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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出行”入选“科技冬奥”重点专项！

 10月30日，科技部发布《关于对“科技冬奥”重点专项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氢能出行”关
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冬奥赛区100%清洁电力高可靠供应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两项入选。

 氢能出行部分申报指南如下

 5.3 “氢能出行”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冬奥会赛时最低-35℃的车辆运行环境特征及赛会服务16%的山地行车等运输场景，研究氢燃料电池
车辆整车严寒、陡坡行驶等环境适应性及车辆综合热管理技术，集成开发氢燃料整车产品，并通过低温适应性和热管
理关键指标检测，以满足冬奥场景需求；

 冬奥赛区氢燃料车辆运营服务下的出行需求动态预测与匹配方法研究，氢燃料电池车辆的氢能需求分析以及储氢、
运氢、加氢全供应体系的区域网络化规划技术研究；研究氢燃料电池车辆工况动态监测、能耗精算、效能评估以及用
能优化管理等技术；

 综合考虑赛前筹办、赛时交通运行和赛后利用等阶段，开展冬奥赛区制/储/输/加氢全供应链的氢能预测、智能调度
、信息化服务和智慧化展示的集成平台研发及示范，氢燃料车辆运行监测与服务应用示范，基于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宣
传展示氢燃料电池汽车；

 研发赛会氢燃料车辆复杂运输场景下多目标导向的车辆高效组织调度与协同优化技术，开发不同气候和使用条件下
加氢站氢气泄露风险评估技术和安全应对策略，研究氢燃料电池汽车氢能供应体系示范应用方案，选取冬奥会观众服
务等特定场景开展运营服务示范与氢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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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指标：整车搭载额定功率不低于60kW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具备全天候适应性，在-35℃环境下浸车8h后，启动
时间≤3min，暖风系统可在30分钟内将车内温度升至15℃以上，15~20km/h车速下，最大爬坡度高于20%，在-35℃环
境下，9m客车氢耗≤6.0kg/100km，12m客车氢耗≤8.0kg/100km，续驶里程≥350km；

 完成整车检测服务，以满足冬奥会的典型交通服务场景，制定氢燃料汽车和氢能供应网络建设示范方案，完成冬奥
赛区氢燃料电池车辆氢能需求分析及区域氢能供应网络规划研究报告1份；

 氢燃料整车产品通过低温适应性，热管理，防碰撞等能耗和安全关键指标测试指标检测；在冬奥会测试赛或正式比
赛期间开展运营服务，示范车辆≥200辆；

 建成制、储、运、加氢全供应链智慧网络示范，包括加氢站≥5座，日加氢能力≥3000kg，覆盖35MPa/70MPa、三
型瓶/四型瓶、乘用车/商用车等氢燃料电池车型，1座离网型光伏制/储/加氢示范系统，光伏制氢量≥20Nm3/天；

 可以提供冬奥会氢燃料车辆运行监测与服务，建成冬奥赛区制、储、运、加氢全供应链的智能化管理、信息化服务
和智慧化展示平台设施状态感知运维和制储运加安全监控及管理系统，制、储、运、加氢全供应链安全和能效指标符
合国际标准要求，建立基于冬奥会赛事服务、可持续和赛后利用的氢燃料汽车示范应用效果指标与评价体系1套，评
价运行效果，完成氢燃料电池汽车和加氢供应宣传展示体系建设。

 申请发明专利10项，软件著作权5项，制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2项。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进行示范应用。

 有关说明：项目牵头单位应具备在冬奥赛区落实相关示范工程能力，鼓励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相关企业联合申
报；由北京市科委、河北省科技厅、教育部、交通运输部、中科院组织申报；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
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和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3:1。

 100%清洁电力高可靠供应关键技术方面申报指南如下

 5.4冬奥赛区100%清洁电力高可靠供应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研究内容：为实现冬奥赛区100%清洁电力高可靠供电,突破新能源友好接入、源网荷协调可靠供电等关键技术，研
究可再生能源与柔性直流振荡机理及抑制技术、可再生能源支撑柔性直流孤岛电网运行控制技术、控制在环仿真验证
技术，实现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经柔性直流安全可靠送出;

 研究虚拟电厂分散资源聚合建模和配置技术、基于边云协同的优化协调控制技术，开发虚拟电厂智能运营管控平台
，创新绿色电力市场交易机制和品种，实现冬奥场馆所有用电全部绿色供应；

 研究源输配荷协同的鲁棒滚动调度、在线风险预警与有功无功协同应急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冬奥供电设备状态智
慧全景感知技术、应急保障资源智慧协同技术，构建基于智慧物联的冬奥供电保障体系，实现冬奥赛区高可靠性供电
及应急保障；

 研究高寒地区移动式储能应急保障电源的设计、运行控制、集成和接入的关键技术；研究多源融合、多维同化和同
步降维的高精度气象感知技术、多模式集合预报的可再生能源功率预测模型、基于动态误差跟踪和二次优化的新能源
功率实时预测技术，研究冬奥赛区配电网设备运行效率评价标准和广域配电网运行效率评价模型以及评价技术；研究
基于3D GIS和数字孪生的电网资源可视化分析展示技术。

 考核指标：建成具备主动支撑电网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示范电站≥10万kW，具备宽频带振荡（10~1000Hz）抑制功能
；

 建成投运虚拟电厂示范工程，实现奥运场馆用电100%全绿电供应；冬奥赛区供电可靠性达到99.999%；

 研发绿色环保型移动应急保障电源，额定容量不低于250kW/500kWh，可在寒冷环境（≥-35℃）持续工作（待机）
72h及以上, 切换时间不超过10ms，离网供电谐波含量低于3%；

 建成服务绿色电力市场交易的预测系统和冬奥赛区配电网效率评价体系；建成全景全息智慧能源体验展示中心，数
字化、智能化、互动化展现冬奥赛区全清洁电力高可靠供应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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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发明专利10项，软件著作权5项，并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进行示范应用。

 有关说明：由北京市科委、河北省科技厅、教育部、国资委、中科院组织申报；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
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和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3:1。

 以下为原文

关于对“科技冬奥”重点专项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国务院关于深化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号）、《科技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科发资〔2017〕152号）等文件要求，现将“科技冬奥”重点专项2020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至2019年11月13日，修改意见请于1
1月13日24点之前发至电子邮箱。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关重点专项的凝练布局和任务部署已经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特邀委员会咨询评议，国家科技计
划管理部际联席会议研究审议，并报国务院批准实施。本次征求意见重点针对各专项指南方向提出的目标指标和相关
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先进性等方面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和专家，认真研究收
到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相关重点专项的项目申报指南。征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将不再反馈和回复。

 联系方式：sfs_zhc@most.cn

 附件：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2020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2019年10月30日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475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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