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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新能源车主
与亲友分享在武汉的驾车体会：找充电
桩不是很难。

眼下，武汉不仅有充电桩，还有充
电塔和换电站。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能源转型不断深入，各类充电设
施如同支撑城市正常运转的能量站，成
为新型基础设施。

这样一种新型基础设施目前在武
汉的建设状况如何，应用在何处，又面
临怎样的问题？记者展开探访与调查。

寸土寸金城市中心找空间，
武汉充（换）电站车桩比1.4:1

“新基建”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
展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个新概念，在
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
首次提及，2019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2020年以来国家层面多次研究部
署，并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国家“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对比传统基础设施“铁公鸡”——
铁路、公路、机场，提供数字转型、智能
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新基建”正在
武汉蓄势聚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就
是其中之一。

在南太子湖超级充换电服务中心
工作的郁德康最近很忙：“每天有大约
300名车主来我们这里充电。随着绿
色出行新风尚的到来，充电桩作为电动
汽车的加油站，越来越被新能源车车主
需要。”

目前，武汉充（换）电站车桩比达
1.4:1，车桩比位列全国前五。打开武
汉地图，找寻一座充电桩并不费力。

洪山区浅水湾路保利浅水湾小区
对面，一座可充电的停车场近日投入使
用。这里曾是一片乱堆乱放的空地，为
提升周边居民居住环境，解决停车难、
充电难问题，洪山区城管执法局联合珞
南街道共同推进该地块整治，引入第三
方建设了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现
在，这里的40个充电桩很受周边市民
欢迎。

充电桩被迫切需求，但在寸土寸金
的中心城区，建设一座充电设施并不容
易。

位于汉口火车站西侧的智能充换
电综合体于去年2月建成投用。记者
看到，五层的立体停车库前，刚刚驶入
的车主将车停在地面层，扫描二维码开
启充电服务后，下车等待。工作人员控
制其车辆升到上层塔台充电，同步将地
面层车位腾出。40分钟后，车辆充满
电，“回”到地面层。

“这是一座智能充电塔，用地仅
1100平方米，能容纳212辆车同时充

电。”武汉市充换电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张婷告诉记者，该充电塔应用
了电缆随行技术，充电的车辆在塔库内
移动时，充电电缆可随之移动。如果建
设相同数量的充电车位，用地要大 5
倍。

从充电桩到充电塔，武汉不断以科
技拓空间，满足大规模车主出行需求。
5年来，全市累计建成充换电基础设施
24.5万个，基本形成车桩相随、私用为
主、公用为辅的充电基础网络。

今年，我市还将停车泊位和充电设
施建设纳入居民小区（含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目标设定为：按每个居民小区
（含老旧小区）不低于10个停车泊位、
10个充电桩位的标准，完成500个“桩
位共建”。

“新基建”看到个性化需求，
大型货轮、景点游船有电可充

作为新型基础设施，武汉的能量站
在满足大规模需求时，也关注到了个性
化需求。

游人如织、绿波荡漾，5月18日上
午，东湖游船楚风园码头客运繁忙，游
船运营人员一边引导游客登船游览，一
边手持充电枪为游船充电。东湖文旅
游船事业部负责人王艺明介绍，去年春
季，6台“智能岸电”在楚风园码头陆续
安装并试运行，为14条电动游船提供
便捷充电服务。

东湖游船码头上，记者看到，“智能
岸电”由多个白色箱体设备组成，包括
船舶充电桩、电缆收纳箱和配电箱。配
电箱面板上还设有故障报警灯、急停按
钮等控制系统。王艺明介绍，以前，东
湖电动游船配置的充电设备功率小、充
电慢，充满电需要10小时以上。“智能

岸电”功率可达单枪80千瓦，游船从
20%电量充到80%只需要4小时，令游
船运营效率提升1倍。

发力科技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往往与绿色相生相伴。

港口码头上，作业车将巨大的箱式
电源从电动船上拆解、吊装上车，到将
满电电源运回船上安装完毕，全程只用
了10分钟。

作为全国首艘长江支线换电电池
动力集装箱班轮“华航新能1”的配套工
程，阳逻港电动船换电站于去年11月
16日建成投用，累计为“华航新能1”提
供10万度清洁能源，相较使用柴油节
省了17万元。

国网电动汽车湖北有限公司专责
李巍介绍，该换电站在国内首次采用液
冷技术，电池充满电可储存1935度电，

“搭载4块满电电池，‘华航新能1’可在
武汉至仙桃150公里的航线上往返一
次。”

今年，武汉将重点抓好公共领域换
电站建设先行区试点，包括新建新能源
物流汽车专用充（换）电站50个、新能
源出租汽车和网约汽车充（换）电站50
个等。

乡野田垄边建起便民充电
站，要有人建、有人管、能持续

无论传统与新生，基础设施都是完
善城市功能与提升城市品质的必要途
径。不仅城区，乡村也能找到桩，成为
不少自驾游司机的诉求。

蔡甸区永安街道朴树村318国道
边，农田里，玉米叶子随风摇曳，一旁的
充电车棚内，6个充电桩电能充足。“没
想到，在城市郊野也能找到充电桩”，正
在这里充电的车主傅先生心情舒畅。

这里是位于蔡甸区永安街道朴树村的
永安充电站，由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在这
里建设了3个60千瓦直流快充、3个7
千瓦交流慢充充电桩，为周边乡镇居民
及途经车辆补电提供充电保障。

在距离永安充电站29公里之外的
蔡甸区消泗乡，乡政府不远处的停车区
域新建起3个充电桩，不时有电动车驶
来充电。

木兰花乡景区新能源车充电桩位
于主干道旁，6个充电桩格外显眼。“插
上充电枪，再扫码支付，就开始充电了，
非常方便！”正在此充电的刘先生说道。

“绿色出行需求增大，我们布局落
子范围就要不断扩大。”国网武汉供电
公司电动汽车服务分公司副总经理梅
矿介绍，去年6月，该公司完成全市44
个乡镇充电桩建设全覆盖。来自武汉
市停车场及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
工作指挥部的数据：今年，全市新改建
公共充电桩不少于4万个，新建集中式
充电站500座、换电站50座，新建公共
停车泊位按不低于30%的目标配建公
共充电设施。

武汉市充换电公共设施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玺则表示，该公司目标任
务明确：到2025年，力争实现“中心城
区 2公里找到桩、远城区 5公里充上
电”。

建设蓝图已绘就，“建好还要管好”
成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一方面我们要适度超前谋划，统
筹集约开展新基建建设；另一方面，也
要构建长效机制，打造可持续发展的运
营模式。”国网武汉供电公司相关负责
人称，目前正在组织深入调研，根据不
同地区不同地段的需求，进一步精细布
局充电设施，确保充电设施有人建、有
人管、能持续。

“另外，我们也在不断应对规模化
的电动汽车充电发展过程的难题与挑
战，寻求解决方案。”盘龙城供电所所长
王壮举例，“比如我们供电所，不只能办
业务，还能使用这里自产自用的‘绿色
电能’为车充电。”

去年10月，黄陂区盘龙城供电所建
成武汉首个供电所内集“光、储、充”于一
体的智能充电站。在日照充足的情况
下，该站日发电量可达300度。如今，这
里的20个充电设施全部对外开放。

当前，充电桩投资主体以国网、地
方政府为主。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不断提升，社会资本为代表的运营投资
方也会越来越多。可以预见，“能量站”
的未来发展将更加多元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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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中心城区2公里就能找到充电桩

“能量站”成城市新型基础设施

△蔡甸区永安街道朴树村318国道
边的充电车棚内，电动车正在充电。

△

汉口火车站西侧的智能充换电综
合体，1100平方米的地面面积建设出212
个充电车位。

南太子湖超级充换电服务中心面积约6200平方米，是我省首座配备液冷充电设备的“光储充换放”一体超级充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