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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

200多名电力人
在干这件超“苦”的事

“五一”假期，当多数人享受休闲时光
时，宁波余姚500千伏河姆变电站内却
异常繁忙。200余名电力工人坚守岗位，展
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电网检修“攻坚
战”。

这座投运于2004年的变电站是浙东
地区电力输送枢纽，承担着慈溪、余姚、台
州等地的工业用电。长时间的运行让部
分设备出现了老化问题，更换“超长服役”
的配件成为了此次检修的重中之重。

烈日下，记者看到电力工人围在一组
复杂的套组配件前忙碌着。负责牵头的张
师傅告诉记者：“这个配件换起来不容易，
拆除、调试、安装，一环扣一环，得四五人紧
密配合才行。就这一套配件，顺利的话都
得花上一整天。”说话间，豆大的汗珠从他
黝黑的脸上滚落，工作服也早已被汗水浸
湿。

张师傅只是众多忙碌身影中的一
个。90后曹勇是这次河姆变综合检修的
总负责人，从2月初开始，他就带着团队
多次到现场勘查。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步
数每天超过3万步。

“这次任务难度大、时间紧，除了更换
老化设备，工人们还需要同步开展设备消
缺、隐患治理、精益化整改等工作，为赶在
夏天用电高峰期前完工，原计划6天作业
时间压缩至3天。”曹勇介绍，工人们拆除
旧部件、调试新设备，还要协调吊装和升
高作业，“每更换一个设备，就像给变电站
做一台精密手术。”

在众多检修任务中，河屏4P70间隔
副母闸刀的解体检修工作难度不小。由
于白天要进行跨线安装，这项工作只能安
排在夜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赵
鲁臻带领检修二班承担了这项任务。

随着夜幕降临，河姆变上空无人机照
明灯光亮起，赵鲁臻有条不紊地指挥着：

“大家注意，切割的时候慢一点，保证切口
平整，焊接的地方一定要牢固。”在他的带
领下，检修二班的成员们全神贯注，不放
过任何一个细节。

“这是我干过规模最大、时间最紧的
一次，但大伙儿没人喊累。”他指着身旁的
年轻工人说，“这几个小伙子连轴转了12
小时，困了就在墙角眯十分钟。”

安全是这场“战役”的重中之重。工
人们每天开工前都要开安全会，反复确认
操作流程。“别看我们时间短，动作快，但
每一步都得按标准来。”曹勇翻开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风险点和应急预案。
检修期间，公司还调来3辆应急发电车，
运维人员随时待命，确保一旦突发状况能
快速响应。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姜映雪 董柏锋 谢葆青

在王宇楠和30多名团队成员
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中国科学院
宁波材料所通过氢能燃料电池催
化剂的高活性化以及膜电极的一
体化设计，将氢能燃料电池堆验
证中的峰值功率提升至2.4瓦/平
方厘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宁
波的氢能产业链补齐了材料研发
的短板。

“我们和宁波这座城市双向奔
赴。作为全国七大石化基地之一，
镇海炼化为我们开通氢能管道，提

供研发的前提条件；而立足宁波，我
们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的
平台，对接了许多长三角地区的新
能源车企，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落地。”王宇楠为宁波点赞。

如今，氢能正凭借更低的燃
料成本、更佳的环保性能，融入电
动自行车、乘用车、重型卡车等交
通出行场景。王宇楠介绍，她所
在的团队已和化工企业、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企业、新能源整车厂
等进行合作，未来让科研成果“上

天入海”，推广至海上船舶和高空
无人机等领域。

“我们在实验室里走完技术
研发的九十九步，再由企业打通
面向市场的最后一步。未来，我
们更希望从产业的实际需求入
手，带动研发创新。宁波是一座
制造业大市，正在打造新能源汽
车之城，相信这片沃土将给我们
带来更多互相成就的机会。”王宇
楠表示。 记者 严瑾

通讯员 高晓静 杨茜

王宇楠：
为宁波氢能产业 点亮科研灯塔点亮

王宇楠，中国科学院
宁波材料所氢能与储能材
料技术实验室主任，正高
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国
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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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环保可再生，既“高
能”又“给力”，被誉为“21 世
纪的终极能源”。

据国际氢能委员会预计，
到2050年，氢能在全球能源
中所占比重有望达到 18%。
而氢燃料电池汽车，有望成为
未来交通的主要力量。

当下，宁波正力争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氢能产业基
地。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中
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氢能与
储能材料技术实验室主任王
宇楠，正以上下求索的“钉钉
子精神”，致力于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领域的技术突破，加
速氢能在千行百业的落地。

王宇楠博士是来自黑龙江省
的80后，于2022年正式成为中国
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的一员。

“氢能是未来能源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燃料电池相当于
氢能的‘发电机’。通过质子交换
膜燃料电池，氢气和氧气将直接
发生化学反应，产出大量电能和

水，既能提高能源利用率，又实现
‘零碳’排放。我们对这一化学反
应的关键材料进行研发，让燃料
电池高效率、高寿命地完成使
命。”王宇楠说。

“我们的工作节奏是外界很
难想象的。我回国的第一年，每
天除了四五个小时睡眠外，几乎

都在工作。因为要从零开始组建
团队，为空荡荡的实验室增添设
备，再结合国内的气候环境、交通
法规等因素，‘从0到1’开启燃料
电池关键催化剂材料的研发。”王
宇楠表示，这是一个填补国内技
术空白的过程，尽管长路漫漫，但
终将柳暗花明。

● 成为大海中的“灯塔”

在王宇楠看来，从事科研工
作好比在大海中掌舵航船，“你不
知道前面是暴风雨还是晴天，不
确定方向和目标，但我依然希望
自己能成为照亮别人的灯塔，让
更多人追随我们走过的步伐，一
起朝着祖国需要的方向前行。”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王宇楠
习惯沉浸式工作。当她构想一种
新材料的结构时，往往会把草稿
纸、电脑屏保、衣服图案都填满它
的形状，而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
是灵感来源。

“有一次，我在吃日式饭团，发
现它的孔壁很厚，而米粒间的间隙
很小，便灵光乍现：有没有可能这就
是我心心念念的材料结构？最后我
通过反复实验和模拟计算证明，这
一设想是可行的，一种催化剂材料
就这样诞生。”王宇楠说。

而作为一名科研方向负责人，
王宇楠需要引进更多复合型人才，
为科研工程化增砖添瓦。

每一次学术会议和出差交流，
都是她寻找合作伙伴的契机。她的
一位同事曾是清华大学博士后，通

过合作团队间的学术交流和她结
识，初次见面就探讨了10多个技术
问题，双方因志同道合而携手同行。

“目前，我们要解决的技术痛
点是提高燃料电池的使用寿命。
比如，我们要通过对燃料电池阳极
材料优化提升，实现对氢空燃料电
池中反应用空气中的氮硫等元素
的防腐化处理，提升材料寿命以及
电化学反应效率。同时，汽车发动
时电压的快速变化，可能会导致燃
料电池材料快速腐蚀问题，这也是
我们需要攻克的难题。”王宇楠说。

● 和宁波“双向奔赴”

王宇楠博士王宇楠博士
工作场景工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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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