改造、供热改造和灵活性改造三种技

术的“三改联动”。

主要工作及目标：

一、节能降耗改造，让煤电机组降低度电煤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新建机组采用供电煤耗低于270克/千瓦时的超

超临界机组”；供电煤耗高于300克/千瓦时的煤电机组

要加快实施节能改造；无法改造的机组逐步淘汰关停，

并视情况将具备条件的转为应急备用电源；“十四五”

期间改造规模不低于3.5亿千瓦，2025年全国火电平均供

电煤耗达到300克/千瓦时以下。

二、供热改造，让煤电机组承担更多的供热负荷，替

代低效率、高排放的分散小锅炉。推进清洁高效燃煤热

电联产替代燃煤小锅炉供热、实施纯凝机组供热改造，

“十四五”期间供热改造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三、灵活性改造，让煤电机组进一步提升负荷调节

能力，为新能源消纳释放更多电量空间，帮助电网运

行更加安全稳定。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应改尽改，

“十四五”期间完成灵活性改造2亿千瓦，可增加系统

调节能力3000-4000万千瓦。

进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7月发布的《中国电力行业年

度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电力系统灵活性持续改善，

“十四五”前两年，煤电“三改联动”改造规模合计超过

4.85亿千瓦，完成“十四五”目标约81%。其中节能降碳

改造规模1.52亿千瓦、供热改造规模1.45亿千瓦、灵活性

改造规模1.88亿千瓦。根据相关规划，“十四五”期间，

煤电“三改联动”改造规模合计6亿千瓦左右。根据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电力

系统稳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国新建煤电机组全部实现

灵活性制造，现役机组灵活性改造应改尽改。

智趣

用水泥和炭黑制成新型超级电容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人类拥有的最普遍且历史悠久的两种材料——

水泥和炭黑，可能成为构成新的低成本储能系统的基础材料。以特定的方式将水泥和

炭黑结合在一起，会得到一种导电纳米复合材料。该技术可应用于储能和促进太阳

能、风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有助于电力系统保持稳定。

智能传感“机器人皮肤”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联合日本本田公司，开发了一种智能、可拉伸且高度灵敏的

新型柔性传感器，其触感柔软似人类皮肤。据《科技日报》报道，该传感器有助于实现

更安全且逼真的人机互动，有望应用于假肢或机械肢体的表面，提高触摸灵敏度，辅助

完成更高难度的任务，例如，握住一颗鸡蛋或一杯水等。新型传感器可感知多种类型的

力，还能够检测温度和损伤，使假肢或机械臂能够灵活而精确地响应触觉刺激。

趋势研判

车网互动

沙塔蠕虫筑巢为建筑节能带来启发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受自然界中沙塔蠕虫

构筑巢穴过程启发，在低温常压条件下制备了力学性能优异

的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为建筑领域节能减排提供了新思

路。这种天然基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的抗压强度可达17

兆帕，不仅达到了常规建筑材料要求标准，还具有优异的抗

老化性能、防水性能以及独特的可循环利用性能，在低碳建

筑领域具有很大应用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