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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调研行·四川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在
近日举办的“新型工业化媒体调研
行”四川站采访活动中，本报记者随
团走进成都。在产业链成熟的交通
装备制造业，成都企业找到了新的
增长点。

轨道交通电转氢

走进四川荣创新能动力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创新能”），几位
技术人员正在给公司自主研发的氢
燃料电池堆做性能测试。这个大致
相当于8个行李箱大小的黑色方形
箱子，就是氢燃料电池堆。与市面上
许多公司将氢燃料电池应用在汽车
上不同，荣创新能瞄准了轨道交通这
条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相较于公路交通，轨道交通所
需的动力更大，但其使用的氢燃料
电池组不能像锂电池一样仅仅将单
组氢燃料电池串联使用。“燃料电池
是通过电化学反应发电的，不同电
堆的化学反应速度不同容易出现系
统故障。”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四川荣创新能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维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多
系统稳定性控制，就是荣创新能的核
心技术之一。”

将轨道交通供能由电转氢，最大
的好处，是极大地降低了沿途电站电

网的建设成本。陈维荣说：“与传统
电气化铁路相比，采用氢燃料做动
力的轨道交通系统在30年全生命周
期内将节省超过10%的成本。”

科研实力是这家企业最大的竞

争力。作为一家由学校科研团队转
型而来的创业公司，荣创新能拥有
一支强大的研发团队。中国工程院
院士钱清泉担任首席专家，董事长
陈维荣是西南交通大学氢能及储能

技术研究院原院长。这家公司于
2019年成立，但在此前，其技术研发
经验就已经积累了10余年。

雄厚的技术积淀在今年迎来了
战略机遇。今年 2 月，国家铁路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
运输部和国铁集团联合印发《推动铁
路行业低碳发展实施方案》，推动运
输装备低碳转型。在利好政策的推
动下，陈维荣认为，氢能轨道交通将
迎来万亿级市场。

低空载人初成形

低空载人飞行，听上去与人们的
生活还很遥远。但在四川沃飞长空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飞
长空”），调研团看到了“空中出租车”
不远的将来。eVTOL（电动垂直起
降飞行器）是发展低空载人飞行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区别于传统直升
机，eVTOL 保留了直升机垂直起降
的功能，但飞行器全面用电驱动、体
量更轻、噪声更小且整机成本更低。

记者在现场体验模型机时发现，
为保证空中飞行安全，eVTOL 的飞
行系统中预设了安全的飞行范围。
一旦接近安全临界点，飞行器将向驾

驶员发出警报。这样的设计，与市
面上的新能源汽车辅助驾驶的功能
很像。沃飞长空 CEO 兼首席科学
家郭亮称，eVTOL的供应链也与新
能源汽车高度重合，研发经验可大
批量借鉴，只有少部分组件和技术
是飞行器特有的。新能源汽车相对
成熟的产业链，显著降低了低空飞
行器的发展阻力。

eVTOL的未来在于商用。“我们
要做的是空中出租车的业务。当前
eVTOL的能耗大致相当于地面交通
的2~4倍，但运输效率是地面交通的
5 倍以上。因此低空飞行与地面交
通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满足时间
敏感的部分人群需求。”郭亮说道。
在郭亮看来，发展低空载人飞行产
业，需要三方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主机厂、基础设施提供方和监
管方。当前基础设施建设还处在起
步阶段，这也是发展低空载人飞行
的关键。例如，飞行器需要实时了
解天气情况，但随机配备气象雷达
设备既昂贵又会增加配重，而低空
的天气预报功能可以由地面基站来
承担。在未来，发展低空经济需要
通信基站、气象铁塔等同步发力，为
空中交通线保驾护航。

成都：交通装备制造业跑出创新“加速度”
本报记者 姬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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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能源”三个字的背后到底
蕴藏着多大的产业创新空间？在近
日举办的“新型工业化媒体调研行”
四川站采访活动中，记者发现，四川
德阳正展现出探索新能源创新业态
的努力与实力。

储能撬动新增长点

“绿色动力，驱动未来”。走进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汽轮机”）企业大
厅，这八个字便映入记者的眼帘。
汽轮机是发电环节所需的核心装
置，长期以来，东方汽轮机在燃气轮
机、核能汽轮机的设计、生产、加工
等环节持续发力，累计生产发电设
备已超过 5 亿千瓦，产品遍布全国
31 个省（区、市），在国内市场的占
有率超过30%，设备还远销至30个
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发电设备超
过6000万千瓦。

“绿色”是这家以生产能源装备
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在转型升级过
程中提出的发展方向。企业正在两
个方面做转型探索。第一是在企业

的传统优势领域如煤电、核电，通过
技术提升能量输出密度，实现热耗与
排量降低。迎合“智改数转”的改革
浪潮，东方汽轮机采用自主研发的

“智云创源”平台，利用多类型传感技

术，实现对机组状态的“智感知”，合
理优化汽轮机运行参数，降低机组
煤耗1.5g/kW·h～3g/kW·h。

第二是在新型能源方向，加大
产业部署。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数

字化与智能制造部王琨向《中国电
子报》记者介绍道：“储能是东方汽
轮机的新兴板块，主要有压缩空气
储能和二氧化碳储能两种形式。”
2022 年东方汽轮机在江苏金坛盐

穴的储能项目落地，采用的是压缩空
气储能的方式。

所谓压缩空气储能，指的是通过
机械装置压缩空气，将能量以势能的
形式存放在一定的空间内。王琨给
记者打了个比方：压缩空气的过程就
像是人按压饮料瓶的过程，饮料瓶被
按压之后，会有反弹回原来形状的
力。空气储能就是凭借这股空气反
弹的能量发电。

在用电低谷期，装置利用电能带
动压缩机，向储能罐内增压；而当需
要使用能量的时候，再推动发电机旋
转，将其转化为电能。这样的储能装
置，主要有三大作用：调峰、应急和利
用闲置电能。王琨介绍道：“空气储
能发电装置响应速度极快，只需要
5.5分钟就能快速响应，完成供电，因
此非常适合电力系统突然出现故障
的应急场景和用电高峰期。”

充电桩里做“道场”

装备出口，如何做好本地售后服
务，是影响产品海外市场推广度的关
键。在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英杰电气”），技术部部长
邓龙兵展示了充电桩产品出海的制

胜法宝——一个装配在充电桩内部
的四四方方的黑盒子，名字叫作充
电桩可编程功率控制器。

在该产品出现之前，充电桩内
的管线和部件大多分散分布，线路
复杂。这样一来，一旦充电桩出现
故障，排障、维修将可能耗费高额的
人工成本。英杰电气所做的，是将
充电桩内的大量管线、器件做集成，
这样一来，设备故障率将大大降低。

“原先充电桩内有 200 多根管
线，采用可编程功率控制器后，充电
桩内管线数量降低到89根。且所有
装置都改为可插拔式的，极大地降
低了后期维修难度。”英杰电气副总
经理刘少德介绍道。

除了在硬件设备上做优化，英
杰电气还通过提升“软”实力，实现
充电桩远程管理。英杰电气自主开
发的云平台，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充
电桩设备联网，从而可以实现远程
监测充电桩的运行状态，也可以指
导当地维修人员快速处理故障。邓
龙兵说：“有了远程应用平台，我们
可以更方便地为客户提供软件升级
等后续服务，还可以借此统计关键
物料的使用情况，从而不断对硬件
产品进行完善。”

德阳：新能源扛起“转型大旗”
本报记者 姬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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