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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风袭来
株洲如何抢占新赛道
——“双碳”机遇下的株洲新能源产业系列报道之三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刘芳 实习生/彭冠锦 王蓉

1 2 3 4
应用端：加氢站虚位以待近

日，位于天元区新马金谷

金月路的加氢站在业内火了。

虽然还处于调试阶段，各氢能产业链产品端都

看到了希望。

“以前去岳阳运氢气，一立方米氢气综合成本要几百元，家门口

如果有，就能享受正常市场价了。”听说株洲建成了加氢站，株洲一正开展氢能

产品试制的企业立马派人前往对接。

7月 15日，记者前往实地一探究竟。

这是一个油氢电综合智慧能源站，由国家电投五凌电力（湖南分公司）投建，总投资额超一亿

元。不仅能够加氢，还能为电动车充电，为柴油车、汽油车加油。“在氢能产业尚未大量应用前，油

电部分的利润可有效带动站内运营。”负责人范磊表示，全球能源结构不可能一步到电能，更

不可能一步到氢能，综合智慧能源站的建立，就是在探索一种新能源过渡路径。

与其他城市加氢站不同的是，该站采取天然气裂解制氢，市政管道直连制氢站，制氢

完成后，氢气被输送至一百米开外的储氢装置，通过压缩机加压至 35兆帕后，就可直

接通过卸氢柱加注氢气。

按照目前进度，今年 10月，该加氢站就可正式投入使用。为应对氢能产业飞速

迭代，该加氢站预留有一台 70兆帕卸氢柱，目前尚未启用。

与此同时，加氢站内还安装了光伏板和风电机组。记者采访时，范磊正指

导工人对光伏板进行清洗。“旁边就是工地，这几天未及时清洗，每天少发

20千瓦时电。”范磊介绍道，此站不仅是全国首座油氢电综合站，更是一

座多种能源综合利用示范站。风光电资源在此直接存储下来为电动

车充电，制取氢气过程中产生的热量被接入综合楼供暖，是公司对

综合能源产业的一种探索。

氢气，是氢能产业的血液。由于氢气运输、储运技术受

限，目前，各地氢气供应皆以本地为主。株洲油氢电综合站

通过天然气裂解制氢，业内称之为蓝氢。“主要为解决

当前株洲氢气生产问题，为权宜之计。”范磊表示。

记者了解到，位于加氢站对门的株洲市华龙

特种气体有限公司于 2015 年落户至天元区，

是株洲工业气体的龙头企业。目前，该公司

正布局氢气生产业务。今年 8月，该公司

即将启动 2000 立方米/小时制氢及

储氢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年产高

纯氢 1600万立方米。公司氢气

产品经理、技术总监王宏

伟表示，该项目预计明

年 8月投产，瞄准株

洲 及 全 省 核 心

城 市 氢 气 供

应市场。

产品端：
氢能整车
制造领跑

其

实，不只是氢气

供应，从十一五

时期起，株洲各大

企 业 就 已 开 始 布

局氢能全产业链，

近 年 来 ，随 着 氢 能

应用端示范遍地开

花，株洲产氢能整车

产品也跑遍全国，走

向海外。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车电动）商用车研究

院副院长周莉介绍，2004

年起，中车电动就开始研

发氢燃料电池大功率 DCDC

转换器、空压机控制器及其

他氢能板块单元，经过十余年

的探索，公司参与了不少国家

级 项 目 研 究 。目 前 ，株 洲 产

DCDC转换器已成功应用到多个

领域。

2012 年，国务院发布《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

2020 年）》，明确提出“燃料电池汽

车、车用氢能源产业与国际同步发

展”的战略目标。从这时起，中车电动

启动氢燃料电池整车研发，2016年，我

市第一台氢能源大巴样车下线，参加了

比利时车展，并在丹麦启动示范运营。

“那时国内加氢这块很不方便，我们

最早的示范是在国外。”周莉表示，随着国

内氢能产业的加快布局，2019年，中车电动

首个小批量氢能大巴启动生产，2020年交付

江苏张家港，那是燃料电池电堆系统首次应

用到整车上，百公里氢能耗能 7公斤左右。

经过几年发展，中车电动氢能大巴已相继

服务过博鳌亚洲论坛、东盟博览会、第十三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等多种大型会议。今年，中车电动

分别向宁波慈溪交付 20 辆、重庆交付 10 辆氢能公

交，在氢能公交示范运营阶段，取得客观市场份额。

“我们预测，商用车市场批量化应用的最大市场

应该在重卡车辆。”周莉透露，目前，公司已经在开展项

目调研，布局长途货运车辆市场。

在轨道交通领域，氢能机车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年 4 月，全球轨道交通最大功率氢能调车

机车交付国家能源集团，该车由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机）研制，氢

功率可达 400 千瓦，整车功率达 2000 千

瓦，为氢能与电池混合动力机车，整

车氢功率与国内同类产品 200 余

千瓦的功率相比，高出近一倍。

上个月，中车株洲机技

术 人 员 已 到 达 包 神 铁

路 ，进 行 示 范 调 试 ，

调试完成后，将负

责车场调车工

作。

装备端：
制、储、运等

核心技术加快布局

氢气在常温常压下为气

态，是易燃气体，属于类危险

品，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易产生爆炸危险。从制氢

到氢能利用的产业链中，成本与

安全，是关系氢能产业发展的关

键因素。

制氢储能，前景广阔
持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政策刺

激下，国内企业纷纷卡位抢占绿氢机

遇。势银数据显示，国内已有超 30 家

企业在水电解制氢领域大展身手。

据报道，作为国内最早从事电解水

制氢（氧）技术的国家科研单位中国船

舶集团第七一八研究所，其下属单位派

瑞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建有单机产氢量世

界最大的制氢装置生产线，水电解制氢装

置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60%，出口 30多个国

家和地区，手上订单非常饱满。

这一赛道，也不乏株洲企业探索。

7 月 14 日下午，在株洲市天元区新马动

力创新城的一栋厂房里，湘潭大学教授、湖南

氢氢松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氢氢松

松）总经理赵才贤向记者介绍起眼前这一“庞然

大物”——碱性电解水制氢系统核心组件电解槽。

这是他们团队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历经上

百次试验，研制出的首台产能达到 500 立方/小时

的碱性电解水制氢系统核心部件电解槽。

“电解水技术最早可追溯到 1834 年，是英国物

理学家、化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的，至今有近 200

年的历史了。”赵才贤表示，电解水技术最大的问题是

在于它的电耗比较高。在电解水制氢这块，它的直流电

耗一直停留在 4.5千瓦时/立方米。与国内同类产品相比，

该公司研制的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在 2000安培/平方米

电流密度额定工况下，电解槽的直流电耗可低于 3.8 千瓦

时/立方米，设备响应时间缩短至 3分钟，运行时最大电流密

度 6000安培/平方米，可产生氢气 3000立方米。

正是这关键的 3.8千瓦时，为氢氢松松的电解槽走向工业

化提供了可能。目前，已相继有客户前来洽谈，从研发转入生产

后，预计每年能生产 300台左右制氢设备。“部分同行在一季度

就已停止接单，产能严重不足，市场前景广阔。”赵才贤表示，公司

正在进行融资扩产，以期尽快实现量产。

而在株洲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内，淳华氢能源科技（湖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淳华氢能）生产车间内，一台台电解槽设备正在制氢产

氢，检验出货。该项目自今年 3月入驻株洲建厂以来，已实现了批量化

生产。

这家比氢氢松松早一年成立的企业，已获得多项专利授权，并成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参与编制了两项制氢行业国家标准。

淳华氢能负责人谢曙介绍，目前，公司已布局多个产业项目。其生产的

系列化 PEM 水电解制氢设备可应用到光氢储能系统等多个领域，合作伙伴

已涵盖国内多家能源类的央企、国企和上市企业。

储运技术，蓄势待发
7月 14日，一台价值超百万元的有机液体储氢设备，从株洲铂陆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铂陆）出发前往澳大利亚，将被当地用来展示、研究。

“产品若得到认可，将实现批量生产。”株洲铂陆副总经理张登鑫表示，这意味

着，株洲铂陆储氢技术的行业地位得到认可，也将进一步推动株洲氢能产业的发展。

2019年，北京铂陆氢能研究院与株洲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株洲铂陆落户株洲动

力谷，致力于氢能在移动式装备和储能等领域产业化应用。

“当下氢能产业处初期发展阶段，对于大规模、长距离运氢的需求不大，高压气态运氢

最具性价比。”张登鑫介绍，但随着氢能产业快速发展，下游应用场景逐渐丰富，对于大规

模、长距离运氢的需求将逐渐增加，此时液氢输送的优势将会显现，并成为主流方式。

在液态储氢领域，株洲铂陆研发出的是有机液体储氢技术。“通俗的讲，就是将氢气储存在有机

液体中，可实现循环加氢、脱氢过程。”张登鑫介绍，有机液体储氢技术安全高效，储能能量密度高。

目前，株洲铂陆已获得新型储氢材料发明专利 3项。

发电电堆，市场初开
如果说电池车是一辆自带充电宝的电动车，那么，氢燃料车就是“自带氢燃料发电机的电动车”。在

氢能应用终端，将氢能转换为电和水的电堆，成为国家攻关的关键核心技术。

瞄准氢能储能和应用市场，2016年，株洲振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邦实业）创始人王自

团开始涉足氢能产业，同年，湖南振邦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邦氢能）成立，开展电堆核心技

术研发和突破。

公司副总经理赵阳介绍，作为湖南首家投入燃料电池电堆研发的公司，振邦氢能与清华大学

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依托清华大学氢燃料研发团队的科技成果，结合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基

础材料科研团队，攻克了燃料电池关键技术，其自主研发的膜电极和金属双极板具有完全的自

主知识产权。

7月 11日，在振邦实业厂房，三个不同型号的双极板模具刚刚成型出炉，等待进入生产

环节。

基于振邦实业 20余年汽车、轨道交通、桥梁零部件研发生产经验，目前，振邦氢能

除材料外，所有工艺、模具和装备都为自主研发。

“我们已有了多年的技术积累，目前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去年第六届中国（佛

山）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及产品展览会上，振邦氢能所产电堆收获了不少企

业青睐。如今，该公司生产的电堆已应用在长安氢能源汽车上，并为一汽等多家

整车厂家提供样堆。

今年，该公司又在国外市场取得突破，获得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

等国家订单，应用领域涵盖高尔夫球车、叉车、无人机等领域。

株洲氢能产业

如何趁势追击

氢能发展，

已 成 新 能 源 的

未 来 和 既 定 方

向 。近 两 年 来 ，

为 抢 占 氢 能 产

业制高点，已有

20 多 个 省 市 发

布了氢能产业发

展规划与支持政

策 ，加 快 布 局 氢

能产业。

目前，上海形

成 了 较 为 完 善 的

燃 料 电 池 汽 车 产

业链，如皋是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在中

国启动“氢经济示

范 城 市 ”项 目 的 首

个城市，佛山、云浮

打造了国内领先的

燃 料 电 池 汽 车 核 心

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此外，山东、北京、武

汉等省市也将氢能产

业作为重点予以推进。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等主要氢能产业集群。

株洲要不要大力发

展氢能产业？回答是肯定

的。

早在 2019 年株洲·中

国 动 力 谷 氢 能 产 业 峰 会

上，我市就发布了《株洲市

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19-

2025）。根 据 规 划 ，到 2025

年，株洲市将建成加氢站 12

座，燃料电池公交大巴生产

能力 2000辆/年。

参与氢能产业规划的王

宏伟介绍，当时株洲正计划申

报氢能示范城市，中车电动已

经报送了氢能源公交示范线项

目，最后因为资金问题搁置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创建氢能

示范城市撬动氢能产业发展，是全

国各大城市发展氢能产业的普遍

方式。然而，示范创建前期投资巨

大，作为三四线城市的株洲，是否合

适？也成为业界多年讨论的热点。

“不少产品已经成熟，没有应用

场景，产业链处于停滞的状态。”有业

内人士表示惋惜。王宏伟则认为，随着

氢能产业的热度再次升级，株洲可与省

内城市一起，打造 3+5氢能示范城市群。

3 即长沙、株洲、湘潭，5 即岳阳、益阳、常

德、娄底、衡阳，降低各城市氢能示范投

入，以抱团方式，增加示范效应。

示范之外，是否还有他法？范磊的回答

是肯定的。

他说，株洲发展氢能产业，优势还在轨道

交通、新能源等主机、整车企业。据了解，目

前，中车等大型企业氢能板块已分布在氢能储

运、核心零部件、电堆技术、整车制造等全链条

重要节点，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拥

有专业氢能技术团队。

然而，株洲想要后发赶超，就要找准突破口，

整合株洲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和制造领域的研

发能力和装备制造能力，立足本土优势，培植本土

企业聚焦裂变，抢占新兴市场。

中车株机副总工程师杨颖也认为，株洲发展氢

能产业，已有良好产业基础，关键是要加强从产业链

的统筹规划，用产业链思维串联氢能产业企业，加强产

业链联动，形成氢能应用系统解决的株洲方案。

目前，除氢能源机车外，中车株机正瞄准氢能产业

前端供氢市场发力。“氢能源的应用不是车本身，而在整

个链条，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杨颖说，这是在研制氢能

源调车机车过程中发现的新市场。他介绍，本月，中车株机

已启动采购程序，正加紧研发移动式储氢加氢站，预计明年

上半年投入使用，且已接到航空领域的订单预约，直接瞄准

全国市场。

从中车电动的燃料电池大功率 DCDC转换器到中车电机

的氢能源空气压缩机用高速永磁电机，从时代电气氢能源车

牵引、辅助等核心子系统在国内首条氢能轨道交通项目上的应

用，到全球轨道交通最大功率氢能调车机车交付，株洲在氢能

产业上的多个领域，已然领跑全国，如何整合产业抢占未来市

场，成为制造名城的新考题。

株洲铂陆即将发往澳大利亚的储氢设备。记者/刘芳 摄

淳华氢能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生产加工电解槽设备。记者/刘芳 摄

株洲首座油氢电综合智慧能源站进入调试。记者/成姣兰 摄

中车株机生产全球轨道交通最大功率氢能

调车机车。 企业供图

当前，“深度脱碳”已成为能源系统发展风向标。今年 3月，
我国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氢
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方向，被正式纳入未来国家
能源体系，氢能产业迎来全链条爆发式发展时期。

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和政策双重引导下，各
路企业纷纷快速入局，通过技术路线布局、
订单争夺等多方位展开绿色氢能"卡
位战"。在这场能源转换战中，株
洲又有哪些布局，优势
何在？

中车电动产氢能公交。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