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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21 年度 
“新能源”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为落实《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实施方案》，结合我

市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拟启动实施“新能源”重大科

技专项。现发布 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实施周期 3 年，支持强度均为 1000 万元/项（项

目另有说明的除外）。 

每个项目原则上仅支持 1 项（项目另有说明的除外），

技术路线明显不同而又在评审中排前两位时，经专家论证可

都纳入并行支持；评审专家经评议认为项目申报质量都未达

指南研发内容和指标要求时，可都不给予支持。项目申报须

涵盖该任务下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企业牵头申

报的项目，总自筹配套资金不低于所获得的市财政补助资

金。 

 

支持方向一：可燃冰（天然气水合物） 

项目 1：可燃冰开采气体的高效储运及检测关键技术研

究 

（1）针对可燃冰开采后气体安全高效储运重大技术需

求，研究可燃冰分解的天然气液化与压缩、再固化等原理及

方法，形成相关储运技术方案；研究海上天然气收集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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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以及岸基接收、存储和再气化输配技术体系及试验应

用；编制可燃冰储运技术标准。（2）针对可燃冰产业化对检

测关键技术以及检测标准规范的需求，研发可燃冰样品检测

前处理装置，研究可燃冰检测新技术；开展可燃冰检测技术

标准体系研究，编制可燃冰检测标准。 

考核指标：（1）研究可燃冰开采产出天然气的液化、压

缩及固化等原理及技术工艺，形成一套安全、经济的储运工

程方案。（2）研制海上天然气收集预处理—高效存储—外输

装卸装置、海上天然气储运装置、岸基天然气接收存储及再

气化输配装置各 1 套，天然气预处理、储运、接收能力不低

于 10 万 m³/天。（3）编制可燃冰开采气预处理、储运、岸基

接收等相关技术标准。（4）研发可燃冰分解甲烷气体的提纯

装置、可燃冰保温处理设备各 1 套。（5）建立压缩天然气组

成检测方法、液化/固化（吸附）产品检测方法、可燃冰含气

量定量检测方法，编制 2 项以上的可燃冰检测标准（行业）。 

要求：以企业为牵头单位申报。 

项目支持强度：1500 万元。 

项目 2：可燃冰勘探开发环境监测与储层评价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南海可燃冰勘探开发环境监测和储层评

价重大技术需求开展以下研究。（1）研发适用可燃冰开采的

深水海底长期持续、实时、动态监测技术，研制稳定可靠的

贯入海底地层一定深度的监测装置，形成对海底沉积物土力

学、滑移倾斜、温度等参数的有效检测能力。（2）研发可燃

冰开发过程井筒流体运移动态监测系统，通过研究试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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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层产出气、水运移过程中的声振动特征，建立开发过程

储层/井筒流体运移的特征频谱高精度成像处理方法，监测储

层和井筒内流体运移情况。 

考核指标：（1）研制一套海底原位长期监测系统及配

套贯入和回收装置，适用于海水深度不小于 2000m、监测深

度不小于 10m、监测时间不小于 2 个月，具备对海底沉积物

土力学、滑移倾斜、电阻率、温度等参数的测试能力。（2）

研制一套可燃冰开采储层流体动态监测软件系统，具备识别

井筒内沿气体、液体和固体管柱传播的声波并测量其速度的

功能，实现实时频谱分析、流体运移图形显示和数据回放。 

 

支持方向二：燃料电池 

项目 3：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催化剂批量制备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实用型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催化剂对活

性、耐久性和一致性的要求，研究开发具备实际工况耐受能

力、兼具高性能/抗中毒性能的低铂催化剂材料及其公斤级批

量制备技术。具体包括：载体稳定化功能化技术，阴极氧还

原活性提高技术、贵金属用量降低技术；高电位循环耐受及

催化剂耐久性提升技术；催化剂抗氢气杂质（CO、含硫化合

物）污染提升技术；新技术催化剂高一致性、公斤级批量化

制备相关工艺和技术。 

考核指标：（1）活性：催化剂初始氧还原质量比活性

≥0.35A/mg Pt@0.9 V IR-free，催化剂电化学活性面积

≥60m
2
/g。（2）耐久性：① 0.6V-0.95V 循环次数大于 3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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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活性衰减率≤40%、电化学活性面积衰减率≤30%，② 

1.0V-1.5V 循环次数大于 5000 次质量活性衰减率≤40%、电化

学活性面积衰减率≤40%。（3）氢气杂质耐受性：① CO 导致

的 催 化 剂 质 量 活 性 衰 减 ≤30% （ 0.1M HClO4 1000 

ppmCO/H2），并且催化剂在膜电极中性能衰减≤10mV（在

1A/cm
2
，1ppm CO/H2，24h）；② 硫化物导致的催化剂活性面

积衰减≤30%（0.36 ppm H2S，24h），在膜电极中性能衰减

≤30mV（在 1A/cm
2，0.004 ppm H2S，24h）。（4）产能：≥1kg/

批次，粒径及性能偏差≤±8%，Cl
-含量小于 50 ppm wt，Fe

含量小于 50 ppm。 

要求：以企业为牵头单位申报。 

 

项目 4：基于质子交换膜膜电极及金属双极板的燃料电

池电堆技术 

研究内容：（1）研究开发高强度超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池膜电极制备技术，包括：新型催化剂浆料配方及涂敷技术、

新型扩散层制备技术、膜电极封装（封边）技术、催化剂及

膜电极耐久性增强技术；（2）研发基于不锈钢或者钛板的高

性能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双极板，具体包括：极板材质对极

板性能影响的研究、极板材质的优选研究、高精度极板成型

技术开发、极板耐腐蚀涂层技术开发、极板检测技术开发；

（3）基于新一代金属双极板的高性能电堆技术，包括双极

板的模拟、计算及设计研究、电堆设计研究、电堆辅助件及

密封技术研究、电堆水热管理研究、电堆冷热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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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堆耐久性研究等。 

考核指标：（1）标准单电池测试条件下，膜电极的功率

密度＞1W/cm
2
@0.7V，铂使用量＜0.3mg Pt/cm

2，0.8V 时电

流密度＞300mA/cm
2；标准膜电极加速老化试验条件下，循

环 30000 圈，0.8A/cm
2 的电压降低＜40mV。（2）极板厚度

≤1mm，抗弯强度≥25MPa（基材），弯曲强度≥40MPa（极板）；

初始接触电阻≤3mΩ∙cm
2
@1.4MPa（气体扩散层）、腐蚀电流

≤3.00×10
-7

A/cm
2
@80℃（0.5M 硫酸+5ppm F

-溶液）；湿热循

环测试后，无腐蚀、无变形、无焊缝开裂、无涂层脱落。（3）

开发出金属极板电堆 1-3 台(100kW 级或以上)，电堆功率密

度＞3.5kW/L，环境适应温度为-30
o
C~60

o
C，电堆运行时堆内

温度分布均匀，水管理性能良好，空气过量比为 2.0（氢气

过量 30%）的条件下连续恒流运行 10 小时，电堆运行稳定，

电压降低≤5%；电堆（可采用本项目开发膜电极）实际台架

运行 1000 小时，衰减＜2%。 

要求：以企业为牵头单位申报。 

 

项目 5：高电压锂离子电池用电解液及新型锂盐产业化

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1）高电压电解液用新型锂盐电解质及锂盐

添加剂的研究。设计开发出高电压电解液用新型锂盐电解质

双氟磺酰亚胺锂（LiFSI）、二氟磷酸锂（LiPO2F2）、二氟草

酸硼酸锂（LiODFB）和双草酸二氟磷酸锂（LiODFP）等。

（2）高电压电解液的研究。设计和筛选新型溶剂分子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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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研究高电压电解液新型溶剂和添加剂相互作用机理。（3）

电解液在高电压高比能量电池体系中应用的技术研究。研究

高电压充放电过程中正极材料结构的演变规律、负极表面

SEI 膜的变化过程及容量衰减机制，探索电极材料结构和性

能的调控方法。（4）高电压电解液产业化技术研究，解决电

解液规模化安全生产的技术和装备问题。 

考核指标：（1）开发高电压电解液新型锂盐电解质和锂

盐添加剂 LiFSI、LiPO2F2、LiODFB 和 LiODFP，纯度≥

99.95%，各金属离子≤5ppm；（2）开发高电压电解液 1 种以

上，氧化电位≥5.5V，电导率≥10mS·cm
-1；（3）建设年产 1

万吨新型高电压电解液生产示范线 1 条，新增销售收入 2 亿

元以上。（4）申请专利 10 件以上。 

要求：以企业为牵头单位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