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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油改电”，打造全电码头

在厦门港海天码头拖轮基地，“厦港拖
30”号静静停泊在专用充电桩旁，等待下一
次作业。

这是福建第一艘新能源拖轮，也是我国
第一艘同时满足串联式混合动力、绿色船舶、
智能船舶附加标志的高技术高附加值拖轮。

当大型船舶从海洋协助进入港口，常需
要拖轮拖带、顶推，才能顺利停靠和驶离。但
常规动力的拖轮，不仅作业时耗油、有噪声，
且会因负荷突变产生黑烟，影响环境。

“去年11月，‘厦港拖30’号入编厦门港拖
轮船队，今年1月正式投产。”厦门港务船务有
限公司设备部经理李响告诉记者，它是一艘
串联式油电混合智能拖轮，由东南造船建造，
最大可输出 5000 马力，投用以来作业近 800
艘次，已成为日常拖轮作业的主力军之一。

“每天在电价平峰（15 时—21 时）、峰谷
（0时—8时）时各充电一次，单次充电可作业
3~4 艘次。”李响说，纯电模式下，零排放、静
音航行，与常规拖轮相比，每年可节约 200多
吨燃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600多吨、一氧化
碳等其他气体 10多吨，碳减排率约 85%。

目前厦门港又“下单”了 2 艘 5000 马力、
2 艘 4400 马力的电动拖轮，一支绿色拖轮船
队正在成形。

除了港作拖轮，在海天码头，目之所及
的港口桥吊、流动机械已基本实现电动化。

在集装箱林立的堆场里，绿色的低架滑
触线遍布港区。曾有“油老虎”之称的轮胎龙
门吊，如今彻底告别了燃油，作业时不仅使
用电力驱动，司机还能在 1 公里外的操作室
里“一对多”远程控制它们装卸集装箱。

在堆场里，电动集卡、IGV（自动驾驶水
平运输设备）、电动叉车、电动堆高机等自由
穿行、有序作业。更特别的是，当电量不足、
作业空闲时，采用锂电动力的 IGV 会自动连
上滑触线充电。

整个港区，没有黑烟，少有噪声。
据统计，作为全球供应链的转运节点的

港口，大量使用燃油，造成了空气污染和碳排
放，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量的3%。

“岸桥、场桥等港口装卸设备，以及往来
运送货物的水平运输车辆等都是港口的耗油
大户。”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员郭延熹说，为实现港口生产深度降碳，不
仅海天码头，集团旗下的 6个码头均启动“集
装箱码头电能替代行动”，打造“全电码头”。

从 2008年起，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各码
头全面实施龙门吊“油改电”，到目前累计投
入超2亿元，已实现龙门吊100%用电作业，电
动堆高机在用 27台、占比 63.4%，电动拖车在
用120部、占比31.4%，电动叉车在用47部、占
比63.5%……电动化设备比例已超过55%。

“不仅‘油改电’，88%的龙门吊还实施了
能量回馈改造，将起升机下降产生的电能，
由能量回馈系统反馈到电网，进一步提高降
耗效果。”郭延熹说，现在龙门吊作业单耗比
传统作业模式下降了 59%，每年可减排二氧
化碳 30459吨。

电能替代、科技加持之下，节能降耗效果
显著。近 5年，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的单箱综
合能耗下降了20.5%，减排二氧化碳9725吨。

2023 年，集团公司含旗下 6 家集装箱码
头获评“亚太绿色港口”，成为国内首家多个
集装箱码头联合参评的获奖单位，旗下海天
码头、海润码头、嵩屿码头先后获评四星级

“中国绿色港口”。
不只厦门港不只厦门港，，近年来近年来，，福建港口加大福建港口加大降碳降碳

力度力度。。福州港龙门吊福州港龙门吊““油改电油改电””100100%%覆盖覆盖，，江阴江阴
国际集装箱码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均计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均计
划在划在 44年内完成集卡的全电动化替代年内完成集卡的全电动化替代。。55月月 3131
日日，，江阴港区江阴港区 88 号号、、99 号泊位工程号泊位工程（（一期一期））通过通过

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即将投产运营即将投产运营，，成为福州港首个零成为福州港首个零
排放排放、、全电动码头全电动码头。。泉州集装箱码头也已投入泉州集装箱码头也已投入
使用使用2727台台DCVDCV（（电电动无人集装箱卡车），今年
计划数量增加至30台。

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湄洲湾港罗屿码头、国投湄洲湾煤炭码
头、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华电储运公司
码头、可门港物流公司码头等计划启动绿色
港口等级评价工作。

岸电全覆盖，提升零碳能源自给率

节能降碳，不仅发生在消耗侧，能源供
给侧也在同时发力。

今年 3 月，国际邮轮“地中海号”靠泊厦
门国际邮轮母港，关闭辅助发电机，连接上
港口的岸电系统维持设备运转，连接时长超
73 小时、用电超 21 万千瓦时，创下全国单艘
次国际邮轮岸电供电时长和供电量纪录。据
测算，“地中海号”此次靠泊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约 1200吨。

同月，两艘大型集装箱船舶同时在嵩屿
码头接驳高压岸电，海通码头的新建高压岸
电设施首次顺利完成高压岸电连船……

船舶岸电，是船舶在靠泊期间停止使用船
上的自备辅助发电机，转而使用陆地电源向主
要船载系统供电，是厦门港“绿色港口”建设中
的重要一环。

“通过船舶岸电代替船舶柴油发电，靠
港的船舶不再‘吞云吐雾’，不但降低船舶的
营运成本，更大大减少了烧油发电产生的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和噪
声污染。”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2016 年，海润码头完成了
首次高压岸电连船；2022 年，厦门港所有码
头实现了岸电全覆盖。

供给的完备，供电安全性、稳定性不断
提升，加上优惠的鼓励性电价，近两年，厦门
港岸电驳接次数和接电量持续提高。“2023
年接驳次数较 2022 年增长了 47.5%，接电量
增长了 474%。”他说，今年 1—4 月，岸电接驳
次数已超过 2023年全年总数。

放眼全省，327 个非油品化工码头泊位
中，码头岸电设施覆盖率已达 69%。据统计，
2023 年全省港口靠泊船舶接用岸电 6.6 万艘
次，岸电使用量约 700 万千瓦时，与 2020 年
相比年均增长 40.7%。

港口仓库多港口仓库多、、遮挡少遮挡少，，具备光伏发电的具备光伏发电的
有利条件有利条件。。在厦门港的东渡港区在厦门港的东渡港区、、海沧港区海沧港区，，
仓库仓库、、办公楼办公楼、、变电站屋顶上变电站屋顶上，，都铺设了光伏都铺设了光伏
发电板发电板。。““我们利用良好的日照条件我们利用良好的日照条件，，梳理和梳理和
规划屋面资源规划屋面资源，，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清洁能源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清洁能源
供给能力供给能力。。””他说他说，，截至截至 20232023 年底年底，，厦门港建厦门港建
成投用成投用 2626 座分布式光伏电站座分布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约年发电量约
16001600 万千瓦时万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煤约可节约标准煤约 50005000 吨吨，，减减
排二氧化碳约排二氧化碳约 11..6565万吨万吨。。

不仅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厦门港的新能
源应用还在进一步延伸。

在东渡物流园区和海润码头，记者看到
3 组 500kW/1000kWh 的分布式储能柜，它
们不仅能储存未消纳的光伏电，还能起到削
峰填谷套利、平抑电网波动、满足电网需求
侧响应和充当应急电源等作用。

储能柜来自厦门港务的权属企业——
海纳特电（厦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今年
4月，由海纳特电承担的“厦门港务港区柔性
组件应用及光储充放一体化”项目，入选第
四批国家级智能光伏试点示范名单。

“项目创新的轻质柔性光伏组件，已在
港区的车棚、闸口拱形屋顶、消防水池等试
点应用，设计年发电量超 120万千瓦时，每年
可节约标准煤约 400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 1300 吨；配套的储能系统已累计充电 106
万千瓦时、放电 93 万千瓦时，累计节省电费
约 28万元。”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它们与常规
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港区汽车公共充电场
站、港区电动生产车辆充电桩等，共同构成
了厦门港的“光储充放一体化”新能源体系，
为港口增添绿色动能。

据了解，目前全省各港口已建成分布式
光伏电站 42 个，总装机容量约 24MW，累计
安全发电超 3200万千瓦时。更多清洁能源计
划正在酝酿——湄洲湾港罗屿码头、国投湄
洲湾煤炭码头正在开展分布式风力发电系
统建设的可行性分析，华电储运公司计划利
用港池水域建设海上光伏，风光互补照明技
术等技术也在码头得到推广应用。

提“智”降碳，打造港口物流生态圈

在港口建设中，绿色化与智能化总是密
不可分。从高耗能、粗放型转向智能化、高效
率的发展过程，同样是港口的绿色发展进程。

5 月 15 日晚，厦门港嵩屿作业区，3 艘 20
万吨级超大型集装箱船舶首次实现列队同
靠作业。岸上，14 台桥吊、50 台龙门吊和 76
辆集卡全速作业，形成一条 1.2 公里长的亮
丽风景线。

码头岸线寸土寸金、生产作业繁忙的厦
门港，指挥调度离不开智慧大脑——i-TOS

（TOS指码头操作系统）。
i-TOS的开发运维企业厦门智图思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开级告诉记者，厦门港集装
箱码头集团旗下部分码头，原有的TOS系统
是早期开发的，系统功能和标准各不相同。

““不仅费用高不仅费用高，，而且面临异地运维而且面临异地运维、、缺乏缺乏
实时响应的高风险问题实时响应的高风险问题。。如果码头需要开发如果码头需要开发
新模块新模块，，从提交需求从提交需求、、得到回复到完成设计得到回复到完成设计
开发开发，，一整套漫长流程过去一整套漫长流程过去，，‘‘黄花菜都凉了黄花菜都凉了’’，，
显然不能满足业务高速增长显然不能满足业务高速增长、、港口高效运转港口高效运转
的需求的需求。。””朱开级说朱开级说。。

20182018年后年后，，随着智能化改造步伐加快随着智能化改造步伐加快，，在在

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现实情况
下，厦门港集装箱码头下定决心改变现状——
自主研发智能码头操作系统 i-TOS。

2022 年 11 月，i-TOS 在海润码头试运
行，于去年通过整体验收，并在集团内各码
头推广应用。

通过 i-TOS，码头操作得到深度整合，生
产各要素得以统筹，生成的生产作业指令序
列和智能设备调动串联，实现船舶装卸智能
化、堆场装卸自动化。与集装箱智慧物流平
台、单一窗口、网上营业厅、统一结算平台等
对接，码头智能化更向物流前端延伸，提高
了整个港口物流链效率，进一步“降本提质
增效”。

同时，厦门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也为码
头、船东、货主、物流运输等海运物流参与方
提供智能化信息服务的公共平台，打通了港
口物流各环节的信息壁垒，打造“智能化”

“无纸化”“一站式”的港口物流生态圈。
朱开级举例说道，一个集装箱出口美

国，在代理公司定下船期后，办理清关手续
的同时，即可在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上预约
进场。“集装箱卡车司机在码头进闸，自动识
别和预约信息比对后，数秒即可自动放行。
在平台的拖车模块，预先可以看到场位信
息，装卸非常方便。”

i-TOS 和智慧物流平台“内联外通”，双
轮驱动，数字化不仅提高了港口的生产效
率，还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港
口、海事、海关、边检等口岸监管部门全力支
持、通力协作下，近年来，厦门港港口综合效
率、装卸作业效率在全球排名前列。

将优化集疏运结构作为绿色发展的核
心支撑，福建港口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
水”“公转管道”和“散改集”，以港口为关键
节点，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融合，综合运
输效率有效提升，全行业减污降碳。

今年 1 至 4 月，仅厦门港集装箱海铁联
运业务就突破 4 万标箱，同比增长 16.5%，增
长点主要为省内省外海铁联运齐头并进。

省内方面，厦门港加强供应链资源整
合，粮食、化肥、矿产品等大宗货源“散改集”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省外方面，厦门—南昌、厦门—赣州等双
向图定班列将运输时效提速到 20小时左右，
吸引了大量货源从厦门港进出；同时，还积极
引导船公司为货主提供内陆提还箱服务，前
20大船公司已有14家设立内陆还箱点。

以港口为依托，以前场铁路物流园铁路
港站为多式联运转换枢纽，厦门国际航运中
心海铁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打造 5条“海公铁”
领域特色线路，初步建成了一张覆盖闽赣两
省辐射全国及海外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

在全省，港口集疏运体系都在加速优
化，湄洲湾港 5 个港区中已有 3 个港区（含东
吴、斗尾 2 个重要港区）建成运营疏港铁路，
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 100%，大宗散货
通过铁路、水路、封闭式皮带廊道和新能源
汽车的输运比例达到总输运量的 85%以上。
此外，福州罗源湾港区可门港铁路装车系
统、碧里作业区公共管廊系统也在建设当
中，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港区大宗散货绿色
输运能力。

“十四五”期间，福建省港口吞吐量和水
路货运周转量逐年上升，港口直接碳排放强
度、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二氧化碳排放
量逐年降低，与 2020 年相比，2023 年福建省
营运船舶单位换算周转量二氧化碳排放下
降了 16%，超额完成“十四五”期间下降 3.5%
的目标。

““绿色绿色、、低碳低碳、、智慧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智慧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和底蕴和底蕴。。我们以港口数字化我们以港口数字化、、无人化无人化、、智慧智慧
化化、、清洁化等为重点清洁化等为重点，，进一步谋划智慧港口进一步谋划智慧港口
建设路径和降碳技术路线建设路径和降碳技术路线，，为经济社会的可为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省港航事业发展省港航事业发展
中心负责人说道中心负责人说道。。

绿色港口，福建这样建！
□本报记者 张颖 陈旻 文/图

港口，作为航运的重要集结点和枢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随着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建设绿色港口也成为港口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福建绿色港口建设不断提速，通过加快船舶新能源化、
流动机械电动化，提高清洁能源覆盖率、岸电使用率……在打造一

流强港的同时，践行“双碳”战略、守护海洋生态环境。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家码头公司获评四星级“中国绿色港口”，

其中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荣膺“亚太绿色港口”称号，走在行业前
列。“生态省”的港口如何低碳发展，向绿而强？为此，近日记者实地
走访。

核心
提示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近5年，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的单箱综合能耗下降了20.5%，

累计减排二氧化碳9725吨。

与 2020 年相比，2023 年
福建省营运船舶单位换算周转
量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下 降 了

16%，超额完成“十四五”期间

下降3.5%的目标。

目前，全省327个非油品

化工码头泊位中，码头岸电设施

覆盖率已达69%。

全省各港口已建成分布式

光伏电站42个，总装机容量约

24MW，累 计 安 全 发 电 超

3200万千瓦时。

全省已有7家码头公司获

评四星级“中国绿色港口”。

从数据看福建港口践行“双碳”战略

穿透

靠泊在厦门港的船舶连接上岸电。

厦门港海天码头的岸电系统

厦门港区的屋顶光伏

泉州集装箱码头新到岗的 DCV（电动无人集装箱卡车）
叶谋成叶谋成 摄摄

厦门港海天码头的港口桥吊厦门港海天码头的港口桥吊、、流动机械已基本实现电动化流动机械已基本实现电动化。。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