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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能源汽车加速“氢装上阵”
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夏元

⑤

氢气与氧气产生化学反应后，释放
能量，同时产生水，这是我们在初中阶
段即接触到的化学知识。现在，重庆正
在用这个化学反应，来发展排放物只有
水的氢能源汽车。

今年以来，重庆有关氢能源汽车的
好消息频频传出——

1月，重庆提出氢能源汽车发展目
标，到2025年底，全市累计投运5000
台氢能源汽车；

2月，4台“重庆造”庆铃牌氢能源
商用车亮相北京冬奥会，服务大会食品
配送；

4月，全市首批氢能源公交上线，
多台氢能源公交车在两江新区鱼嘴片
区投入运营；

……
种种迹象表明，重庆新能源汽车，

正加速“氢装上阵”。

产业链抢先机
主机厂和配套企业一起发力

3月14日，庆铃汽车收到一封来
自“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净菜产业专
业委员会”的感谢信。

来信表扬庆铃汽车生产的M600
氢燃料电池冷藏车，以及技术保障团队
在参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勤保障任
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称“庆铃氢能源
卡车是冬奥会后勤保障车辆中集科技、
低碳、环保于一身的新亮点。”

庆铃的氢能源卡车，为何如此出
色？

庆铃汽车总经理罗宇光称，这得益
于公司起步早。2018年初，庆铃汽车
就制定了“制造样车—获取资质—量产
量销”的氢能汽车产业“三步走”战略。
随后庆铃汽车携手德国博世公司，共同
推动氢能汽车应用在商用车领域，
2021年8月首批产品下线。

“尝鲜”氢能源，庆铃汽车在重庆整
车车企中并非孤例。

早在2009年，长安就已涉足氢燃
料电池汽车研究。近年来，长安汽车先
后参与多个国家级氢能汽车项目研究，
部分车型入选了工信部氢能汽车目
录。其中，长安SL03氢电版车型可实
现加氢3分钟，续航700公里，如能在
今年顺利上市，将成为国内首款量产的
氢燃料电池乘用车。

上汽红岩从2019年起，联合捷氢
科技等氢能源企业，投身氢能重型卡车
开发。目前，上汽红岩推出了“杰狮”等
多款氢能重卡车型，并在内蒙古布局建
设全球首个万辆级氢能重卡生产基地。

不仅整车企业加速“氢装上阵”，产
业链上的关键配套企业也纷纷抢占先
机——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近年
来自主研发氢气循环泵、氢气压力调节
器、车载供氢控制系统HMS等产品，
预研氢气发动机。其中，氢气压力调节
器突破了氢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打破了
国外垄断。

德燃动力重庆一期年产1000套系
统生产线已完成，为深入挖掘和抢占重
庆与西南市场，其二期生产线正在加快
建设中。

明天氢能燃料电池一期项目推进

顺利，预计将在年内投用，该项目将建
设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测试车间、试制
车间和西南工程研究中心。

在国内氢能源汽车产业处于起步
阶段的当下，重庆不仅是企业采取行
动，政府部门也加强引导帮助企业抢占
先机。

2020年重庆出台《氢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指导意见》，提出“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基地”，
指出发展氢能汽车是推动全市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

今年1月，重庆进一步在《加速构
建完善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行
动计划（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2025
年底，全市累计推广5000台氢能源汽
车，建成10座加氢站的目标。

应用场景逐渐丰富
从交通出行到物流配送都已布局

不只在氢能汽车产业端发力，重庆
也在大力推广应用端。

今年4月，重庆交通开投公交集团
在两江新区投放首批10台氢能源公交
车，目前已运行数月。

家住和韵家园的市民张伶俐说，她
是氢能源公交车892线路的常客，“乘
坐氢能源公交，直观感受就是车跑起来
不仅噪音小，还很稳。”

“车辆动力足，减震功能好，过坑洼
路面也基本没什么感觉，比较平稳。”谈
起氢能源公交的驾驶体验和安全感，
892线驾驶员胡亮说。

氢能源汽车不仅“稳稳地”给乘客
和驾驶员带来安全感，还具备“快速”和

“环保”两大特点。
重庆交开投负责人介绍，“快”是指

氢能源公交车能源补给时间更“快”。
比如每行驶100公里，传统天然气客车
加气需15分钟，纯电动客车充电约需
90分钟，而氢能源公交车加氢最快仅
需8分钟，就算行驶数百公里，加氢半
小时左右足以“搞定”。

而且，氢能源公交车还很环保，汽
车尾气排放为零——与传统天然气客
车相比，其每百公里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0.14公斤。

氢能源客车如此节能，氢能源卡车
的性能更是“不遑多让”。

“为服务好冬奥会，我们去年9月

在成渝高速上开展了国内首次氢能源
卡车的跨省干线实载测试。”罗宇光说，
结果非常棒！来回700多公里行程，氢
能源卡车只加了20来公斤氢气，和同
吨位燃油车比较，燃料成本每公里便宜
0.25元。

下一步，庆铃氢能源卡车还将驶入
“成渝氢走廊”。

2021 年 11 月 30 日，“成渝氢走
廊”建设正式启动，两地规划于2025年
前投入约1000辆氢燃料物流车。

为此，庆铃汽车与民生物流、泷通
科技、博世氢动力携手，联合投入300
辆氢能源卡车，服务“成渝氢走廊”，用
于城市配送、干线物流等多元化场景。

在推动氢能源汽车实现多场景运
用的同时，重庆还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方
式，为氢能源汽车发展搭建平台。

围绕“成渝氢走廊”规划提出的“构
建成渝地区氢能产业大数据平台”，市
经信委批准中国汽研筹建了“重庆市氢
燃料电池汽车综合运行监控平台”。

中国汽研氢能数据运营工程师甘
元艺介绍，这一平台通过“一个中心四
个子系统”，能够掌握氢能全产业链，如
加氢站、氢能车、氢能企业等运营情况，
并实时更新、排查风险等。

总体而言，该平台不仅可以协助政
府加强氢能制储运加全产业链的安全
管理及数据采集，还可帮助企业更好地
管理制氢厂、加氢站及氢燃料电池汽
车。今后，这个平台还将实现氢能全产
业链的数据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
可究、规律可循，助力成渝地区实现碳
中和目标。

氢能储备资源丰富
实现大规模应用仍任重道远

要发展氢能源汽车，氢气如何获
得？

目前重庆采用的是“蓝氢方案”，即
将天然气通过蒸汽甲烷重整或自热蒸
汽重整制得氢气。

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介绍，重庆
丰富的天然气、页岩气资源，为氢能源
产业提供了资源基础。同时，位于长
寿、涪陵、潼南等多地的多家化工企业
都有丰富的副产氢气，如长寿金宏气
体、潼南万利来等化工企业已建成副产
氢提纯装置，实现了车用氢气销售。

正是看好重庆丰富的氢能储备资
源，2021年8月，重庆明天氢能牵头建
设了位于两江新区鱼复新城的全市首
座加氢站，填补了重庆在加氢站领域的
空白。

“重庆丰富的天然气、页岩气储备，
为氢能源产业提供了不错的资源基础，
再加上多个区县化工企业的副产氢气，
年产量总计超过10万吨。”重庆明天氢
能副总经理王磊说。

有资源优势，也有技术优势，重庆
发展氢能源汽车是否顺风顺水，一往无
前？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当前重庆发展
氢能源汽车还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难
题。

第一个难题，便是加氢站高昂的投
资。

相比于加油站、充电站，加氢站的
建设投入更大。有数据显示，一座加氢
站的建设成本是加油站的4倍以上，运
营成本是7倍以上。高昂的建设、运营
成本，成为加氢站快速发展的最大障
碍。

其次，重庆在氢能源汽车配套的关
键领域——储氢瓶制造上还有“空白”
需要填补。

储氢瓶能承受的最高压力，直接决
定其在车内所占的空间，以及能行驶的
最大里程。目前，重庆造氢能源汽车使
用的是35兆帕储氢瓶，与国际主流的
70兆帕储氢瓶在性能上有不小差距，
且重庆的储氢瓶大部分是从市外采购，
相关产业链条有待弥补。

此外，我国于2021年8月和2021
年12月先后两批，共批准氢能源汽车

“五大示范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城市
群、上海城市群、广东城市群、河北城市
群、河南城市群，成渝地区并未在其中。

因此，重庆要推动氢能源汽车实现
大规模应用仍任重道远。

下一步，重庆有何打算？
“接下来我市将依托长寿、潼南、涪

陵等地的丰富副产氢资源，推动一批化
工企业加强氢气提纯工艺研发。”涂兴
永介绍，以此加快氢气提纯装置，提升
氢气制备能力，将为我市氢能汽车整车
生产和运营企业提供价格较低、供给稳
定的氢气来源，持续降低生产成本。

而在氢能源汽车应用场景上，重庆
将以公交、出租、市政环卫等公共领域
用车作为推广重点，计划在3年内，全
市公交、物流等领域的氢能汽车运行规
模将达到1500台，从而加速布局发展
加氢站、氢能源存储、氢能源运输等相
关行业。

另外，重庆还将在支持庆铃汽车、
上汽红岩、长安汽车等整车车企加快氢
燃料电池汽车产品研发，提高氢燃料电
池整车制造能力和水平的同时，支持博
世动力、明天氢能、国鸿氢能等项目建
设，完善包括储氢瓶在内的关键零部件
配套，持续提升本地化配套水平。

特别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大背景下，川渝两地还需携起手
来，共同促进氢能产业发展，完善川渝
两地的氢能产业布局，在川渝重点城市
之间推广建设氢能高速公路，促进川渝
两地形成氢能“制、储、运、加、用”全产
业链发展格局，争取早日纳入国家氢能
源汽车发展示范。

重庆提出氢能源汽车发展目标，到2025年底，全市累计

投运5000台氢能源汽车，建成10座加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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