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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广东能耗
总量3.65亿吨标准煤

广东省副省长张少康在致辞
环节表示，广东把节能降碳作为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抓手，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的各项工作，加快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据介绍，2022年
广东新增海上风电装机140万千
瓦；全年新增新能源汽车产量
129.7 万 辆 次 ，规 模 占 全 国 的
18%；在全省新增城镇级民用建
筑中，绿色建筑占比 80%以上。
张少康介绍：“去年，广东省能耗
总量 3.65 亿吨标准煤，以占全国
约 6.7%的能源消耗支撑了全国
约10.7%的经济总量。”

在仪式的技术新应用活动环
节，广东省节能中心、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
心共同签署节能降碳技术推广
合作协议，共同推动节能降碳先
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活动
现场连线有关企业，深入展示数
字技术为节能降碳带来的新变
化。

活动现场宣读了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节能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表彰决定，并为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
在活动现场发布的《广东省节能
技 术 、设 备（产 品）推 荐 目 录
（2023 年版）》，记者了解到，本次
共遴选出了 40 项节能技术、39
项节能设备（产品），节能科技企
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企业主导
的专利研发占比超 90%；数字化
节能共识度增强，75%的技术设
备配套了逻辑智控、AI 算法等。
下一步，广东将强化《目录》技术
转化各环节各要素衔接，深化省

内外技术交流合作。
记者了解到，本次，广东省

审计厅、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二号
航站楼和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龙丰街道花园水社区等更是入
选了《绿色生活创建行动优秀案
例》。

《能效标准标识白
皮书（2023年版）》发布

在标准新升级活动中，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发布《能效标准标

识白皮书（2023 年版）》，并会同
电商平台、家电企业等发起重点
产品绿色消费积分行动，推动提
升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水平，加强
节能标准在居民生活领域的应
用实施。

《白皮书》中提到，节能标准
标识是国家节能制度的重要基
础，当前我国节能标准体系正在
不断优化完善，共形成了 364 项
标准，其中包含 108 项强制性能
耗限额标准、66项强制性能效标
准和190项推荐性标准。

在企业新行动活动上，来自
电力、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
色金属、纺织、轻工、煤炭、节能
环保、循环经济等领域的12家行
业协会和 19 家重点企业共同签
署发布《重点行业领域碳达峰碳
中和宣言》，号召各行各业共同
行动，大力推进生态优先、节约
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纯麒告诉记
者，节能环保贯穿于企业的制造
效率和全产业链上下游，广汽埃
安正在努力推进零碳工厂的建
设，未来将从大力推进核电、光
伏储能效益等方面着手。

记者了解到，今年节能宣传
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将围绕“节能降碳，你我同
行”主题，陆续开展重点行业企
业节能降碳行动、全国低碳日、
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实践、绿色
低碳生活、全国节能宣传周进
校园、全国节能宣传周进家庭
等活动，并结合实际组织开展
具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的宣
传活动，引导全民自觉践行绿
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
推动形成勤俭节约、合理用能
的社会风尚。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通
讯员吕翀、邓联旭、周佳飞摄影报
道：7月9日，由中国铁路广州局集
团建设、中铁二十五局施工的广州
白云站枢纽配套联络线——京广
高铁联络线一号特大桥主跨208
米连续梁顺利合龙，标志着全线连
续梁全部合龙，全线架梁铺轨通道
实现贯通，为加快后续施工进度、
保障白云站枢纽年底达到开通条
件奠定基础。

广州白云站是按现代综合交通
枢纽规划建设理念打造的特大型车
站，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包括新建广
州白云站、新建高铁联络线及配套
建设大朗客车整备所等相关设施。

作为白云站枢纽的配套联络
线，京广高铁联络线全长约23.1公
里，线路上跨京广铁路、广珠铁路以
及北二环高速桥。其中，京广高铁
联络线一号桥特大桥需上跨北二环
高速公路，该高速日均车流量达28

万余辆，上跨施工安全风险高。
据中铁二十五局项目总工程师

陈扬帆介绍，该连续梁合龙段正好
位于高速桥上方，施工过程稍有不
慎，坠落物就会伤及过往车辆。为
此，项目团队在施工前对施工人员
进行岗前安全教育，施工过程中采
用挂篮兜底防护措施，并安排专人
全程盯控，确保下方公路行车安全。

据悉，广州白云站枢纽建成是
广州站改造的前提条件，是广州市

“高铁进市区”的示范工程，也是粤
港澳大湾区首个在建的按现代综
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理念打造的
特大型枢纽工程。项目建成通车
后，将引入京广普速铁路、京广高
铁、广湛高铁等线路，承接广州站
全部普速列车、广州东站部分普速
列车，为“高铁进城”扫清障碍，同
时将同步配套六条地铁线路等多
种交通接驳设施及公共空间，将成
为亚洲最大的铁路综合枢纽之一。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
通讯员吕翀、方杰报道：7 月 10
日 8 时，首趟检测列车从汕尾
站出发，一路向西驶往增城站
方向，标志着新建广州至汕尾
高速铁路（以 下 简 称“ 广 汕 高
铁 ”）正式启动联调联试，为全
线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奠定了坚
实基础。

广汕高铁西起广州新塘站，
途经广州、惠州、深汕合作区、汕
尾 4个市区，东至汕尾站。线路
全长 202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
里，跨越增城增江、博罗东江2条
大江和汕尾长沙湾 1个海湾，全
线新建桥梁 121 座、隧道 53 座，
桥隧比 86.6%，共设新塘、增城、
罗浮山、博罗、惠州南、惠东、深
汕、汕尾 8座车站，其中，新塘站
和汕尾站为既有车站，其他 6个
车站为新建车站。广汕高铁是
广东省重点工程，连通京广、广
深、杭深、京港等铁路干线，开通
运营后广州至汕尾的高铁列车
最短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2小时
压缩至 1小时以内，是粤东革命
老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快速
客运通道。

据悉，广汕高铁自2019年全
线开工建设以来，广州局集团公
司组织参建单位科学组织、攻坚
克难，连续克服线路穿越多处自
然保护区、沿海高盐高湿环境和
复杂水文地质环境等困难，坚决

兑现工期节点，保证了项目建设
有序推进。目前，广汕高铁站
前、站后工程基本竣工，通信、信
号、电力、牵引变电“四电”设备
和接触网已全部带电。

联调联试是指采用检测列车
和相关检测设备，在铁路开通运
营前对全线轨道、桥梁、隧道、电
力、接触网、通信、信号等各系统
的功能、性能、状态和系统间逻
辑关系进行综合评估和动力试
验，并依据测试结果对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进行解决，直至整体系
统符合动态验收标准。“此次联
调联试相当于广汕高铁投入运
营前的一次‘健康体检’，计划于
8 月底完成，之后将进入试运行
阶段。”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工
程五部部长符自创表示。

广汕高铁与汕汕高铁、漳汕
高铁、福厦漳高铁、温福高铁、甬
台温高铁共同构成国家东南沿
海高铁通道的甬广高铁，途经广
东、福建、浙江三省的15个城市，
是连接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
城市群的重要纽带。开通运营
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的沿
海通道路网结构，为沿线城市融
入湾区、辐射粤东、连接华东提
供了重要通道，将形成更加紧密
联系的东南沿海经济带，对助力
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通
讯员张朝阳、刘伟、谢明琪摄影报
道：近日，随着 07073074 车在大
洲车辆段落地，标志着广州地铁
七号线二期首列车顺利实现交
付。七号线二期车辆项目是广州
地铁首个时速80公里、自动化程
度达到最高等级（GOA4 级，具备
无人值守下的自动驾驶功能）的
B型车项目。七号线二期共采购
6节编组B型列车 19列，车辆由
中车株机公司负责设计，广州中
车公司负责生产，进一步实现了

“广州地铁广州造”。
据广州地铁介绍，七号线二

期车辆经过调试后能实现从库内
唤醒、出库到洗车及入库全过程
无须人工干预，能在车门或站台
门故障、站台门缝隙障碍物检测
等一些特殊场景下提供安全保障
和远程控制功能。车辆配置了智
能运维系统，能将列车的实时运

营及故障数据自动发送给后台控
制中心，并能通过大数据进行故
障分析、列车健康诊断，提供故障
处置措施，为列车日常的运营和
维护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车辆还充分体现人性
化和绿色节能设计，采用了永磁
同步电机牵引系统、冷暖空调车
厢、LED环形灯照明、数字广播、
大尺寸显示屏等技术和配置，打
造安全可靠、智慧先进、便捷舒适
的列车。

广州地铁七号线二期工程线
路起于番禺区大学城南站，终于黄
埔区燕山站，线路全长约22公里，
共设11座车站，其中换乘站7座，
计划今年年底开通。开通后将与
七号线一期及西延段贯通运营，届
时从黄埔可直达佛山。随着首列
车交付，七号线二期车辆将进入调
试验收阶段，确保满足使用条件，
为该段开通提供坚实保障。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
通讯员粤交集宣、黎壁贤、梁缘
摄影报道：7 月 10 日，广东交通
集团发布消息，广东省重点建设
项目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
（以下简称“南三岛大桥”）最后
一片 40 米宽幅小箱梁完成架
设，全线预制梁工程圆满完成，
实现全线贯通。

南三岛大桥为一条约 16公
里长的高速公路，主线共设置桥

梁13座，桥梁占比约33%，共需
架设预制梁 1229 片，其中 40米
预制梁共计200片。此前，广东
首条预制梁智能环形生产线和
基于“北斗定位”的架桥机安全
监测系统在南三岛大桥投入使
用，实现大桥“智”造建设。

目前，南三岛大桥全面进入
路面施工阶段，将以路面工程、
桥面附属工程为重点，加快推进
建设。

南三岛大桥为当地首条海
岛高速通道，起于湛江吴川市黄
坡镇，经坡头区坡头镇，横跨南
三水域，计划 2023 年年底建成
通车。项目通车后，将与粤西大
动脉云湛高速连为一体，同时与
湛江机场高速连通，南三岛不仅
可实现与高速路网的连通，还将
实现与粤西空港的高速直通，对
推动粤西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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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穗举行

中国十年来少排放二氧化碳近30亿吨
7月 10日，2023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

动仪式在穗举行。今年7月 10日至 16日
是我国第 33 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
“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绿色低碳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越
来越多的人正在主动践行绿色的生活方
式，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节能工作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辰昕在会上表示，“10年来全国能耗强
度累计降低了 26.4%，以年均 3%的能源
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2%的经济增长，相
当于少用了约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

化碳近30亿吨。我国是全球能耗强度降
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超额完成了向国际社
会承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为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中国的贡献。”

会上，广东省节能中心、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共同签署节
能降碳技术推广合作协议，共同推动节能
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并同步发
布 了《能 效 标 准 标 识 白 皮 书（2023 年
版）》。多个相关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共同
签署并发布了《重点行业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宣言》。

羊城晚报记者 杭莹 董鹏程

广汕高铁正式启动联调联试
之后将进入试运营阶段

南三岛大桥全线贯通
今年底通车，去粤西海岛更便利

广州白云站枢纽配套联络线
连续梁全部合龙

广州地铁七号线二期
首列车交付

7月4日：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天A

一系列的科技成果也在
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蔡 国 田 说 ，中 科 院 系 统
有 40 多 个 研 究 所 在 从 事 与

“双碳”相关的科研项目，构
建起了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
庞大的科技支撑体系。

2021 年，中国科学院天
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取得
的一项研究成果引起了全世
界的关注。该所的科研团队
首次实现了利用二氧化碳人

工合成淀粉，这一成果意味
着未来将可以在工厂里利用
大气中丰富的二氧化碳来制
造粮食。

同样由中科院科学家团
队作出的另外一项重要成果
是利用二氧化碳和氢来制造
甲醇，甲醇是一种用途非常
广泛的化工原料。这一项目
也被称作“液态阳光”。

蔡 国 田 还 介 绍 说 ，在 科
技的助力下，很多行业的生

产方式都在走向低碳化。例
如一个位于广州从化的新建
养猪场，在经过精心设计后，
彻底解决了传统养猪场脏臭
的问题。其中，猪的排泄物通
过特制管道系统被输送到了
沼气池，经过发酵后产生的沼
气用于发电，剩余的废渣废液
则被当作肥料来种草，草又可
以被用作饲料来喂养家禽，形
成了一个良好的低碳的生态
环境。

京广高
铁联络线一
号特大桥上
跨北二环高
速公路施工
路段

七 号 线
二期列车

南三岛大桥主桥——鹭洲大桥

要在 30 年的时间里实现
百亿吨级别的减排，其难度可
想而知。据此，蔡国田也强调
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
科技力量的支撑。

从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
上来看，首先要发挥的是生态
的功能。通过植树造林或者工
程封存，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捕捉起来并加以利用。为此，
我国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的纲领
性文件来进行统筹和规划。其
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目标和原
则，例如到2030年我国的森林
蓄积量要增加 60 亿立方米等
目标。

另外，要实现能源结构的
转型，从当前主要消耗化石能
源向主要使用清洁新能源的方

向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和生产活动的需要，
能源的消耗量日益加大。但是
在当下，仍然主要依赖煤炭、石
油等化石能源，而化石能源是
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
一。

因此，为了达到碳减排的
目的，就要通过能源结构的转
型，将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
进行转型。而可再生能源的形
式非常丰富，包括水力发电、太
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等。蔡国田提到，太阳
能作为最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之
一，其发展空间巨大，因为每天
太阳都在向地球辐射出巨大的
能量，但是根据研究显示，现在
对 于 太 阳 能 的 利 用 率 仅 有

0.007%。
蔡国田介绍，中国的能源

版图在过去的 20 年间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海上风电在以前
是一片空白，如今，我国沿海岸
线一路向南，都进行了风电的
建设规划。他说，海上风电的
好处在于，布局区域刚好位于
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是我国能
源消耗的负荷中心。

蔡 国 田 还 表 示 ，我 国 这
些年在转型方面的成效非常
明显。其中，我国可再生能
源的装机增长速度非常快，
现 在 的 规 模 已 经 达 到 12.13
亿千瓦，占全国的发电装机
容量的 47.3%，也就是说现在
接近一半的电力装机是可再
生能源。

今年入夏以来，地球地表的
温度持续升高。根据科学家的
研究，7 月 4 日这一天全球地表
的温度达到了 17.18 摄氏度，打
破了前一天（7 月 3 日）刚刚创下
的纪录，使得 7月 4日成为有记
录以来全球地表温度最高的一
天。

对此，蔡国田介绍，在过去
的几十年里，全球气候的主要趋
势是气温在不断升高，其中的重
要驱动因素就是二氧化碳的排
放。目前全球每年的二氧化碳
排放在 300 亿吨至 400 亿吨之
间，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会
累积形成温室效应，从而导致全
球极端天气的频发。此外，气候
变暖会导致南北极的冰川融化，

进而引起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及
时采取措施，很多沿海的城市会
被淹没。

地球在不断变热已经成为
一个事实。重要的是，人类应该
如何应对这一现状？

蔡国田说，全世界已经开始
意 识 到 气 候 变 化 所带来的影
响。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出炉。在过去的31年
间，基本上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全
球会议，讨论如何联合起来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并陆续出台了《京
都议定书》《巴黎协议》等全球性
的文件。

通过全球性的合作，各国也
在采取各种行动来进行减排。目
前，一些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已

经达到峰值，但是更多国家还未
达到峰值，还在不断增加排放。
在达到峰值的国家里，其峰值量
也不尽相同。碳排放量最高的美
国，其峰值达到了75亿吨。

我国则在 2020 年首次明确
提出要在 2030 年达到峰值，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
对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从
此，“双碳”目标成为我国的国家
战略。

但是，要实现“双碳”目标，
难度非常之大。蔡国田说，根据
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到2030年，
中国的碳排放峰值将达到 122
亿吨左右，要想实现在 2060 年
碳中和，就要将碳排放降低到26
亿吨。

实现“双碳”目标
必须依靠科技力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气
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人
们发现二氧化碳的排放对环境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我国
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
目标。什么是“双碳”？“双碳”对
人类未来生活有什么影响？近
日，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主办，
广东科学中心、羊城晚报社联合
承办的珠江科学大讲堂第 111
讲，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广州能
源研究所能源战略与低碳发展
研究室主任蔡国田，带来《赋能
未来生活 中国“双碳”战略制定
及实施》的科普讲座。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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