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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4 年度新能源专项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项目一：深层页岩气超临界CO2复合增能压裂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深层页岩气井产量衰减快，水力压

裂破裂压力高、造复杂缝网难、产气衰减快等技术难题，开

展超临界 CO2增能压裂改造-驱替置换 CH4技术研究，开发

超临界 CO2压裂效果模拟预测技术，研发超临界 CO2复合压

裂-焖井-排采一体化工艺及优化技术，攻关成套高压大排量

高功率 CO2循环注入装备，构建页岩气超临界 CO2复合增能

压裂关键技术体系，为我国深层页岩气绿色高效开发提供技

术途径和保障。

2.考核指标：建立深层页岩气超临界 CO2复合压裂及效

果预测技术，形成大排量高功率页岩气超临界 CO2循环注入

装备，应用示范不低于 5 口井，较国内最高额定能力设备注

入压力和排量分别提高 15 %和 25 %以上，起裂压力降低不

小于 10 %，单井改造体积（SRV）提高 20 %，单井评估最

终可采储量（EUR）提高不少于 5 %。单井综合经济效益增

长 2000 万元以上，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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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5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6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二：工业烟气强化低渗煤层气开发与 CO2 封存一

体化技术研究

1.拟解决问题：针对重庆地区碎软低渗储层煤层气单井

产量低、有气难产出的技术难题和燃煤电厂烟气排放量大、

净化成本高的工程难题，开展工业烟气强化低渗煤层气开发

与 CO2封存一体化技术及应用研究。研究工业烟气强化煤层

气开采与 CO2封存协同基础理论，构建基于预压裂技术的工

业烟气高效注入技术体系，开发低渗煤气层工业烟气高效注

入装备，开展工业烟气高效注入-压裂-驱替-封存一体化技

术与工程示范。

2.考核指标：形成工业烟气强化碎软低渗储层煤层气开

采与 CO2封存协同技术 1 项；形成连续注入量＞100 m3，注

入速率＞8 m3/min 的工业烟气高效注入装备；开展示范应用

≥2 口井，与同区块采用常规水力压裂改造的煤层气井相比，

降低煤层破裂压力 10 %以上，增加储层有效改造体积 20 %

以上，产出煤层气中 CO2浓度低于 10 %，工业烟气封存效率

60 %以上，单井日稳产气量增加 30 %以上，总体上技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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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进水平。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5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6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三：动力煤地下原位持续可控燃烧关键技术及装置

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高硫煤层、传统井工（露天）开采

过程中存在的安全、碳排放等问题，基于现有煤炭地下气化、

热能采出利用、发电等成熟技术，开展地下煤体原位燃烧采

热及碳封存技术体系研究，建立大型地下煤体原位持续可控

燃烧及热交换试验场，开展核心关键技术集成攻关；研发地

下煤体燃烧电磁点火核心装置，开展助燃剂供应类型、注入

速率、配比以及供应压力与井底压力耦合关系研究，开展助

燃剂供应及热交换装置配套工艺设计与安装技术研究，构建

煤地下持续可控燃烧技术体系。

2.考核指标：形成地下煤体原位燃烧-热交换-碳封存方法

1 套；构建地下煤体原位持续可控燃烧关键技术体系 1 套；

形成地下煤体可控燃烧温度、压力、热量等参数监控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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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技术；研制可控电磁点火装置 1 套，形成适用于高硫煤

层持续可控原位燃烧的助燃剂类型、注入速率及配比；研发

外层筛管有序打开供气、内层热交换管采热的 U 型井助燃剂

供应及热交换装置 1 套；完成热能转换系统设计 1 套；现场

应用示范井 1 口，持续运行 60 天，实现 100 m×30 m×3 m 的

采煤单元内采出热能 750×106MJ以上，热能产出利用率 70 %

以上；设计一套煤地下原位燃烧及热交换采能发电方案，其

装机容量不小于 100 MW。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市级部门经费资助不低于 100 万元，承担单

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地矿局

推荐申报。

项目四：轻柔光伏组件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新型轻柔光伏组件效率低、抗冰雹

能力弱等问题，开展轻柔光伏组件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开发可量产纳米涂层增透技术；研发封装阻水胶膜；创新抗

隐裂组件结构设计及制造工艺开发，实现轻柔光伏组件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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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效率、抗冲击能力和长期稳定性等方面的性能提升，有效

支撑国家双碳目标及光伏应用重大需求。

2.考核指标：形成可量产的纳米涂层增透技术，光伏组

件透光率提升≥2%，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0.8%以上；封装阻

水胶膜性能超过行业标准，水汽透过率≤3 g/m2/天，拉伸力

≥15 MPa；通过 IEC 标准抗冰雹测试，最终轻柔晶硅光伏组

件的发电功率达到 200 W/m2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4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五：复杂山区风电机组支撑结构及高效利用关键技

术研究

1.拟解决问题：针对山区风场环境复杂、风机性能分析

困难、风机设计周期长、风电机组流固耦合机理不明、风能

利用效率不足等问题，开展钢混支撑结构关键节点试验，优

化结构关键节点设计方法；研究适用于山区的结构疲劳设计

方法；开发钢混支撑结构精细化高效设计平台，建立标准化

设计方法；研究山地风机发电量与载荷的高精度估计方法，

研究高效低风速山区风电机组流固耦合数值模型和算法，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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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复杂山区风况作用下风电机组结构流固耦合作用，构建风

机尾流场预测模型；研发适用于山地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技

术，提高发电效率。

2.考核指标：形成钢混支撑结构节点优化设计方法及疲

劳设计方法，开发高效设计平台；构建流固耦合作用下的复

杂艰险山区风机气弹分析模型 1 套，流固耦合模型算法求解

时间缩短≥50%、计算误差≤10%；山地风机发电量与载荷

估计精度提升≥5%，山地风电场度电成本优化率≥3 %，山

地风电机组峰值载荷降低≥5%，机组发电效率提升≥3 %，

在典型山地区域进行应用示范。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4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六：面向分布式供氢的高效甲醇重整制氢系统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分布式供氢场景下甲醇重整制氢技

术存在启动时间长、整机能量效率不足的技术难题，开展甲

醇重整制氢催化层和微反应器结构内热质传输规律及强化

研究；开展甲醇重整制氢微反应器集成放大及高效系统集成

研究；研发适应移动式、分布式场景的高效在线甲醇重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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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系统，突破快速启动等关键技术瓶颈，支撑分布式甲醇重

整制氢产业发展。

2.考核指标：形成低碳、高效的分布式甲醇重整制氢系

统（示范）≥2 套，其中系统额定产氢量≥30 L/min，甲醇

转换率＞80 %，粗氢气纯度＞60 %，整机能量效率＞80 %，

冷启动时间＜25 min；在制药、食品加工等需氢场所开展示

范应用。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4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七：地下复杂地质体大规模储气关键技术研究

1.拟解决问题：针对地质储气密封性评价难、控制难的

问题，对地下储天然气和储氢气进行动态密封性评价研究和

氢密封性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究地下储氢密封结构防渗

漏关键技术与生化环境下临氢材料防腐、防氢脆技术，研发

储氢密封层设计建造技术与临氢材料防腐蚀-抗脆裂关键密

封材料，研发地下复杂储气精细刻画与高精度数值模拟技术

及高速注采技术与装备，形成地下特殊类型大规模储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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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为我国实施地下大规模储气提供技术支撑。

2.考核指标：针对储存氢气，开发抗腐蚀临氢关键材料，

形成储氢库临氢材料防腐关键技术，临氢材料平均腐蚀速率

低于 0.3 mm/a，氢致塑性损失率（即氢脆敏感性）小于 30 %，

氢气泄漏量不高于每天 0.5 %；针对储存天然气，研发双层、

异常高压、含 H2S 等复杂类型一体化储气技术，形成高精度

数值模拟方法，网格精度提高 20 %以上；研发 40 MPa/5 MW

以上国产高速大功率注采压缩机；形成地下储气长期安全稳

定建造与运行技术，开展应用示范。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5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6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八：大功率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大功率燃料电池发动机存在的系统

集成度低、低温启动难、系统效率不足等瓶颈问题，开展高

集成度、高性能大功率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的研发；研究零

部件级与系统级封装集成技术，提升发动机高空间利用率与

高系统质量功率密度；开发具备低温自启动功能零部件，研

究系统冷启动控制技术，实现极寒工况下稳定可靠运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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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高性能燃料电池电堆，开发发动机高效控制技术与系统诊

断功能，提高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效率与可靠性，开展大功

率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研发及应用，全面提升我国燃料电池

动力系统功率覆盖面，满足大型、重载及长距离商用车动力

系统需求。

2.考核指标：研制氢燃料电池发动机装备，额定功率≥

300 kW、额定功率点系统效率≥48%、质量功率密度≥700

W/kg、耐久性≥15000 h（工况循环测试后额定功率下效率

衰减≤10 %）；掌握-40℃发动机低温冷启动技术与高海拔

降额限制技术（3000 米海拔额定功率损失不超过 10 %）；

形成大功率燃料电池发动机批量化生产能力，万套级规模燃

料电池发动机成本≤1500 元/kW；配套大功率燃料电池商用

车型≥2 款，量产大功率燃料电池发动机数量≥10 套。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5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6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九：掺氢天然气内燃机关键技术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天然气内燃机负荷适应能力不足、

碳排放较高等问题，开展天然气掺氢内燃机设计与调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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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研究富氢燃气的燃烧反应流特性，攻克掺氢天然气内

燃系统零部件关键技术，研究天然气掺氢内燃发电机组主动

调控技术，研制掺氢天然气内燃机系统样机，助推重庆市燃

气内燃机、分布式能源等行业发展。

2.考核指标：研发掺氢天然气内燃机系统，内燃机输出

功率≥200 kW，掺氢天然气内燃机效率≥40 %，天然气内燃

机可靠运行的最高掺氢比例≥20 %，稳定运行的最低功率不

高于 25 %，CO2减排≥20 %。形成掺氢天然气内燃机系统样

机≥1 套，并开展应用示范。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4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分布式能源站智慧管控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分布式能源站多源多荷、能质强耦

合、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研发分布式能源站能质流、信息

流动态监控的系统架构，开发在线精确刻画分布式能源站特

性的数字孪生模型，研究新型相变储能设备及系统，研发分

布式能源站数据采集与控制保护的关键软硬件设备，开展分

布式能源站智慧管控系统的示范应用，推动重庆市分布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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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产业发展。

2.考核指标：研发分布式能源站智慧管控软硬件系统 2

套以上，数据采集系统最高采样频率不低于 20 Hz，操作信

号响应时间不超过 1 s，控制装置可用率不小于 99.9 %，开

关信号事件顺序记录分辨力不超过 1 ms，最高蓄热温度不低

于 120 ℃，蓄冷、储热效率均不低于 95 %，实现能源站能

效提升 5 %以上，CO2减排≥5 %。在园区型、楼宇型分布式

能源系统中进行应用示范。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4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一：聚合储能与可控负荷的虚拟电厂分布自治控

制技术及装备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用户侧分布式储能形态多样、可控

负荷场景多元，运行特性差异大，可利用资源不确定性大等

问题，开展虚拟电厂分布自治控制技术研究；研发虚拟电厂

分布自治控制体系架构及接口标准，攻克分布自治模式下的

负荷柔性调控、储能聚合协同控制、储能与负荷协同控制技

术，研究分布自治控制与虚拟电厂融合的能量优化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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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虚拟电厂分布自治控制装备，形成示范应用，提升我市

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支撑重庆构建源网荷储

一体化、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

2.考核指标：研制虚拟电厂分布自治控制装备，边缘硬

件控制指令响应时间≤50 ms，装备整组动作完成时间≤10

秒，最大接入测控点数≥2000 个，支持协同调控模式≥3 种，

支持接入源/荷/储设备种类≥10 类，顶峰能力≥70 MW，填

谷能力≥50 MW；开展应用示范，规模化聚合负荷用户≥10

家，聚集负荷容量≥3 万千瓦，集合储能电站≥3 座，集合

充换电站≥2 座，实现新能源消纳≥2000 万千瓦时，减少碳

排放≥2 万吨/年。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5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6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二：黏土型锂资源高效勘查与利用技术研究

1.拟解决问题：碳酸盐黏土型锂是一种新型锂资源，针

对该类锂资源成矿机制不清、成矿模式不明，现有地质+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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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勘查技术效率和预测精度偏低，焙烧-浸出提锂工艺综合

回收率低、能耗高等问题，开展黏土型锂成矿机制研究，明

确成矿规律与成矿模式；开展基于数据-知识双驱动的空-

天-地-深黏土型锂资源勘查技术研究，提高勘查效率和预测

精度；开展“分级选矿硅铝分离+活化深度浸出+返渗透萃取”

等黏土型锂高效选冶技术与工艺研究，提高锂资源综合回收

率，为建设我市黏土型锂资源基地提供科技支撑，助力新能

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考核指标：揭示黏土型锂赋存状态和成矿机理，建立

黏土型锂成矿模式；构建“地质+遥感+地物+地化+钻探”融合

的黏土型锂勘查技术体系；提交可供办理矿业权的黏土型锂

矿资源区块 1 处，建设勘查示范基地 1 个；形成黏土型锂资

源强化分离-提取技术 1 套，实现锂的综合回收率大于 75%，

主产品 Li2CO3纯度达到电池级（Li2CO3＞99.5%）。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50 万元，区县财政经费资助不低于 150 万元，承担单

位出资不低于 6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市区联动方式实施，由南川区科

技主管部门推荐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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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十三：电动汽车与电网交互融合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大规模电动汽车接入电网后造成负

荷冲击大、峰谷特性明显、电量预测精度低、电车用户难以

调度、逆向供电容量低、谐波失真高等难题，以电动公交汽

车为突破口，研究电车与电网动态交互机制，研究电动公交

汽车充放电预测、状态监测、协同调控技术，结合城市级车

桩监测平台信息与大数据技术，开发车网融合在线调控云平

台；研究电动汽车逆向交流供电技术，开发可实现充放电热

切换的电动汽车逆向交流供电装置；在公共交通领域开展应

用示范，助力重庆市新型电力系统、电动汽车等行业的发展。

2.考核指标：研究城市电动公交汽车与电网交互融合技

术；开发城市电动公交车网融合在线调控云平台，实现 1500

台以上电动汽车同时联网运行，电量预测精度≥90 %，实时

可调度功率达 20 MW，调控时长≤60 s，电价决算延迟≤15

s；开发适用于电动公交汽车典型工况的逆向交流供电设备 1

套，实现充放电操作热切换，逆变功率达 100 kW，输出电

压总谐波失真小于 3 %；在重庆开展千辆级电动公交车与城

市电网交互融合应用示范。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5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6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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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四：锂离子电池大型储能系统安全运行关键技术

研发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目前锂离子电池液冷储能系统存在

的漏液带来的短路等高安全风险问题，研发高效直冷热管理

技术，通过冷媒取代冷却液提升安全性，提高热管理系统效

率，强化电池在高负荷运行时的热量传递，增强电池组均温

性，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安全性；开发高精度的“端云结

合”电池全寿命周期健康状态监测和热失控预警平台，利用

边缘计算和云计算工具，结合传感器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实

现对电池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和精准预测，及时发现并预警

潜在的热失控风险，确保储能系统的稳定与安全运行，推动

锂离子电池储能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2.考核指标：储能系统内电池之间温差＜5 ℃，COP 提

升到 2.4 以上；开发“端云结合”储能系统电池全寿命周期健

康状态监测和安全预警平台 1 个，并在不少于 5 个储能项目

中应用，热失控预警准确率≥95 %，健康状态监测误差≤3 %，

项目执行期内新增产值 1 亿元以上；制定锂离子电池大型储

能系统利用相关技术规范，并推动形成区域标准。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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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五：宽温域、大容量储能电池研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现有储能电池难以满足各类自然环

境下未来储能系统应用场景需求等关键技术问题，开展宽环

境适应性的新型电池研究；研发基于川渝地区丰产元素的新

型电池正负极材料设计及量产技术；开展极端气候条件下电

极材料失效机制、宽温域电池中的输运、界面反应、稳定性

以及全寿命周期失效机制研究；开发宽温域的电池技术、环

境适应性及成本构成单体及模组的创新设计与研制，支撑我

市储能科技及新型电力系统快速发展。

2.考核指标：形成适用于极宽温域应用场景的新一代储

能电池技术；能量密度≥160 Wh/kg，循环寿命＞10000次；

-30 ℃ 放电容量≥85 %，-40 ℃≥80 %，且满足最低至-40 ℃

环境下进行充电，安全性符合国家标准；45 ℃循环寿命相比

常温循环寿命缩短不超过 1/3，60 ℃循环寿命相比常温循环

寿命缩短不超过 1/2；建立宽温域储能电池示范生产线。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4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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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