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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李洁尉 马燕婷报道］作为电动汽车的一种，燃料电池汽车被认为是人类解决汽车污

染问题以及汽车对石油依赖的最佳和最终方案。这是由于燃料电池的化学反应过程不会产生有害物质，

仅排放少量水蒸气，同时其能量转换效率比内燃机高2～3倍。装有这种电池的汽车只需像加油一样加注

氢气，便可继续行驶。 

 

除应用于汽车，燃料电池在交通、军事、通讯等领域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发达国家均投入巨大

的人力物力从事这一技术的研发，国内从事燃料电池的研究单位也多达30多家。 

 

这其中就包括华南理工大学。 

 

落户校园的发电站 

 

近日，全球最大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示范电站落户广州大学城。它由华南理工大学自己设计、自

己建造。 

 

据华南理工有关专家介绍，凭着厚重的工科基础和多学科优势，华南理工大学拿下了2004年粤港关

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中这一最大的科技项目。 

 

项目立项后，学校针对各项关键技术，成立了7个课题组，分别由廖世军教授、夏建伟高级工程

师、董新法教授、李迪教授等7位来自不同学科专业的专家负责。课题组成员克服种种困难，经过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攻关，解决了一个个令行业专家头痛的技术难题，电站雏形一步步形成…… 

 

终于，这座全球最大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示范电站选址在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电站占地

2000平方米，红墙蓝顶，绿树掩映，近距离仅能听到鼓风机的声音，华南理工师生几乎不能察觉出宁静

的校园平添了一座发电站。 

 

电站的示范意义 

 

为什么要建设一座全球最大的示范电站？廖世军告诉记者：“示范展示是一项新技术走向商业化的

必经一步。燃料电池技术的逐级放大，涉及诸多难题，只有达到一定容量的示范，才能使技术成熟并最

终走向商业化；建设示范电站既是为了向公众展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这项新的能源技术，也是为了测

试这种技术的可行性、发现这项技术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如何改进。电站越大，建设难度就越高，出现的

问题也就越多、越明显。” 

 

示范电站可以实现24小时运转，产生的电流直接输送到学校的380V低压电网上，满负荷运行时可满

足电站附近的豪华准五星级酒店——华工国际学术中心正常运营。“示范电站副产热水为50摄氏度左

右，非常适合作为生活用的热水。在热和电都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燃料电池电站的能源利用率将达

到90%。”廖世军介绍。 

 

在示范电站，天然气首先转化成氢气，氢气进入燃料电池发电机组产生电流和热水。 

 

据介绍，由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开发的制氢工艺，天然气制氢效率可达2.0以上，即1立方米天然气可

生成2立方米以上的氢气，比国内一些同类制氢设施的效率高20%～30%。产生的电量比直接燃烧天然气

发电至少高30%，污染物的排放则同比减少60%。燃料电池发电高效率和低排放的优点展露无遗。 

 

使用新技术 降低燃料电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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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燃料电池技术研发数十年，一直未能大范围推广，除存在稳定性、耐久性等问题，追根究底，高昂

成本也是商业化的瓶颈。 

 

廖世军告诉记者，国外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价格高达每千瓦7万元人民币左右，给一辆小汽车安

装一台50千瓦的电池系统，光电池就要350万元。因此，在技术攻关的同时，如何有效降低燃料电池成

本也一直是课题组的重要研究内容。 

 

由于各项新技术的使用，目前华南理工大学研发的燃料电池成本已降至每千瓦6000～7000元人民

币，仅是国际市场价格的1/10。 

 

“与传统发电技术相比，这个成本还是偏高的，但和其他新能源如太阳能等相比，却便宜了不

少。”廖世军算了一笔账，按每千瓦6000元人民币计算，燃料电池汽车的成本仍然不便宜，然而对比一

下，氢气却比汽油便宜得多！ 

 

为促进燃料电池的开发利用，我国已经出台补贴政策，买一辆燃料电池汽车，直接补贴人民币30万

元。另外，燃料电池规模化生产后，成本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同时，许多国家政府均表示，一旦燃料

电池大范围商业化推广，各地加氢站的建设将不是问题，燃料电池走进平民百姓家指日可待。 

 

据了解，示范电站建成后，国内外许多专家参观电站后都感叹不已。英国政府能源顾问、著名燃料

电池专家、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教授Nigel Brandon参观示范电站后说：“这是一个奇迹！一所大学的课

题组能够用如此少的经费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开发出这么好的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简直不可思

议！” 

 

据介绍，几年来，除了顺利完成电站的建设之外，华南理工大学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核心技术

攻关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高分散高活性催化剂制备技术、光照下直接涂膜制备膜电极技

术、低铂催化剂制备技术、超低铂载量膜电极制备技术等。课题组共申请燃料电池核心技术专利8项，

获授权4项，申请国际发明专利1项。 

 

谈到下一步的打算，廖世军表示：“我们将利用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这一平台开展燃料电池的

产业化工作，致力于开发系列燃料电池备用电源、基站通讯电源、家用热电联供系统等系列产品。我们

希望进一步降低燃料电池的成本，促进燃料电池技术在广东省的发展和商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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