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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华能甘肃陇东
千万千瓦级多能互补综合能源
基地在甘肃省庆阳市启动建
设。这意味着，庆阳市及其周
边相关产业结构将发生调整，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据悉，这
是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华能）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加快能源转型，开
发建设的又一大型清洁能源基
地，是我国首个单一主体开发
的千万千瓦级多能互补综合能
源基地。

近年来，中国华能大力推
进绿色转型，在调整结构、优化
布局上部署了“两线两化”战
略，其中“北线”是以特高压送
出通道起点为依托，布局有较
强竞争力的多能互补一体化大
型清洁能源基地。华能陇东能
源基地正是华能集团“北线”的
重要战略支点。

中国华能相关工程师告诉
记者，华能陇东能源基地具有
基地型、清洁型、互补型和集约
化、数字化、标准化的“三型三
化”能源基地开发模式，将充分
利用甘肃省丰富的风、光和煤
炭资源，规划建设800万千瓦
风光综合新能源示范项目和
200万千瓦调峰发电机组，并
配置60万千瓦/120千瓦时的
储能项目，依托陇东至山东特
高压外送线路，实现“风光储
输”一体化，推动清洁能源最大
化利用，助力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科技创新 示范引领
打造新型电力系统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中国华能积极贡献力量。
数据显示，华能陇东能源基地
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280
亿千瓦时，可产生落地投资超
1000亿元，年税收46亿元，创
造就业岗位2.8万个，二氧化碳
年减排量4300万吨。

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
华能陇东能源基地项目共分为
6个开发区域，规划总占地约
4200平方公里。目前，该基地
已完成项目整体规划，首批
322 万千瓦项目已取得核准
（备案），已完成112万千瓦主
机施工等招标。第二批280万
千瓦项目前期工作同步推进。

目前，华能陇东能源基地
多能互补源网一体化关键技术
已完成第一阶段研究；百万吨

级CCUS 项目、高效异质结电
池组件量产项目已完成国家能
源局申报科技立项；兆瓦级重
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关键设备
研制与工程示范、疏干水高效
除硬设备开发及浓水资源化技
术研究推进顺利。这些都将为
打造清洁低碳、指标优良、安全
可靠的绿色智慧综合能源基地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做
好后续新能源项目的规划和设
计，最大限度提高本地区的新
能源建设利用效率；将高标准
开展智能化多能互补综合能源
基地建设，加强工程组织，强化
各方协调，加快推动项目建设，
确保项目与送出线路同步建成
投产。”华能甘肃能源开发公
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秦海峰
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致力
于打造科技创新、示范引领的
新型电力系统，中国华能还依
托集团公司雄厚的科技研发实
力，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装备
制造厂家的深度合作，充分发
挥能源电力领域建链延链强链
作用，全面推进多能互补综合
基地新技术、新理念的示范应
用，努力成为原创技术的策源
地，当好现代产业链的“链长”。

“三个一千”战略构想
构建陇东能源开发新格局

绿色开发、深度转化、延伸
增值、循环利用，打造多能互补
的一体化现代化大型清洁能源

基地，已成为中国华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有着风光同场、煤电一体
特点的华能陇东能源基地建设
启动后，将有哪些新变化、新突
破？面对记者的这一提问，中
国华能党组书记、董事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舒印彪表示，华能
陇东能源基地发展目标即“三
个一千”战略构想，包括实现新
增电力装机超过1000万千瓦、
新增煤炭外运超过1000万吨、
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元。

不仅如此，800万千瓦风
光综合新能源示范项目按风光
同场、风机混排的方式布置，将
成为世界最大的风光同场项
目。在储能方面，中国华能将
按照新能源总装机的10%进行
配置，在采用传统电化学储能
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重力压缩
空气储能、抽水蓄能、熔盐储能
等多种储能形式。

此外，以新能源为主的多
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搭载特高
压电力输送通道，将清洁能源
利用率提高至95%，并形成稳
定绿色能源，有助于新能源大
规模开发利用和新能源电力全
局优化配置。

“这个集合了200万千瓦
光伏项目、600万千瓦风电项
目、60万千瓦/120千瓦时储能
系统的多能互补综合性项目，
强化电源侧灵活调节作用，有
利于削峰填谷，有效规避弃风
弃光现象发生。”秦海峰介绍。

科技创新同样是推动华能
陇东能源基地发展的源动力。

为了确保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把绿色和智慧理念融入到基地
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各环
节，华能陇东能源基地开展多
能互补电源配置和优化技术、
控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重点
研发多能互补调度平台和管控
平台，实现新能源基地风光同
场集中远程控制和综合能源基
地集中调度。

舒印彪还表示，华能陇东
能源基地是华能创新企地合作
模式，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的新举措，将打造陇东能源开
发新格局，支持庆阳革命老区
经济社会发展，助推甘肃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陇
东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为实现
富民兴陇、建设幸福美好新甘
肃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勇当原创技术“策源地”
助力我国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

华能陇东能源基地作为国
家五大综合能源基地之一——
鄂尔多斯盆地能源基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资源优势明显。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总体
特点是缺油、少气、相对富煤。
甘肃陇东境内煤炭油气资源富
集，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在
我国能源板块中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尤其是煤炭资源占到
甘肃预测储量的94%以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双明说。

在王双明看来，长期以来，
煤炭一直是我国的主体能源，
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把煤炭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发展优势，是需要一直研究
的重大课题。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
的探索，在煤炭安全绿色开发
和清洁高效利用方面，我国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华能陇东能源基地2
台100万千瓦调峰电源，依托
宁正矿区核桃峪煤矿和新庄煤
矿建设的煤电一体化项目，燃
煤通过输煤栈桥直达电厂，建
成后每年就地转化原煤360万
吨，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和环境
污染风险。

王双明认为，推动疏干水
高效除硬设备开发及浓盐水资
源化技术研究与应用，每年利
用煤矿疏干水270万吨，有效
节约水资源，是解决煤炭开采
和环境保护矛盾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过去100多年来，
电力系统形成了以化石能源为
主体的技术体系。但随着新能
源的快速发展，电力系统的结
构形态已经逐步从高碳电力系
统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转变。

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电
力系统将呈现显著的“双侧随
机性”和“双峰双高”的“三双”
特征，在此条件下，如何保证电
力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中
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分析提
出，必须加速推进源网荷储一
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通过多
能互补综合能源系统建设，保
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
行。国家电网和中国华能已经
有了很好的思路，核心就是源
网荷储相协调。

“希望在华能陇东能源基
地的建设过程中，多元融合高
弹性电网建设能够取得突破，
形成示范效应，更好地服务国
家能源安全新战略。”邱爱慈希
望，下一步，中国华能应积极发
挥项目牵头引领作用和企业技
术创新主体作用，以陇东能源
基地为依托，大力弘扬创新精
神、工匠精神，进一步整合创新
资源，加大协同创新力度，形成
攻关合力，继续在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上取得新突破，自觉承
担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
命担当，凝练知识产权和国际
标准，勇当原创技术“策源地”
和现代产业链“链长”，助力我
国能源电力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
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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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1日，位于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的南湫风电场累计发电22.59亿度。王浩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