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
先
抓
早

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
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全
力
以
赴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开
新
局

国能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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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致远奋起时 向新向质向未来
2版

本报讯 （通讯员 郑旭帆）近日，由

新能源院牵头主编的国家标准《火力发

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系统能耗测定技

术规范》（GB/T 45121-2024）获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该标准于

2025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这是国家能源

集团在碳捕集领域牵头发布的首个国家

标准。

捕 集 系 统 能 耗 是 评 价 烟 气 二 氧 化

碳捕集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该标准

详细规定捕集系统用电量和二氧化碳

再生热耗的测定依据和方法，确定具体

测试项目主要有二氧化碳浓度、烟气组

分、烟气量等参数，明确具体指标的计

算 方 法 ，为 火 电 厂 和 相 关 行 业 提 供 统

一、规范的能耗测定方法，有助于提高

二氧化碳捕集技术的标准化水平和可

操作性。该标准适用于指导火电厂烟

气化学吸收法二氧化碳捕集系统能耗

的测试和计算，火电厂烟气吸附法、气

体膜分离法和其他行业烟气二氧化碳

捕集系统可参照执行。

该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填补了国内碳

捕集系统能耗测定的空白，对于推进国家

二氧化碳捕集系统性能评价具有重要基

础作用，对我国火电企业配置二氧化碳捕

集系统的工业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实际

意义和应用价值。

编者按：起步提速，开局争先。

2025 年，国家能源集团各单位延

续上年稳增长的良好态势，以起

步即冲刺的姿态，凝心聚力、奋勇

争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

抓好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

新 、先 立 后 破 ，各 项 工 作稳步向

前，能源保障坚强有力，生产运营

良好开局。

本报讯 （通 讯 员 牛泽豪）

1 月 10 日，国神公司单日新能源发

电量 1610.84 万千瓦时，创历史新

高，全力打好开年保供主动仗，绿

色能源保供持续发力，有力保障民

生用电需求和区域经济绿色发展。

新年伊始，国神公司以“开局

即冲刺，奋战开门红”为目标，各相

关部门逐厂紧盯，加强督导和协调，

以严为基、以实为要、突出重点，牢

固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针对大风、寒

冻天气，合理安排风电机组运行方

式，最大限度减少定桨风机启停操

作，确保机组保持最佳状态。超前筹

划，积极推进检修、技改、隐患排查

治理，高质量完成全部风机半年检、

全年检，有效提升设备稳定运行水

平。优化光伏组件巡检和清洗计划，

动态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确保光伏发

电系统始终保持高效运行。引入无

人机巡检和智能监测系统，大幅提

高巡检效率和数据精准度，为稳定

高效发电提供坚实保障。按照集团

“一区域一集控”项目建设要求，积

极开展各区域集控相关工作，确保

风电、光伏数据入湖率100%。

本报讯（通讯员 杜 渊）截至1月13日，

朔黄铁路煤炭运量突破 1000 万吨，达 1067

万吨，超月进度计划 10 万吨，全力冲刺首月

开门红。

今年以来，该公司提前谋划，主动作

为，以完成生产任务为主线，持续推行“以

日保周、以周保月、以月保季”能源保供机

制，紧盯煤源，统筹装车，确保装运各环节

无缝对接；在车流组织、装卸组织、计划编

制、重点作业联系报告等方面，建立系统

的运输管理机制 ，实现运输组织安全高

效；持续优化完善运输组织办法，统筹科

学分析专用线、到发线运输能力，建立日

班分析机制，通过优化取送车作业流程、

到发线应用等举措，加快列车周转时间，

抓好管内装车组织能力提升 ；深入推行

“按图运营”管理机制，全面了解车流计

划、结构，实施最大化编组开行两万吨列

车、平行进路接发列车、机车成组转线入库

等措施，实现快解快编、快接快发、快装快

卸，推动运输全过程标准化、高效化。

本 报 讯 （特 约 记 者 陆 烨

通讯员 刘玉权）截至 1 月 13 日，浙

江公司年累计发电量达 21.88 亿千

瓦时，所属北仑电厂、宁海电厂等全机组保持

高负荷运行。其中，北仑电厂日发电量连创新

高，目前有3天单日发电量破1亿千瓦时，最

高日发电量达1.07亿千瓦时，为全面推进各

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基础。

作为浙江区域重要能源基地，新年伊

始，该公司持续增强生产运营统筹水平，强

化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狠抓隐患治理和专

项治理，积极推广 AI 智能违章识别、承包

商智慧化管控、安全记分积分管理 3 个专

项试点，建成承包商管控、应急管理、风险

作业监控 3 大平台，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能

力。紧盯实时机组负荷率，各级生产人员以

日常巡检、维护检修、定期检查为着力点，

确保机组关键时刻发得稳、顶得上。持续深

入开展反“三违”专项行动，加强燃料储备，

保障机组高效运转，为电力供应稳定提供

充足的“口粮”支持。进一步优化电力市场

报价机制策略，精细化管理发电计划，坚持

“应发尽发，量价兼顾”，确保能源供应高

效有序。

在国家能源集团千里铁路线上，满载

煤炭的重载铁路货车如同一条条长龙穿

梭往来，挺起国家能源保供的钢铁脊梁。

随着万吨列、两万吨列，乃至三万吨列

成功开行，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货运量逐年

增长，2024年占全国铁路货运总量的1/9。

在解决“拉得多、跑得快”的同时，能否“刹得

住”的问题也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集团重

载列车常态化开行的情况下，重载列车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变得尤为重要，对重载运

输安全制动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铁路货车的制动原理十分巧妙，采用

压缩空气作为信号源和动力源，从列车头

到车尾，一根主管通路贯穿全车，确保压

缩空气能通过管路传递、起到驱动每一辆

车制动系统动作的作用。“充风缓解、排风

制动”，但受空气传播速度影响，300米/秒

的压缩空气制动波速是当前传播的极限

速度，接近音速。

在人们脑海中可能会认为音速已经

相当快了，但还是难以满足越来越长编组

的重载列车制动需求。铁路装备公司科信

部经理王文刚算了一笔账：一辆C80 型车

的长度是 12 米，2 万吨列车编组共计 216

辆，总长度是 2600 米，按最快的紧急制动

波速300米/秒计算，压缩空气从列车头部

到尾部仍然需要9秒。

王文刚说：“列车发出制动指令后从

前往后依次制动，前面的车辆已经接到指

令开始制动，后部车辆还在正常运行、向

前挤压，造成了对前部车辆巨大的纵向冲

击力。纵向冲动力过大不仅会导致断钩、

脱轨等重大事故，也是破坏货车完整性、

加速机车车辆装置疲劳破坏的重要因素，

还会加速线路轨道的磨损和破坏。”

列车编组越来越长、载重越来越重，

解决重载长大列车制动同步性问题也越

来越迫切。为此，铁路装备公司自 2015 年

起联合国内铁路货车制动领域龙头企业，

开展“重载长大列车无线 ECP 系统研制”

项目研究。

研制过程中，项目团队锁定问题的焦

点在于如何提高信号源介质的传递速度，

“如何比空气跑得更快”，让 216 辆货车几

乎同时第一时间获知“刹车信号”。最终利

用“无线电波”替代压缩空气作为信号介

质的技术途径。

无线电波本质是电磁波，其在空气中

的传播速度近似等于光速，约为 2.998 亿

米/秒。铁路装备公司以“光速”代替“音速”

解决列车制动同步性难题。在近10年的研

发和应用过程中，经过技术研发、装车试

用、技术和装备迭代，解决了20余项技术难

题、形成10项核心专利，在系统仿真、货车

自发电、货车制动故障智能识别等多项关

键技术上取得突破，研发并成功应用无线

电控空气制动系统，简称“无线ECP”。

无线 ECP 系统总体框架为“3+1”模

式，“3”为三大硬件——地面平台、车载装

置、配套设备，“1”为 1 个桥梁——无线数

据传输。桥梁把 3 大硬件联系起来，以提

升列车制动同步性，降低列车纵向冲动，

并对列车位置、车辆状态、制动故障进行

在线智能监测。

车载控制装置是列车 ECP 制动控制

的监测和执行部件，可以实时将ECP系统

工作状态、故障情况等信息通过网络回传

给地面监控平台，掌握车辆工作状况，收

发列车制动控制信息，执行车辆状态监测

判断与列车管压力调整控制；监控仪是列

车网络管理装置，列车网络信息与地面平

台和交互的中转装置；铁路货车是一个纯

粹的机械系统，整车上下没有一毫安电

流，轴端发电就是安装在车轴上的小型发

电机，向车载控制装置和监控仪提供持续

的电力补充。

集团公司铁路穿山越岭，最难的是确

保无线网络的稳定性。无线ECP系统利用

在列车中加装无线车载控制装置作为网

络节点，建立无线网络，通过采集列车制

动控制信息并以无线广播的形式传输和

执行，大幅提高列车制动波速，配合列车

原有空气制动系统，最终实现列车同步制

动控制。

2020 年 1 月，铁路装备公司于沧州完

成试验列静置试验。2020 年 8 月起，铁路

装备公司与朔黄公司在朔黄线联合开展

无线ECP系统万吨列车试验考核。经过20

次试验，效果已完全显现，在制动信号“光

速”传递的加持下，制动响应的同步性大

幅提升，响应速度提高五倍以上，同步性

非常好；纵向冲击力显著降低，ECP 开启

时重车车钩力和空车车钩力明显降低，预

期系统能减少车钩劳损和车体疲劳载荷。

同时，制动距离明显缩短，常用制动停车

距离降低 10%，紧急制动距离最大可降低

30%，轮瓦接触时间的减少能降低车轮闸

瓦磨耗，延长使用寿命。

王文刚说：“无线 ECP 系统的对象是

长大列车，即列车编组越长、效果越好。应

用无线ECP系统，重载列车可以适应更长

编组，缩短列车制动距离。我们正在筹备

在两万吨重载列车上试验，进一步提高重

载列车制动同步性，保障重载运输安全，

助力集团各铁路公司实现更大载重、更长

编组的智能化重载货车，推动国内智慧重

载铁路技术发展。”

无线ECP系统具有极高的创造性和使

用价值，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实现工程化应

用，属全球首创，将有力推动国内外铁路重

载技术的发展，引领智慧重载铁路技术升级

步伐。截至目前，该项目共申报核心专利20

篇，其中发明专利14篇，占专利总数70%。

无线 ECP 制动系统研制项目的成功

开展，开启了国内乃至国际无线ECP的广

阔市场空间。王文刚介绍，该系统市场容

量大，行业需求强烈，仅集团公司自备车

就有57000辆。随着重载运输的不断发展，

行业内重载列车对同步制动的需求将越

来越强烈。同时，该系统改造内容操作简

捷，车辆电源自给自足，无线网络容错性

高，具有较强的可推广性。

本报讯 1 月 12 日，由国家能源集团

牵头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北方防沙带大型露天矿区生态保护与修

复技术及示范”（以下简称项目）2025 年

实施部署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

“北方防沙带大型露天矿区生态保护

与修复技术及示范”项目是“十四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共分为 5 个课题。

该项目由国家能源集团牵头，在准能集团

和平庄煤业开展示范建设。项目以推动

构建生态保护型煤炭基地和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为研究目标，重点研究北方防

沙带大型露天矿区岩土损伤—生态退化

传导机理、减损开采和重建生态系统自维

持机制等科学问题，将为我国煤炭主产地

规模化开发、能源保供与区域生态安全相

协调及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科技

支撑。

本次实施部署会旨在梳理总结 2024

年项目研究进展和年度科研成果，研究

部署 2025 年重点研发任务和示范工程建

设。与会专家经讨论和质询，充分肯定

了项目最新研究成果，认为项目在减损

开采、水资源保护利用、排土场活土重

构、生态系统修复、生态退化监管等技术

研发方面取得阶段性进展，超额完成了

2024 年既定的研究任务和考核指标。围

绕确保完成项目目标任务、研究成果的

实用性和可靠性，与会专家对关键技术

现场试验验证以及技术集成示范建设等

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科信部、低碳院 供稿）

从音速到光速的跨越
——国家能源集团无线ECP系统攻克重载列车同步制动难题

■ 本报记者 马俊虎

国家能源集团部署“北方防沙带大型露天矿区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及示范”2025 年建设任务

推动构建生态保护型煤炭基地和安全屏障

国家能源集团牵头主编碳捕集国家标准获批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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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神公司
打好开年主动仗

浙江公司
应发尽发强保供

朔黄铁路
全力冲刺首月开门红

1 月 11 日，我国首套全国产自主

化海上风电综合探测平台——国家能

源集团龙源电力“国能海测1号”在江

苏南通成功首航投运，填补了国内海

缆磁场探测技术的空白，标志着我国

海上风电水下探测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为我国绿色能源走向深远海提供

有力技术支撑。

“国能海测 1 号”投运后，相比传

统人工检测模式，水下检测精度和效

率提升 10 倍以上。相较于国外同类技

术，海缆故障定位时间从20余天缩短至

2天，成本降低90%，停电周期降低1/3，

可减少发电损失上千万千瓦时，为海上

风电工程建设、运维提供强有力技术

支持，实现海上风电资产全生命周期

管理。图为“国能海测1号”下水首航。

通讯员 王 莉 杨 乐 摄

““无人船无人船””驶向驶向
““深远海深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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