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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千亿大道
上，株洲成家 220 千伏智慧能源站四周绿
树环绕。蓝白相间、线条灵动、时尚现代的
外观，很难让人将其与能源站联想到一起。

作为全国首座 220 千伏智慧能源站，从
设计到运行，成家智慧能源站集绿色与智慧
于一身。

设计建设：与自然融为一体

成家智慧能源站，从设计开始就注重与
自然相融。

中国能建湖南院电网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孔林告诉记者：“与传统变电站不同，我们的
设计重点聚焦于‘融’，将变电站、数据中心
站、储能站、充电站、光伏站融合建设，构
建一体化运营平台，这种多站合一的设计，
正是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清洁低碳的理
念相契合。”

在人们传统印象中，变电站有些“灰头
土脸”，而成家智慧能源站，仅从外观看就足
以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采用了‘绿色、现代、科技、灵
动’的设计理念，选择了蓝、白、灰三种主
色调，营造出蓝天白云的视觉效果，融合了
交直流电波形元素，体现建筑的工程特性，
生动呈现了自然与科技的结合，并与周边环
境和谐共生，与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相得益
彰，构建了一道‘山水洲城，电流印记’的
风景线。”孔林说。

为了更好地与自然相融，设计和施工团
队都下了不少功夫。

走进智慧能源站，可见整个场地呈阶梯
式分布，错落有致。

“我们充分考虑周围的环境，注重节约资
源，采用依山就势的原则，利用能源站址原
貌地形特点，采用阶梯式布置，对变电区
域、储能区域、数据中心、充电桩之间进行
合理物理分隔，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施工、
一 体 化 调 试 ， 模 块 化 预 制 件 应 用 率 高 达
90%，提升建设效率 40%。”孔林说，这种设
计减少了土方开挖3.2万立方米，最大程度地
减少了对周边环境的破坏。

在建设过程中，成家智慧能源站选用了
节能型变压器、GIS （组合电器）、集装箱式
储能等紧凑型设备，使全站布局紧凑，较常
规户外敞开式布置节省占地49%。

另外，成家智慧能源站的建筑物料选取
也有独特之处。

建筑墙体采用单元式幕墙系统，由铝板
幕墙和玻璃幕墙构成。铝板幕墙采用平板和
冲孔板相间布置，形成强反射与弱反射的交
替节奏。通过格栅和铝方通的立面组合，不
但能满足建筑内部设备的散热需求，还形成
独特的视觉效果。

不仅如此，成家智慧能源站通过构建屋
顶光伏+智慧直流照明+新型建筑材料+科学
暖通的设计，基本实现非极端天气情况下建
筑近零能耗。

智慧运维：新技术高效节能

多站合一，是成家智慧能源站的一大特
点。这一特点，给常规的运维带来了不小的
挑战。

成家智慧能源站构建了一体化监控与辅
控系统，对变电站、数据中心站和综合能源
站等模块实现统一监控，统一运行，统一管
控，许多难题都被一一化解。

“88.7%的常规巡视项目被机器替代，将
常规变电站工程‘例行巡视、专业巡视、熄
灯巡视、特殊巡视、全面巡视’等五类巡视
简化为‘智能巡视+专业巡视’两类，提升

运检精益化智能化水平，提高了运维工作质
量和效率。”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公司
工作人员李雪莹告诉记者，“我们可以通过远
程巡检系统查看设备情况，一旦发现故障，
我们能够立刻通过系统实时检查设备状态，
在前往现场的路上形成故障处理初步方案。”

智能巡检系统通过机器人、视频摄像系

统的深度应用，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图像识别、自动导航等技术，实现对能
源站设备多维度高清远程立体智能巡视。

油温、油位的变化情况是日常巡检的重
点，提到智能巡检系统带来的便利，李雪莹说：

“变电站油位计的位置很高，主变压器是一个
很大的设备，油位在最上面，以往，人工读取数

据不易，而现在通过智慧巡检系统，坐在办公
室就可以通过摄像头来查看实时数据。”

成家智慧能源站的“智慧”还有很多。
电气设备分为运行、备用、检修三种状

态，将设备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
过程叫倒闸。“成家智慧能源站采用先进的自
动控制技术、传感和物联网技术、状态自动

识别和智能判断技术，将传统人工填写操作
票等繁琐、重复、易误操作的倒闸操作模式
转变为一键顺控操作模式，实现现场无人操
作，将传统倒闸操作的11个作业环节精简至
8 个，平均操作时间从 2.5 小时缩减至 0.5 小
时。”李雪莹说。

主变压器是成家智慧能源站最重要的主
设备之一，这里配置了声纹监测系统，利用
传声器在线采集变压器运行期间的可听噪
声，对声信号进行处理和特征提取，通过声
纹特征权重、分布特征测度的变压器健康状
态判断方法，能够实时监测变压器直流偏
磁、风机老化、外部构件松动等易发故障，
实现对变压器运行状态的在线评估。

更高效、更精准的运维，不仅保障了用
电安全，也更利于节能降碳。

服务周边：生活生产更方便

株洲市白关镇玉泉村居民袁金秀驾驶新
能源汽车回到家，刚打开灯，经成家智慧能
源站输送而来的电流便点亮了袁金秀的家。

“成家智慧能源站建好两年来，我家再也
没有停过电。”袁金秀告诉记者，“家里厨房
的电器越来越多，再也不用因为怕停电还备
着柴火烧饭了。”

“过去，农村地区电力供应不稳定，成家
智慧能源站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这一情况。
而且，柴火用的少了，周围山上的树木也得
到了更好的保护。”株洲市白关镇党委书记万
里说。

在袁金秀心里，成家智慧能源站有些不
一样。

袁金秀告诉记者：“没想到身边有了绿色
智慧能源站。成家智慧能源站的建筑外观很
漂亮，周边绿化也很好，晚上还可以看到波
浪形的灯光，没有噪音，我们经常到附近去
散步。”

成家智慧能源站给袁金秀家带来的改
变还有很多。“以前，家里开的是汽油车，能
源站建好后，设有专门的充电站，我们家也
开上了新能源汽车。”袁金秀说，“我家离能
源站不远，经常把车子开到那里去充电，白
天充电 1 块钱 1 度，晚上充电只要 6 毛 5 一
度，每次充满电只要 50 多块钱，跟以前相
比，一个月可以省四五百元的油钱。”

成家智慧能源站位于“长潭株”两型示
范区及湖南“智能制造”发展示范区，能源
需求增长很快。

“周边的企业越建越多，变化越来越
大。”株洲市“双碳”电建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成家智慧能源站的建成，能为株洲航空
产业城及服饰产业园提供高品质综合能源供
应，是响应株洲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成家智慧能源站本身也是一座节能的能
源站。

成家智慧能源站的屋顶和储能箱都铺上
了光伏板。“能源站采用直流照明，数据中心
楼应用全直流供电，光伏电源即发即用，就
近消纳，减少能源转换环节，提升能源利用
效率。”孔林说，能源站可在无外部电源的情
况下，满足户外照明全部需求，实现能源

“自给自足”。
一座能源站，连接千万家。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成家智慧能源站，为当地发展注入更
多的绿色动力。

（孙涛、李颖彤参与采写）
图①：俯瞰成家智慧能源站。
图②：成家智慧能源站里的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
图③：机器人在成家智慧能源站里巡检。

本文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湖南株洲成家智慧能源站投运两年——

“身边有了绿色智慧能源站”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本报电（记者王丹） 日前，记者从江西井
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单位联
合东北林业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延边大学
农学学报》上发布了江西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2021 年—2023 年野外蛾类资源调查成果，
经物种比较和鉴定，发现刺蛾科中国新记录种
1种——珠小刺蛾，江西省新记录种4种，包括黑
条刺蛾、四面山条刺蛾、宽颚眉刺蛾和赭眉刺
蛾。其中，宽颚眉刺蛾为新组合种。

珠小刺蛾成虫形态特征表现为：头部、胸
部和腹部深褐至灰棕色。前翅中部有 1条平行
于翅外缘的银色中线将翅面分为内外两部分，

内侧赭色，外侧暗棕色。后翅底色灰棕色，前缘
区淡黄色。

据了解，刺蛾科昆虫隶属于鳞翅目斑蛾总
科，因其幼虫体表通常生有枝刺和毒毛，触及皮
肤会导致红肿等过敏反应，刺痛难忍，因此又有

“痒辣子”“火辣子”等俗称，这也是该类昆虫被
称为刺蛾的原因。目前刺蛾科昆虫全世界已知
300余属近1700种，中国已记载72属264种。

此次 5 种蛾类新记录种的发现进一步丰富
了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家底”，也
为全面摸清井冈山昆虫资源现状、保护井冈山
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本底资料和理论支撑。

江西发现蛾类中国新记录种

本报电（记者刘晓宇） 日前，福建省泉州
市永春县发放全国首批“绿票”，推动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林农变股东，促进资源增
长、林权增益、林农增收。

永春县发行的首批“绿票”，是将国有企事
业、村集体及社会资本三方资源进行统筹，按实
际情况折算成投资份额制发的收益凭证，具备
增值、交易、流转、质押、兑现、融资等多元特性。

“绿票”融合了林票、地票、林下空间、
碳票、生态票等形式，从单一经营收益提升到
多种类经营收益模式，可以合作经营造林、发
展林下经济，也可以交易碳汇，实现经营收益
多元化。”永春县林业局局长林荣福介绍，首
批 7张“绿票”以试点村小组、村集体及相关

经营公司为单位获得，均由国有企事业控股
（占股51%） 兜底，村民稳获收益。

同时，“绿票”通过整合现有的林下空
间，破解林下经济散、碎、远、小的发展瓶
颈，投入资金、技术，进行专业化管理，提升
基础设施，社会资本可“拎包入住”“进山入
林”，降低开发成本、提高效益。特别是永春
县创新提出的“林地使用费+利润预分红”模
式，将大大缩短林农的收益周期。

作为福建省重点林区县，永春县森林覆盖
率58.5%，森林蓄积量达781万立方米，林业总
产值达 150亿元，2014年被确定为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试点区域，为“绿票”诞生提供充
足的林业资源保障和政策支持。

全国首批“绿票”在福建永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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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地处中国东
北地区，几十年来，丰富的煤炭资源为这
里的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动能。用煤发
电、用电炼铝，霍林郭勒市曾以“煤电铝
之城”闻名全国。

面对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活力不足、
传统产业占比高等短板，近年来，霍林郭
勒市破立并举，开始绿色转身。

从屹立高耸的“大风车”，到连绵起
伏的光伏“蓝海”，再到不断延伸的铝产
业链条……眼下，霍林郭勒市正紧盯“双
碳”目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步伐，
推动铝产业绿色化、集群化、高端化发

展，带动城市由“煤电铝之城”向“绿电
铝之城”进阶。

电解铝是高载能产业，没有电，就无
法产出铝；同理，没有“绿电”，也就产
不出“绿电铝”。近年来，霍林郭勒市抢
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会，积极推进增量配
电网建设和新能源就地消纳，持续增强绿
电供给、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在霍林郭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去
年开工建设的 100MW 复合光伏项目已全
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2亿千瓦时，每年
可替代标准煤 5.94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16万吨。”项目负责人刘刚介绍，该项目

发出的绿电全部在霍林郭勒市就地消纳。
8月 13日，霍林郭勒市增量配电网新

能源发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增量配
电网目前为 37 家企业供电，用电负荷近
10万千瓦。预计到年底供电量可达到6亿
千瓦时，其中绿电量达到 2.5 亿千瓦时，
清洁能源替代比例达 40%。”霍林郭勒市
电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政综合部部长董
进迪说。

霍林郭勒市委副书记、市长嵇海洋说，
预计到 2025年底，该市新能源装机规模将
达到 591.3 万千瓦，年可自发自消绿电约
230亿千瓦时，绿电消纳占比将达50%。

绿电供应能力持续增强，为铝后加工
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在内蒙古联
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电池箔生产车间，
全自动生产线正在马力全开、高速运转，
生产出的电池铝箔仅8微米至15微米。

“电池铝箔是构成新能源动力电池、
储能电池的关键材料，决定着电池充放电
效率。”联晟新能源公司技术部部长何发
明介绍，与普通铝箔相比，电池铝箔对铝
箔基材要求极其严苛，铝箔越薄，作为电
池材料的附加值越高。联晟新能源公司建
设的年产80万吨电池箔及坯料项目，将原
本厚6.8毫米至7.0毫米的铝卷“瘦身”成
以微米计的高端铝箔。

“这是霍林郭勒企业推动铝后加工业
向深、向细、向高端发展的一个缩影。”
嵇海洋说，霍林郭勒正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向高端产业链延伸，目前已具备 232
万吨铝后深加工的生产能力，电池箔产能
占全国的 40%，球型铝粉产能占全国的
80%，汽车铝型材产能占全国的 20%，压
铸件、型材、铝箔等细分产业链日趋完
善，能生产120多种各类铝后加工制品。

（据新华社电 记者恩浩、贺书琛）
左图：霍林郭勒 100MW 复合光伏项

目。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草原崛起“绿电铝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