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二期液化储罐及加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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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你知道吗？
2023 年 12 月 9 日 7 时 39 分，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伴随一句“3、2、1，点火！”的口令，蓝箭航天液氧甲烷运
载火箭（ZQ-2Y3）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冲上云
霄，以“一箭三星”形式将三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我，就是助力火箭的主要燃料——液化天然气（LNG）。
我来自暖城鄂尔多斯，产自伊金霍洛旗境内的内蒙古

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很多人会问，发射火箭这种活儿，一
般只有“国家队”能接，不是各个专业研究所亲自上场，根本
搞不定。作为造福“万家炊火”的我，是怎么接到这个“高大
上”使命的？

答案就是简单的几个字——综合实力强！
我的实力一是纯度高，甲烷纯度达 99.7％以上。自

2014年 10月投产以来，十年如一日的“修行”，才换了今天
的成就。我出生于“汇能煤化工年产 16亿立方米煤制气项
目”，是我国首批核准的煤制天然气示范项目之一。一期年
产 4亿立方米，工程于 2014年 10月建成投产，填补了国内
外采用水煤浆加压气化技术生产天然气的技术空白，取得
32 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二期年产 12 亿立方米项目，于
2021年 9月建成投产。两期项目累计投资 115亿元，现已
形成年产煤制天然气（SNG）16 亿立方米和液化天然气
（LNG）100万吨的生产能力。

纯度高主要是技术先进。一期设备虽然快“十周岁”
了，但工艺在国内仍是最为先进的，二期气化炉是世界上单
日单炉投煤量（4000 吨/日）最大的。为了提高纯度，公司

“斥巨资”数十亿引进丹麦托普索公司提供的专利技术和催
化剂，大大提高了产品纯度。此外，我们最长的稳定运行时
间是652天，这在行业内也是一项纪录。

纯度高有啥用？纯度高比冲就大。比冲就是在单位质
量下，某种燃料产生的冲量。火箭升天需要燃料燃烧释放
能量，就像玩游戏里的人物放大招，比冲就是人物的能量
槽。比冲越大，总动力越大。正是因为纯度高，我经历了 5
次取样，在和多家企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内蒙古首家航
天燃料供应商。

我的实力二是绿色无污。“从近年来中国石化联合会组
织的性能考核来看，SNG 单位综合能耗指标为 1.07tce/

kNm3，在国内运行的煤制天然气项目中属于先进水平。”公
司副总经理张永保会用这些专业化的术语介绍我，此外，我
的甲烷纯度及含量，硫磺、氯化钠、硫酸钠纯度都优于国家
标准。同时，我的动力锅炉也全部实现了超低排放，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颗粒物都达到了超低排放标准。

我的实力三是易制取、成本低。我的售价主要受煤价
和进口 LNG 影响。其实之前几年，企业都是处于亏损状
态，虽然企业运营压力比较大，但我们的存在，不仅在能源
保供，而且在流程管理、工艺创新、设备选型、技术储备等方
面，为国家绿色“用气”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

“那不是绑两个煤气罐就能发射火箭？”听我介绍完，肯
定有人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得隆重介绍一下朱雀二号运载
火箭。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由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空
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箭航天）研制。所谓商业航
天，是指以市场为主导、具有商业盈利模式的航天活动。
2015 年，在国家政策鼓励下，中国航天开启了商业化征
途。今年“商业航天”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推动商业
航天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明确指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
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
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
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
发展。”商业航天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不断降低进入
太空的成本、提升效率。具体在运载火箭这一环节，要能够
在原有航天能力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无人区，填补空白建立
领先，并对标世界一流。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蓝箭航天发
射世界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其燃料主要成分就
是我，再通过加入液氧助燃剂，制成最终燃料。

这就是我的“高光时刻”。虽然首批朱雀二号遥三只用
了 328吨我，但是朱雀三号也跟公司签订了用气协议，在国
家未来浩瀚的星辰大海探索之旅中，也有我的一份力。

除了为国家能源安全增“底气”，我们还给人民美好生
活添“福气”。在伊金霍洛旗境内，汇能煤化工液化天然气
LNG主要销往京、津、冀、晋、蒙、陕、鲁、辽以及鄂尔多斯周
边地区，主要作为重载卡车、工业窑炉的燃料，采暖期补充
城市燃气管网以及城市燃气应急保供气源。

来自汇能的我，只是鄂尔多斯“气军”中的一员。
在百公里外的乌审旗，中国陆上最大的整装致密气田

——苏里格气田，集气站自动控制、区块智能安全保护、气
井智能开关、机器人与无人机巡检、产能智能管家等新技术

“多管齐下”，守护一方方“清洁气”通过外输管线输往 100
多座城市。

近年来，我的家乡鄂尔多斯着力推动天然气增储上产
外运，推进苏里格、大牛地、东胜等气田稳产上产，去年，中
石油、中石化累计在鄂尔多斯生产天然气 307.96 亿立方
米。全市建成油气长输管道 25条、管线总长度 3632公里，
占内蒙古自治区总管线的 60%，保障全市天然气产量的
80%外送至京津冀等地区。

越来越多的我，正从暖城鄂尔多斯出发，温暖着大半个
中国。

□常娜 折海军 张晓艳

一方气的自白一方气的自白：：吹响保供集结号吹响保供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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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全力打造氢产业链

在能源领域，鄂尔多斯多年来
占尽了煤、气等能源优势，是当之
无愧的“顶梁柱”。但如何打造持
久硬实力，在化石能源之后继续续
写能源大市的历史？鄂尔多斯似
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从全区首台第二代1500Nm3/h
高温碱性制氢电解槽和第三代
0.2MW超低能耗高温碱性制氢
电解槽下线，到全区首家绿电制氢
加氢一体化项目（圣圆能源制氢加
氢一体化项目）投产运营，再到鄂
尔多斯新能源研究院建成……鄂
尔多斯的氢能大势已经渐起。

近年来，鄂尔多斯正加快新能
源和氢能产业协同发展步伐，加快
构建集能源生产、装备制造、应用
示范于一体的“风光氢储车”全链
条产业生态圈，设立伊金霍洛旗先
行区助力打造“北疆氢都”，正成为
全国氢能规模化发展的代表性示
范区。同时加强与国内头部企业、
高校院所合作，加快构建制氢、氢
存储、氢运输、加氢站、氢燃料电池
“五位一体”的氢能产业体系。

鄂尔多斯氢能产业，潜力无
限，还有许多奥秘等待我们去探
索、去发现。但是从能源城市发展
的长远看，以及新质生产力产业的
发展规律看，鄂尔多斯氢能产业发
展必然有一段埋头前进的探索蓄
势期，需要耐心和毅力。但是，我
们相信，鄂尔多斯定能练好“氢”
功，大有可为。

□孙永芳

保障“国之大者”
鄂尔多斯“气”很足

作为国家重要的西气东输基

地，鄂尔多斯天然气储量占全国

1/3，在京津冀地区，有一半家庭

的天然气来自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天然气的保供成绩

有目共睹。丰富的能源资源是鄂

尔多斯的“发家”底牌，也是能源保

供的底气。多年来，鄂尔多斯始终

谨记，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

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

者”。在天然气供应方面，顶住企

业发展压力，高质量高标准推进煤

制天然气项目，用数十年时间为项

目发展作示范，为能源外送做保

障，天然气不仅“气”冲霄汉，更温

暖了万家灯火的一团和“气”。

不光是天然气。每当在全国

大范围冰雪寒潮来袭、能源需求激

增、迎峰度冬等关键时刻，暖城鄂

尔多斯的保供力度激增，努力做到

多供一吨煤、多发一度电、多暖一

方人，发挥守护一方的“温暖担

当”。

>>>>>>>>>>

□常娜

④④““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实践””现场观察记现场观察记
能想象这样的场景吗？

你开的车或者乘坐的公交车用的是氢燃料电池，在加氢

站，氢燃料车辆一次加满氢只需要8分钟至10分钟，能够实

现与燃油车一样即加即走……这样的场景在鄂尔多斯已经

成为现实。

近年来，鄂尔多斯加强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推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实现从“黑色革

命”到“绿色发展”的蝶变，氢能产业集群蓄势而起，为实现

“双碳”目标开路。

氢能产业链分为制氢、储运加氢、燃料电池及终端应用

三大关键环节，“制、储、运、加、用”——这些在伊金霍洛旗都

可见到“全场景”的写实。

走进蒙苏经济开发区内的零碳产业园，可见中船（邯郸）

派瑞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基地的工人们正在进行

制氢电解槽的设备制造。

“去年，自治区首台套 2000标准立方米/每小时电解槽

下线，是国内技术水平最高、国际领先的制氢核心设备之一，

按照年运行 3000小时计算的话，这台电解槽可产氢气 540

吨，可消纳绿电3000万度，可供一台氢能重卡车行驶300万

公里。”中船（邯郸）派瑞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基地

副总经理崔德平自豪地说。

在伊金霍洛旗内蒙古圣圆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制氢加

氢站，一辆氢能重卡驶入，在工作人员规范操作下，完成氢气

加注。

“绿氢”由“绿电”制取，“绿电”则由“风光”转换而来。

“通过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制造出的氢气被称为‘绿

氢’，相较于制造过程依赖化石能源的‘灰氢’和‘蓝氢’，‘绿

氢’的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二氧化碳气体，更加清洁低碳，是

符合当下绿色发展趋势的制氢方式。”内蒙古圣圆氢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制氢加氢站站长苏建军说。

目前，该企业已建成投运的一期工程，生产的氢气纯度

达到 99.999%，每小时可产氢 2000立方米，日加氢量 1000

公斤，可满足 60辆氢能重卡的用氢需求。二期项目正在建

设中，整体项目建成投产后全年产氢量约为5458吨，可满足

伊金霍洛旗氢能车辆使用绿氢的需求。

在内蒙古捷氢科技产业园，捷氢科技联合上汽红岩、圣

圆能源，以“绿氢+49T燃料电池牵引车”模式，率先开通煤矿

至集运站、化工终端之间的燃料电池重卡运输专线。

北方冬天天气寒冷，汽车启动困难，一直是物流重卡使

用中的“痛点”。而搭载了捷氢科技燃料电池系统的重卡，具

有更强的环境适应性：即使在零下30摄氏度的环境温度下，

无需外加热，30秒内就能快速启动。

6月 2日，我国首个重载铁路加氢站——国家能源集团

巴图塔加氢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站内搭载我国独立研发

制造的全球首台耐低温自动加氢机器人，可在最低零下 25

摄氏度的条件下，实现全天候连续工作和大流量自动加氢。

预计每年可减少重载机车柴油消耗量约225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800吨，集中展示了鄂尔多斯在绿色交通和新能

源技术领域的雄厚实力。

鄂尔多斯是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基地。近些年，在积极响

应落实“双碳”目标下，发展氢能成为这座城市寻找高质量发

展的突破口，吸引了国鸿氢能、上海氢枫等众多国内知名的

“头部企业”先后落户。

打开“氢”世界的大门，鄂尔多斯底气何来？鄂尔多斯拥

有丰富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为发展氢能产业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与之相应，鄂尔多斯是国内最大的中长途、中重型燃料

电池货车、重卡及矿卡应用场景所在地之一。据统计，鄂尔

多斯汽车保有量61.5万辆，运煤重型卡车、工程货车约33万

辆，每年更新超6000辆。鄂尔多斯推进氢能产业“制—储—

运—加—用”一体化发展条件得天独厚。

氢能发展驶入快车道，离不开政策的“东风”。

2022年，是中国氢能产业的风口之年。抢占新赛道，在

氢能产业的规划和政策支持上，鄂尔多斯是发力较早的城市

之一。

2022年4月印发《鄂尔多斯市氢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2022年—2024年）》《鄂尔多斯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2023年 8月印发《鄂尔多斯市支持氢能产业若干措施》，提出

加快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氢化工产业发展、支持氢交通

产业发展、支持氢能产业全面发展 4个方面的 14条支持政

策，加快创建氢能示范基地；成立鄂尔多斯新能源研究院，打

造世界级绿氢生态创新区“氢洲”项目，延伸打造全国首个绿

色氢能关键装备检测实证基地……

今年7月，2024氢能专精特新创业大赛决赛暨氢能专精

特新产业大会在伊金霍洛旗举行。通过这次大赛，50余家

企业完成投资对接，30余家企业获评国家级和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20余家企业和项目获得投资，2家企业计划冲刺资

本市场。

在一系列政策“护航”下，一个“风光氢储车”零碳产业链

集群正在鄂尔多斯高原逐渐成型。按照规划，到“十四五”

末，鄂尔多斯将形成40万吨以上稳定可再生氢供应，在全市

布局90座以上各类加氢站，各类氢燃料电池车辆达到5000

台，打造全国氢能生产应用示范基地，“风光氢储车”产业总

产值超过5000亿元。

氢能产业周期已然开启，鄂尔多斯正加足马力，探路更

加广阔的绿色未来。

一方氢的一方氢的劲风劲风：：吹绿千亿大未来吹绿千亿大未来
□孙永芳 折海军 张晓艳

（本版图片均由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蓝箭航天液氧甲烷运载火箭（ZQ-2Y3）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升空。

2024氢能专精特新创业大赛决赛暨氢能专精特新产业
大会。

内蒙古圣圆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制氢加氢站。

内蒙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外景。

鄂尔多斯不断推广氢能重卡车辆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