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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特约主编 林今，男，１９８５年，博士，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
师，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智慧氢能系统实验室主任，任国际氢能协会氢能

系统专委会秘书长、ＩＥＥＥ中国区氢能专委会副秘书长、国家能源互联网联盟智慧
氢能专委会秘书长。长期从事氢能系统、氢电一体化及高温氢能系统领域的研究

工作。承担并参与多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发表 ＳＣＩ／ＥＩ
论文８０余篇，获国内专利３０余项，牵头编制团体标准 ３项。入选教育部青年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四川省千人计划。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奖励。

　　本期特约主编 顾伟，男，１９８０年，博士，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ＩＥＴＦｅｌｌｏｗ，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２年爱思唯
尔高被引学者，现任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分布式发电与主动配电网研

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综合能源系统、电力系统仿真、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等研究。

主持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

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国电力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等奖励。

绿色氢能综合利用技术
　　氢气是一种清洁能源，燃烧时不产生温室气体和有害污染物。通过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取的氢气称为
绿氢，绿氢制取过程中几乎没有碳排放，是未来节能减碳、能源转型的重要途径。电力系统与氢能产业相耦

合是行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利用新能源风光互补发电制氢，不仅实现了能源的长期储存和利用，还提高了可

再生能源消纳效率。为了深化绿氢综合利用成效，研究新能源制氢相关技术、电氢耦合技术、含氢能源的综

合能源系统规划及运行调度技术等具有重要意义。

为展示绿氢综合利用最新研究成果，《电力工程技术》编辑部策划组织了本期“绿色氢能综合利用技术”

专题。在新能源制氢相关技术方面，浙江大学陈磊磊等针对包含多组电解槽的新能源制氢系统运行优化问

题，提出多电解槽能量管理优化模型，多电解槽策略的新能源消纳率、经济收益、制氢率较单电解槽策略综

合更优。在电氢耦合技术方面，南京师范大学吕振宇等结合氢储能跨季节长周期大规模存储特性和多能联

储联供特点，提出电氢热多能互补的热电联供独立微网系统，以提高经济性、供电可靠性、可再生能源利用
率为目标对系统容量进行优化配置；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镇江供电分公司岑增光等通过引入具有工程

基础和发展前景的电制氢及天然气混氢技术，提出计及天然气混氢使用及跨季节储氢的园区综合能源系统

电制氢优化配置方法，可有效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降低系统整体经济成本和碳排放量。在含氢能源

的综合能源系统规划及运行调度方面，天津理工大学吴艳娟等提出一种计及多重需求响应的综合能源系统

多时间尺度低碳调度策略，所提电热氢多能耦合模型充分发挥氢能的清洁低碳特性，在提升综合能源系统
运行经济性的同时可有效降低系统的碳排放总量；上海电力大学范宏等针对新型电力系统呈现出的强不确

定性和时空耦合性，从规划阶段入手建设氢储能装置并设计考虑按需比例分配机制的风／光场站氢储能系
统协调运行策略，提出风光火氢协同的电源规划方法，构建多时间尺度协调规划模型；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

公司李剑峰等针对含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热综合能源系统，研究风电场与氢储能相结合的混合系统对风电
消纳的影响，以及氢储能系统热平衡需求对系统运行效率的影响。

本专题旨在展示绿氢综合利用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由于专题论文数量限制以及发表时间安

排，很多有价值的论文未能在专题中收录，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作者和广大读者的理解。衷心希望本专题能

够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交流平台，为绿氢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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