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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钠离子电池迎来高光时刻。2024 年 1 月 5
日，新能源汽车品牌江淮钇为在安徽省安庆市

向用户批量交付全球首款钠离子电池电动汽

车，标志着钠离子电池市场化应用迈出重要一

步。此外，中科海钠、孚能科技、众钠能源、宁

德时代等多家企业均已布局钠离子电池相关

产业。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

发展、相关企业加快布局、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标准体系日益完善，钠离子电池将逐步成为动

力电池行业的新宠。

进入量产装车阶段

据悉，此次交付的钠电版量产车型为江汽

钇为花仙子纯电动车，搭载钠离子电池行业领

军企业中科海钠供应的 32140 钠离子圆柱电

芯。该款电芯单体容量 12Ah，能量密度超过

140Wh/kg，采用“铜基层状氧化物+硬碳”的技

术路线，具备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低温性能

好等优点。

中科海钠执行董事长唐堃说：“我们的产

品性能是目前世界上最领先的，电池的循环周

数能达到 6000 次，而行业平均值一般在 2000
次左右。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国拥有钠离子电

池技术的核心专利，在欧盟、美国、日本获得授

权。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在钠离子电池领域走

在了世界的前列，实现了底层的创新。”

此前，2023年 12月 28日，孚能科技全球首

辆钠电车型下线仪式在江西南昌江铃集团新

能源能量工厂举行。

据悉，此次江铃集团下线的江铃易至 EV3
（青春版）车型，续航里程达到 251千米，是孚能

科技与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合作的首款钠离

子电池纯电 A00 级车型，可满足日常上班代

步、跨城出行等多样性场景需求。配套江铃易

至EV3（青春版）的钠离子电池，是孚能科技采

用“层状氧化物+硬碳”的钠离子电池技术路

线，具有能量密度高、安全性能好、低温性能优

异、循环寿命长等优势。

“当前，钠离子电池主要搭载在小微型车

上。”业内人士表示，未来，随着钠离子电池产

业链上下游加码布局该领域，钠离子电池将会

迎来规模化应用。

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说，钠离子电池

在电动汽车市场应该主攻微型车，将会迎来较

好的发展前景。

在钠离子电池开始上车的同时，钠离子电

池产业投资也在加码。1 月 4 日，比亚迪徐州

钠离子电池项目落地，项目总投资 100亿元，该

生产基地将主要生产钠离子电池电芯以及

PACK 等相关配套产品，计划年产能 30GWh；

同日，多氟多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目前已

完成钠离子电池研发体系的搭建，并建设了钠

离子电池中试产线。

联储证券行业分析师左景冉表示，钠离子

电池是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发展的新型电池技

术之一。未来，随着产业投入加大，高性价比

的钠离子电池有望成为锂电池体系的重要补

充。

EVTank、伊维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钠

离子电池行业发展白皮书（2023 年）》分析称，

随着钠离子电池产业链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完

成客户的产品验证、良品率的提升、产业链各

环节的培养，以及示范项目的推广，预计在

2025年真正体现钠离子电池的成本优势，实现

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化发展。

降本增效促产业化

虽然多家企业均在钠离子电池上积极布

局，推动其产业化，但由于成本尚无优势等原

因，钠离子电池规模化应用尚待时日。

“钠离子电池产业虽然已初步具备产业化

条件，但存在基础研究尚不完备、核心材料亟

待突破、核心工艺还需完善等问题，钠离子电

池相关技术指标也有待提升。”业内人士表示，

尤其是当前，钠离子电池产业链并不成熟，从

钠矿生产到电池供应，有着一条很长产业链，

而这些产业仍以三元锂、磷酸铁锂为主要业

务，钠离子电池产业处于研发和产业化初期阶

段，整体看成本高于产业规模成熟的锂离子电

池。

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存在的发展问题，

如何更好地推动钠离子电池产业化？

左景冉表示，要通过技术迭代带来电池性

能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是能量密度和循环寿

命的提升。同时，要通过规模化生产带来电池

成本的下降，其中包括电芯的物料成本和制造

成本。

墨柯说：“未来两年仍是锂价的低价周期，

钠离子电池基本不会取得成本优势。但就电

池技术本身，这两年正是钠离子电池的发展窗

口期，也就是练‘内功’的阶段。企业需把握这

两年时间时机，把技术成熟度做上去，把成本

降下来，同时还要做好市场验证工作，实现钠

离子电池快速发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标准处处长刘大山表示，未

来，随着钠离子电池逐步规模化应用，要积极

推动将先进成果融入标准，缩短相应标准研制

周期，加快产业化应用步伐。“当前，在国际上

尚未系统开展钠离子电池领域标准化工作，我

国在这方面研究已经走在前列。随着钠离子

电池领域的研发投入加大以及深化应用，我们

要积极推进钠离子电池标准成果向国际标准

转化。同时，要加强国际标准化合作，更好支

撑钠离子电池产品和产业走出去。”

广告

工信部将试点推行
“企业绿码”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知，提

出将面向绿色工厂试点推行“企业绿码”，对绿色

工厂绿色化水平进行量化分级评价和赋码，直观

反映企业在所有绿色工厂中的位置以及所属行业

中的位置。

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加快构建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

印发《关于公布 2023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及试点推

行“企业绿码”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国家层面绿

色工厂分为A+、A、B三级，比例分别为5％、35％、

60%。国家层面绿色工厂按照自愿原则登录工业

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进行申领“企业绿码”，

申领后可向其采购商、金融机构、有关政府部门等

出示，证明自身绿色化发展水平。目前，“企业绿

码”仅面向已获批的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且按照动

态管理要求完成 2023 年度绿色绩效数据报送的

企业。

同时，通知要求，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列入绿色制造名单的单位与相关产业政

策的衔接，充分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

此外，通知公布了 2023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

1488家绿色工厂、104家绿色工业园区、205家绿

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上榜本批次名单；按照 2023年

度动态管理要求，将前七批绿色制造名单中的 9
家绿色工厂、3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移出绿色制

造名单，46家单位变更名称。 童晟

首个省级元宇宙应用场景
创新工程研究中心成立

科技日报讯（记者 刘昊 通讯员 王源林）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元宇宙应用场景创新工程

研究中心在南宁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获批的以元

宇宙应用场景创新为目标的省级科研创新平台。

该中心由广西数科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

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组建。根据元宇宙研究

领域的相关工作需要，中心下设元宇宙应用场景

研究、元宇宙技术集成创新、元宇宙内容生产、元

宇宙人机交互技术研究、元宇宙空间技术研究、人

工智能基础服务能力、元宇宙伦理研究和元宇宙

哲学研究等8个分中心。

“中心将积极对接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等，挖掘应用场景资源，通过应用场景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探索破解元宇宙产业落地难、科研

成果转化率低等难题，以应用场景带动产业发展，

以产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广西壮族自治区元宇

宙应用场景创新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蒋明介绍说，

“中心虽然设立在广西，但我们更希望立足广西、

拥抱全国。我们热诚欢迎全国元宇宙相关企业、

科研院所、高校、产业专家、技术专家和投融资专

家，共同开展元宇宙应用场景创新研究。”

据悉，广西壮族自治区元宇宙应用场景创新

工程研究中心筹备期间，广西数科院因地制宜推

出了以“茶噶姐姐”数字人、社保大模型“小桂”为

典型代表的特色成果，服务于民生和产业领域。

其中，作为灌阳油茶的形象代言人，以瑶族盛装女

性为原型设计的“茶噶姐姐”数字人形象逼真，能

说会道且能歌善舞。这一数字人的运用，极大提

升了灌阳油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今后我们将发挥广西文旅和职教资源丰富

的优势，挖掘典型应用场景，促进高水平招商和引

资引智聚才。我们还将积极探索创意、创作、创

新、创造、创业‘五创协同使能’，以及数字资源融

通、产业链融合、多产业融合联动的‘产业数字新

通道’。”蒋明表示。

本报讯（记者 叶伟）近日，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

印发《关于加快应急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要研

发一批先进应急机器人，大幅提升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水平；建设一批重点场景应急机器人实战测试和示范应用基地，逐

步完善发展生态体系；实现应急机器人配备力度持续加大，装备体

系基本构建，实战应用及支撑水平全面提升。

应急机器人的发展与应用，代表了应急管理装备现代化发展趋

势，是衡量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为此，《指

导意见》部署了加快应急机器人发展4项主要任务：一是加强应急机

器人急需技术攻关。围绕强化机器人抗恶劣环境能力、提高机器人

载荷功能及模块化水平、提升机器人控制及智能化水平等重点领

域，加大科研攻关力度，突破一批基础共性技术。

二是强化重点领域应急机器人研制。针对抗洪抢险、森林草原

火灾救援、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城市消防、应急指挥通信、安全生产

等领域的应急能力提升需求，研制险情侦察类、生命搜索类、物资保

障类、消防灭火类、高危场景作业类、复杂场景救援抢险类、生命通道

构建类、通信保障类等机器人装备，实现高端装备自主可控，提升高

危场景作业安全性，增强重特大灾害事故无人化、智能化抢险救援

能力，推动人灾直接对抗向依靠机器人减人换人模式转变。

三是推进应急机器人实战应用。聚焦实战场景，加强应急机器

人应用战术战法研究，完善遥操作、人机协同、多机协作等技术。结

合各地实际和灾害类型，选择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应急机器人试

点示范，加强先进技术装备推广，提升实战保障能力。根据救援队

伍能力分级，推动国家及地方各级应急救援队伍装备更新换代、提

质升级，加大对重点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装备建设的

支持力度，配备技术先进、性能可靠、机动灵活、适应性强的专业救援

机器人，重点加强高端灭火机器人、排烟机器人、侦察无人机、森林草

原火灾救援无人机、水陆空物资投送机器人等装备的配备建设。

四是深化应急机器人发展环境建设。健全应急机器人标准体

系，完善机器人载荷接口规范、实战效能测试等标准规范。依托部

重点实验室加强对应急机器人研发的支撑，不断提升应急机器人技

术水平。完善各类应急机器人检验检测及实用效能测试评价体系，

推进机器人研发创新基地与检验检测能力一体化建设。

此外，《指导意见》明确，将加大政策支撑力度、健全创新保障体

系、强化应用推广保障、深化开放交流合作，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实施。

两
部
门
发
文
加
快
应
急
机
器
人
发
展

穿行在高楼大厦间的无人机将外卖准时“空投”到消费者手中、从这里“飞出去”的无人机在全球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授粉投料、数以百计的高科技企业共同组成了一条全球领先的无人机产业链……近年来，借助产学研

和市场应用的先发优势，深圳的低空经济产业已然振翅高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图为美团送餐

无人机穿行在深圳市后海片区的楼宇之间。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