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税降费、鼓励创新、金融扶持……政策措施落
地实施，带动我国海洋经济全面复苏。特别是海洋
能源开发利用快速发展，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蓝
色途径”。

海上风电增速领跑全球

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上风
电新增并网容量215万千瓦，同比增长102%。江苏、
广东、浙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山东、海南、广西积极
谋划海上风电开发。

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海上风电市场。全球风能
理事会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海上风电新增容量连续
三年领跑全球。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海上风电累
计装机规模超过1110万千瓦，海上风电总容量超过
德国，仅次于英国。国际能源署预测，2040年中国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与欧盟相当，减排能力将进一步
提升。

海上风能发电，用的是风，靠的是科技。海上风
电机组研发向大兆瓦方向发展，产业链条进一步延
伸。国内首台自主知识产权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安
装成功，10兆瓦海上风电叶片进入量产阶段。海上
风电场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国内首个智慧化海上风
力发电场在江苏实现了并网运行。

据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副主任彭伟介绍，在漂浮
式风电方面，我国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明阳集团、三
峡集团联合研制的全国首台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

“三峡引领号”7月在阳江成功安装，单机容量5.5兆
瓦，最高可抗17级台风，计划年底投产。

中能融合公司自主研发的V型6兆瓦漂浮式风

电机组，即将在青岛蓝谷小管岛海域安装运行，为浮
式海上风电机组走向深远海提供经验。

潮流能总装规模全球第二

目前我国潮流能总装机规模已达3820千瓦，居
全球第二位，仅次于英国。年内我国首台兆瓦级潮
流能机组将投运，从而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规
模化潮流能开发利用技术的国家，在连续运行时间
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据彭伟介绍，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和浙江省政
府支持下，杭州林东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LHD潮流能装置首期机组在舟山并网发电，
连续运行超过50个月，累计提供超过221万千瓦时
清洁电力，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约2000吨，目前总装
机规模达1.7兆瓦，连续运行时间和发电量均居世界
前列。该项目可实现连续扩容，目前正在开展单机
兆瓦级机组组装，已完成总成平台布放。

在波浪方面，我国波浪能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在
深水养殖、远海供电等方面实现成功应用，创造多项
全球首次。我国500千瓦波浪能装置“舟山号”“长
山号”先后开展海试。气动式波浪能供电装置已在
海洋观测和航标灯领域商业化。

为推动海洋养殖向深远海、绿色、智能化转型
升级，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研制的半潜式波浪能养殖
旅游平台“澎湖号”通过法国船级社认证，可提供
1.5万立方米养殖水体，具备120千瓦清洁能源供电
能力，搭载自动投饵、鱼群监控、水质监测等现代
化渔业设备。

据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研究员盛松伟介绍，“澎湖

号”作为全球首台半潜式波浪能养殖一体化平台，已
在渔业基地开展超过24个月的养殖示范并在多个
省份推广应用。该平台作为海洋能与海水养殖结合
的“绿色发展”成功案例，获得多地企业订单，带动社
会投资上亿元。

海洋油气开发量价齐升

上半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同比增
长6.9%和6.3%，6月末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比上年
末上涨45%，海洋传统行业全链条加快绿色转型。

上半年首个海上“绿色油田”在渤海建成投产，引
入了创新型环保设备实现减排增效。与此同时，
23000标准箱LNG和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超大型集装
箱船实现批量交付，助力海洋交通领域降低碳排放。
福建全面推广使用新型环保养殖设施，“振渔1号”“福
鲍1号”等深远海智能化养殖平台相继投入使用。

作为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研发项目，国
产自主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和测井技术装备海试任务
近日完成。中海油研究总院负责人米立军表示，本次
海试低成本、高效率获得了高质量测井数据，验证了
国产自主深水技术装备的可靠性，创下我国依靠自主
力量进行海洋水合物钻进作业深度和水深两项纪录。

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何广顺介绍，目前企业主
体活力稳步恢复，上半年全国重点监测海洋行业新
登记企业8843户，同比增长15.9%，比第一季度提高
0.9个百分点；海洋领域融资大幅跃升，上半年海洋
领域 IPO企业24家，比2020年同期增加 19家，比
2019年同期增加18家；融资规模是2020年同期的
12.6倍，2019年同期的4.4倍。

开发海洋能源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新型太阳能电池
拥有更高光电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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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成功研
制出一种兼具高度可压缩性和可拉伸性的超弹性全
碳多孔材料，研究人员称其为“碳弹簧”。其独特的微
观结构和性能使其成为制造智能振动和磁性传感器
件的理想材料，所获得的传感器件甚至能够在极端温
度环境下有效地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受人类“足弓”的宏观弹性拱形结构启
发，成功构筑了由微拱结构单元有序堆叠构成的全
碳多孔材料，通过深入研究表明，这种独特的长程
有序层状微拱结构，不仅可以解决多孔碳材料的压
缩脆性问题，同时还可以有效解决其拉伸脆性问
题。基于此，研究人员成功研制出“碳弹簧”，该碳
弹簧可以在-60%~80%的大应变范围内实现可逆的

拉伸和压缩形变，并能完全回弹，类似于真正的金属
弹簧。

由于碳弹簧的独特变形机制和机械性能，以及良
好的导电性，研究人员将其作为关键部件，成功研制
了可检测微小振动的应变传感器件，其应变检测限至
少为±0.5%，可检测的最高振动频率至少为1000Hz，
并能对多种复杂的振动模式做出灵敏的响应。不仅
如此，研究人员还制备出可被磁场驱动的磁性碳弹
簧。该磁性碳弹簧可被用作关键部件，制造出一种新
型磁性传感器件，可探测到小至0.4mT的微小磁场。
这两种传感器件均可以在-100~350℃的极端温度环
境中稳定地发挥作用，这种独特优势使其应用到外太
空探测任务中成为可能。 （本报综合）

我国研制出仿生超弹性碳材料“碳弹簧” 我国正在攻关的JF-22超高速风洞，是研制新
一代飞行器的摇篮，预计2022年建成。它可以复
现40~100公里高空、速度最高达10公里/秒（相当
于约30倍声速）的飞行条件。

风洞是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试验中最广泛使用
的工具，以验证和发展有关理论，并直接为各种飞
行器的研制提供服务，通过风洞实验来确定飞行
器的气动布局和评估其气动性能。

作为一座超大型激波风洞，JF-22超高速风洞
的研发目标是针对天地往返飞行技术领域的国家
重大需求和高温气体动力学学科的前沿探索，解
决超高速飞行技术的试验研究问题。

据研究人员介绍，JF-22风洞的目标是助力天
地往返系统，若成功，可以把卫星和航天器的发射
费用减掉90%。 （本报综合）

为了充分利用太阳能，科学家一直致力于最
大限度地将光能转换为电能。目前地面光伏系统
大量使用的是以硅为基底的太阳能电池，其光电
转换效率最高为26%。在近日的一项研究中，研
究人员将钙钛矿与硅配对，生产出更强大的太阳
能电池，最高可以将29.52%的光能转换为电能，
突破了传统硅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限制。

研究人员表示，钙钛矿可以沉积到传统的硅
太阳能电池上，这使其非常方便地成为硅光伏技
术的补充。此外，钙钛矿-硅电池拥有更高的输出
功率，可以抵消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原料高纯硅所
带来的碳足迹。 （本报综合）

我国JF-22超高速风洞
预计明年建成

近日，在重庆飞力
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的自动化立体仓库内，
数台工业机器人在货架
上快速取放货物（无人
机拍摄）。

商业化车路协同智
慧物流系统在商业试
运行中已经实现生产、
仓储、运输等环节全流
程 自 动 化 、可 视 化 管
理，可有效提高操作效
率、操作准确度和库存
周转率。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