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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启动实施“氢能技术”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

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以推动能源革命、建设能源强国等重

大需求为牵引，系统布局氢能绿色制取、安全致密储输和高效利用

技术，贯通基础前瞻、共性关键、工程应用和评估规范环节，到 2025

年实现我国氢能技术研发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2025年度指南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分步实施、重点突出的原则，

围绕氢能绿色制取与规模转存体系、氢能安全存储与快速输配体系、

氢能便捷改质与高效动力系统 3个技术方向，拟启动 3项任务、安

排国拨经费 2000万元。其中，拟部署 2项青年科学家任务，拟安排

国拨经费 600万元。企业牵头申报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

低于 2:1。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任务申报。除特殊说

明外，每个任务拟支持项目数为 1～2项，实施周期不超过 2.5年。

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

和考核指标。基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4个，项目参与单位

总数不超过 6家；共性关键技术类和应用示范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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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

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

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男性应

为 198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198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

指南中“拟支持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任务下，当出

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况时，

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的方式。第

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

后续支持方式。

1．氢能绿色制取与规模转存体系

1.1 水电解槽与燃料电池多场智能仿真技术（基础研究类，

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针对水电解槽和燃料电池中多场耦合作用机制复杂、

跨尺度求解困难、高保真度与计算效率难以兼顾的瓶颈问题，开展

智能仿真技术研究、发展新型智能仿真范式。具体包括：依托理论

模型、高保真数值模型、半经验模型与实验测试数据，建立多场训

练集；构建加速多场耦合仿真的深度机器学习框架，发展嵌入物理

方程约束的人工智能算法；开展静态、动态条件下装置性能的快速

准确预测技术研究；发展实验验证技术，完成智能仿真技术的全面

验证。

考核指标：智能仿真技术适用于碱水电解槽、质子交换膜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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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等三种以上装置，至少能快速模拟装置

内的电流密度、温度、工质流速、反应物与产物浓度等 5种以上物

理场及其耦合关系；相比传统方法，智能仿真方法加速比不低于 10，

仿真结果与实测数据的偏差均不高于 10%。

关键词：碱水电解制氢，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多场数值仿真，人工智能

2．氢能安全存储与快速输配体系

2.1 交通氢燃料供-用体系全流程能碳仿真与评价技术（基础

研究类，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针对可再生能源制氢及副产氢等多种氢来源的交通

氢燃料供－用体系（包括制－储－输－用各环节）中变化因素多、

耦合关系复杂、规划决策困难等问题，开展交通氢燃料全流程多目

标最优规划、运行策略与评价方法研究。具体内容包括：研究典型

能量流、物质流及其相互转化的统一建模方法，构建考虑不同技术

路线的全流程能耗与碳排放动/静态仿真模型,开展供－用体系配置

方案与运行策略优化；构建计及能耗与碳排放的交通氢燃料供－用

体系经济性评价模型，建立面向客运、货运等应用场景的评价准则

（如技术成熟度、技术指标及成本等）。

考核指标：仿真模型中“制－储－输－用”各环节应涵盖 5种

以上主流技术路线，电解、压缩及输送等关键部件动/静态性能仿真

误差不高于 10%；提出交通氢燃料计及碳排放与能效的经济性评估

指标，指标数不少于 6种，关键部件经济参数溯源至部件；评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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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交通氢燃料供－用体系的运行经济性，优化后经济性在碳排放

相同或更低的基础上提升不低于 3%；完成覆盖不少于 3个地理区域

中 5个城市的交通氢燃料供－用体系经济性评价报告，形成相关标

准（送审稿）2项。

关键词：交通氢燃料，系统规划，全流程仿真，能碳效益，经

济性评估

3．氢能便捷改质与高效动力

3.1 工业用氨进料零碳高效燃烧关键技术及应用（共性关键

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高温工业对清洁减碳、高效燃烧的重大需求，

聚焦零碳燃料可靠点火、稳定燃烧等共性关键问题，开展高能量密

度氨进料在线高通量改质、高效稳定燃烧及低成本排放控制技术研

究。具体包括：氨在线高效率、高通量改质成氨－氢混合燃料技术；

氨－氢燃烧过程演化与强化技术、数值模拟与功率调控技术；燃烧

过程与建材烧制品的组织及成分相关性研究；燃烧炉多理化量多位

点在线高灵敏监测技术；氨－氢高效燃烧及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

基于系统能量综合优化的建材工业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氨－氢燃烧火焰温度、燃烧产物浓度的测量值与模

型预测值间误差不高于 10%；氨进料在线改质模块产氢量不低于 10

标准立方米（燃料气体）/小时/升（改质模块体积），改质能量损耗

不高于 10%，改质后燃料组分实时监测误差不高于 5%、响应时间不

高于 5秒；单支燃烧器额定热负荷不低于 200千瓦，点火成功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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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99%，稳定燃烧前提下燃烧器功率调节范围 20%~100%；燃烧

炉燃烧效率不低于 99.9%，多理化量多位点在线高灵敏监测位点不

少于 10个、响应时间不高于 5秒，其中排放烟气监测系统满足氨、

氢气、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一氧化二氮、氧气等主要物质浓度、

通量实时检测需求，测量误差不高于 10%；完成不少于 1个建材工

业氨进料零碳燃料燃烧应用示范，示范线最大热负荷不低于 1兆瓦，

氮氧化物排放不高于 50毫克/立方米（折算基准氧含量 18%），零

碳燃烧制品符合国家建材标准，示范线无故障稳定运行不低于 500

小时。

关键词：氨分解制氢，清洁燃烧，污染物控制，建材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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