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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福建日报记者
李珂） 记者从宁德时代
获悉，近日，韩国电池和
能源研究公司 SNE Re⁃
search 发布了 2023 年全
球动力电池使用数据，宁
德时代连续 7年登顶全球
第一。

作为韩国领先的市场
研究公司，SNE Research
长期在电动车、风电、光伏
领域提供全球市场研究和
咨询服务，是电动车、电池

领域全球引用最多的调研
机构之一。

根据榜单显示，2023
年全球动力电池总使用
量约为 705.5GWh，同比
增长 38.6%。其中，宁德
时代动力电池使用量达
259.7GWh，相较 2022 年
增长 40.8%，市场占有率
高达 36.8%，相较第二名
有着近 21%的差距。这
是宁德时代第七年成为
动力电池市场的榜首。

N新华

记者24日从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经
公开征集评选，中国载人月
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
近日确定，新一代载人飞船
命名为“梦舟”，月面着陆器
命名为“揽月”。

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
后，登陆月球成为中国人探
索太空的下一个目标。随
着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
阶段任务全面启动实施，用
于载人月球探测的新飞行
器命名也提上日程。

2023 年 8 月，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面向社
会公众开展了载人月球探
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征集
活动，在全社会引起广泛
关注和热情参与，共收到
来自航天、科技、文化传播
等领域的组织机构与社会
各界人士的近 2000 份投
稿。经专家遴选评审，将

新一代载人飞船命名为
“梦舟”，将月面着陆器命
名为“揽月”。

据介绍，新飞行器的
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
色。“梦舟”寓意载人月球
探测承载中国人的航天
梦，开启探索太空的新征
程，也体现了与神舟、天舟
飞船家族的体系传承；新
一代载人飞船包括登月版
和后续执行空间站任务的
近地版两个型号，其中，登
月版采用“梦舟Y”（飞船
名称+“月”字音节的大写
首字母）。“揽月”取自毛主
席诗词“可上九天揽月”，
彰显中国人探索宇宙、登
陆月球的豪迈与自信。此
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已被命名为“长征十号”。

目前，梦舟飞船、揽月
着陆器和长征十号运载火
箭已全面进入初样研制阶
段，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梦舟”和“揽月”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

行器名称正式确定

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

宁德时代连续七年位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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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南京大学获悉，
该校谭海仁教授课题组研
制的大面积全钙钛矿光伏
组件取得新突破，经国际
权威第三方机构测试，其
稳 态 光 电 转 化 效 率 达
24.5%，刷新此类组件的世
界纪录，也为后续产业化
发展打下技术基础。相关
论文 23日发表在国际学术

期刊《科学》上。
据谭海仁介绍，钙钛矿

是新型太阳能电池的重点
研发方向之一。和传统晶
硅材料相比，钙钛矿光伏组
件更轻、更薄，具有可弯曲、
半透明等良好特性，应用场
景更丰富。近年来，谭海仁
课题组一直致力于研究钙
钛矿，取得小面积电池光电
转化效率 28%、大面积叠层
组件光电转化效率21.7%等

成果。
“叠层组件由带隙不同

的子电池堆叠而成，窄带隙
子电池能够吸收宽带隙子
电池吸收不了的光，理论
上，叠层组件的光电转化效
率应该更高，21.7%这个结
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南京大学
2019级直博生高寒告诉记
者，实验室制备的小面积电
池只有 1平方厘米左右，而

真正具有商用价值的是组
件，所以必须突破大面积叠
层组件的效率关。

难点在于窄带隙钙钛
矿薄膜的生产工艺。“窄带
隙钙钛矿薄膜的结晶过程
太快，不好控制，大面积制
备时，会出现薄膜不均匀的
问题。而且钙钛矿的结晶
过程上下不同步，容易导致
薄膜的底部产生大量缺
陷。”高寒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谭
海仁课题组在前驱体溶液
中加入了甘氨酰胺盐酸盐，
它能够减缓钙钛矿的结晶
速率，将薄膜的制备时间延
长到原来的10倍左右，并且
能自发诱导修复底部缺陷。

高寒表示，用这种办法
制造的窄带隙钙钛矿薄膜，
与宽带隙钙钛矿薄膜结合
后，所形成的叠层组件面积
达 20.25平方厘米。经过国

际权威第三方机构测试，该
组件取得24.5%的光电转化
效率，相关数据被国际《太
阳能电池效率表》收录，目
前尚无同类组件打破该纪
录。

谭海仁表示，此次突破
为后续发展打下了技术基
础，“我们还将不断尝试制
备面积更大、效率更高的全
钙钛矿光伏组件，向着产业
化的目标踏实前进”。

大面积全钙钛矿光伏组件光电转化效率

我国科研团队刷新世界纪录

作为亚洲最大进口散
装荒料石集散地，泉州港石
湖码头建立起专业化、个性
化的荒料石作业体系，上线
网上预约提货系统，提供

“集改散”“内转外”特色服
务，不断改进提升装卸工
艺。“大件荒料石的平稳吊
装及运输难度非常大，去年

我们创新改进操作工艺，大
幅缩短作业时间，全年节约
大吨位汽车起重机租赁费
用约 80万元。”泉州太平洋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孙博生说。

专业化、定制化服务让
货物转运无缝衔接、连线直
达，集成化平台则搭建起立

体高效的综合服务网络。
“丝路海运”国际航运

综合服务平台借助区块链、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整
合关检-港口-航运-贸易
信息资源网络，具备物流全
程可视化、命名航线运营管
理、涉海无人机巡查、气象
导航、联盟服务等各项功

能，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航运产业链各方
共商共建共享的“信息枢
纽”。截至 2023 年 12 月，

“丝路海运”联盟会员已达
320家，命名航线达 116条，
基本形成以国际航线为骨
干、外贸内支线为支撑、内
贸线为补充的航运体系。

我省进一步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和集疏运水平，加快打造现代化港航产业体系

驶向“世界一流港口”竞速道
N福建日报记者 张颖 通讯员 陈娜妍

起步就冲刺，各港齐发力。新年伊始，福建港口“开
门红”的发令枪不断响起：1月2日，“大丰港黎明号”滚装
船装载1172辆商品车从漳湾作业区开往墨西哥，开启福
州港今年首单汽车出口业务；1月6日，“厦门—日本”跨
境电商海运快捷通道正式启动；1月15日，“仁建8”轮执
行泉州港至菲律宾达沃集装箱班轮航线首航，为泉州港
今年开通的首条RCEP航线；1月16日，“远谊海”轮靠泊
湄洲湾港罗屿作业区9号泊位，成为新年造访福建的首
艘全球最大矿砂船……

抢抓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交通强国福建先行区建
设和“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等多重政策叠加机
遇，福建港口开足马力，驶向“世界一流港口”竞速道。

晨曦初起的罗屿岛尚
未苏醒，湄洲湾港罗屿作业
区 8 号泊位工程施工现场
已是热火朝天。

“目前已经完成 15 座
沉箱安装，全部完成后即可
进行后方回填形成陆域，新
的码头泊位雏形就出来
了。”现场工程师许宁远告

诉记者。
在 8 号 泊 位 的 不 远

处，11 号、12 号泊位建设
也如火如荼。“3 个泊位工
程计划年底完成码头主体
施工。加上已投产的 9
号、10 号泊位，5 个泊位的
年设计通过能力合计将达
5000 万吨。”罗屿港口公

司现场负责人肖松介绍，
“届时，罗屿作业区打造
东南沿海能源矿产进口重
要口岸和大宗散货接卸中
转储备基地的底气将更
足。”

聚焦重点港区连片开
发，2023 年福建港口新增
生产性泊位 21 个，新增货

物吞吐能力 3742 万吨，全
省万吨级以上泊位增至
208个，逐步形成了厦门港
海沧、福州港江阴、泉州港
石湖集装箱，福州港可门、
湄洲湾港罗屿大宗干散货
以及湄洲湾南岸、厦门港古
雷液体化工等集约化、专业
化码头集群。

1 月 6 日，在厦门港海
天码头，首票通过“场站+
码头+航线”模式出口日
本的跨境电商货物，在厦
门港务物流东渡跨境电商
场站完成通关后，发往日
本神户，只需 3 天即可抵
达。

“我们量身打造了‘厦
门—马尼拉’丝路海运快
线、2条‘小三通’南向厦金
对台电商快线、‘大三通’北

向对台电商快线、‘厦门—
日本’跨境电商海运快线等
5 条出口跨境电商海运快
线，有力助推厦门及周边地
区跨境电商发展。”厦门港
务物流保税部副总经理王
艺涛说。

更加快速的海铁联运
通道，为内陆地区产业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能。2023年
7月 21日，满载货物的“三
明—厦门港马士基海铁联

运”首列出海图定班列从三
明永安货运段始发，在厦门
港码头链接马士基航运公
司海船，运往东南亚及欧美
等地。

着力加快江海联运，闽
江航运发展的蓝图正在徐
徐铺展。“闽江1号”“闽江2
号”两艘新建千吨级船舶已
完成试航。

水水中转、海铁联运等
业务提速增效，港口集疏运

效率持续提升，有力带动港
口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
2023 年，全省沿海港口完
成货物吞吐量 7.5亿吨、集
装箱吞吐量 1818 万标箱。
通过海铁联运方式进出我
省港口的集装箱累计完成
16.39 万标箱，同比增长
45.7%；通过水水中转进出
福建省港口的外省大宗货
物 1628.40 吨 ，同 比 增 长
58.8%。

聚焦重点港区连片开发

打造高效集疏运体系

提供多元化综合服务

“仁建8”轮执行泉州港至菲律宾达沃集装箱班轮航线首航
陈明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