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协同

■通讯员 胡培根 杨超 牛征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日前透露，10 年
来，新疆已建成疆电外送四通道，截至今年
6 月 9 日，累计向我国 19 个省（区、市）外
送电量突破 3000 亿千瓦时，相当于广东省
约半年的用电量，形成了东西部能源供需
和经济发展共同体。

建成“两交两直”大动脉
全国能源配置“一盘棋”

我国能源资源与生产力布局呈逆向
分布，西北部地区能源资源富集，距离负
荷中心东中部地区有数千里之遥，电力供
需区域不平衡。 基于此，国家电网公司提
出大力发展超特高压先进输电技术，推进
超特高压工程建设， 实现全国能源配置
“一盘棋”。 10 年来，新疆超特高压工程建
设更是日新月异、如火如荼。

2013 年 6 月，新疆与全国联网 750 千
伏第二通道建成投运；2014 年 1 月， 哈密
南-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投运， 疆电外送第三通道建成；2019 年 9
月， 准东-皖南±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投运，建成疆电外送第四通道。

中东部经济快速发展最能体现疆电外
送的成果。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哈密
南-郑州特高压直流已向河南输送电能
1910 亿千瓦时。 投运还不满 1 年的准东-
皖南特高压直流，对华东地区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31 日，该工程向华东输送电能 330 亿千
瓦时，相当于 1056 万吨标准煤，缓解了区
域能源供应不足的问题。

此外，疆电外送工程建设对于投资和

就业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明显。 《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援疆工作报告》显示，疆电外送
四通道建成，直接带动电源等相关产业投
资约 1018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 2.8 万个，
每年拉动 GDP 增长 130 亿元， 增加税收
24 亿元。

释放“一盘棋”红利
提供经济发展动力

2016 年 3 月，新疆成立全国首家省级
电力交易平台———新疆电力交易中心，融
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发电企业、电
网企业和电力用户等各方，推动形成有效
的市场竞争机制。 数据显示，自该中心挂
牌成立以来， 累计组织 97 批次市场化交
易， 成交电量超过 2000 亿千瓦时， 服务
470 余家企业、60 家售电公司进行双边、
多边自主交易，扩大了电力市场份额。

持续扩大疆电外送规模是释放 “一盘
棋”红利的最有效方式。 为此，新疆不断创
新机制，在各方的协调推动下，自 2016 年
开始，启动“电力援疆+市场化”跨区域送
电，与内地省（区、市）签订了“政府间援疆
电力外送”协议，将新疆电能输送至 19 个
省（区、市）。

同时， 疆电外送超特高压工程实施极
大提升了新疆电力供应能力， 有力促进了
新疆能源基地发展。据国网新疆电力统计，
疆电外送实施前的 2010 年，新疆电网装机
1405 万千瓦。 10 年后， 新疆电源装机达
9208 万千瓦， 同比增长 6.5 倍， 年均增长
65%， 已成为拉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动力之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援疆工作
报告》显示，2013 年来，新疆全社会用电量
由 1341.33 亿千瓦时增至 2019 年底的
2325.85 亿千瓦时， 年均增长 9.6%， 高于
GDP 年均 8.72%的增长率。

高质量发展不仅是 GDP增长， 还要绿
色低碳发展。疆电外送规模不断扩大，还拉动

了清洁能源装机快速增长。 截至 5月 31日，
新疆电网风电装机 1975.13万千瓦， 光伏发
电装机 1026.6万千瓦， 水电装机 695.4万千
瓦。 清洁发电占新疆电网总装机的 40.15%，
占全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的 4.5%。

“一盘棋”推进创新
打造国家“新名片”

疆电外送实施， 加快了特高压工程
上马， 催生了以特高压技术为中心的一
大批科技创新成果。 如 2019 年 9 月投运
的准东-皖南特高压直流是目前世界上
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送电距离
最远的特高压直流工程， 已成为特高压
最靓丽的一张“新名片”。 国网新疆电力
设备部相关人士介绍， 准东-皖南特高
压直流的设备基本由国内企业研制，其
中最核心的设备换流变压器、换流阀等，
均为国内自主研发生产， 整体工程设备
国产化率达 80%。

10 年来，得益于疆电外送实施，依托
我国强大的设备制造能力和运维管理水
平， 新疆电网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省级电
网。据国网新疆电力统计，截至 5 月 31 日，
新疆电网拥有 750 千伏及以上重要站点达
23 座，共 108 台主变压器，变电容量 5300
万千伏安，线路 53 条 7416 千米，形成“内
供四环网、外送四通道”主网架格局，电力
供应保障能力及可靠性全面提高。

国网新疆电力发策部主任助理张锋
说， 在未来的规划中， 在各级政府的主导
下，要进行“网源统筹”，推动电源和电网同
步建设、同时投运。 还要加强“网源协调”，
重点关注和解决次同步振荡问题， 并对新
能源的大规模并网进行合理规划， 防止发
生脱网事故。

未来， 随着疆电外送规模继续扩大，
新疆清洁能源比重不断提升，我国的能源
生产会更高效，能源消费会更低碳。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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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区域电力辅助服务实现全覆盖
■本报记者 苏南

新技术·新市场

近日，我国长
江中下游降雨持
续，部分地区连续
暴雨，影响电力安
全供应。 对此，各
地供电企业强化
防汛责任落实、加
强隐患排查治理、
科学组织应急抢
修，确保电力可靠
供应。 图为 7月 7
日，国网江西彭泽
县供电公司党员
服务队在太泊湖
防汛堤坝架设照
明线路，确保排涝
用电安全可靠。

朱泽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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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

疆电外送：画出“四通道” 下好“一盘棋”

从 7 月 1 日起，吉泉直流(准东-皖南
特高压直流)配套电源参与西北调峰辅助
服务市场进入结算试运行，为后续天中直
流（哈密南-郑州特高压直流）、灵绍直流
（酒泉-湖南特高压直流） 配套电源参与
市场提供示范，标志着西北电力辅助服务
市场进入新阶段。

随着 2019 年底陕西电力辅助服务市
场启动试运行，西北区域电力辅助服务市
场全面建成。 截至目前，西北电力辅助服
务市场已形成省间+省内市场相辅相成，
火电、水电、新能源、自备企业、储能和用
户多元参与的格局。 据统计，西北区域调
峰市场累计调峰 23024 笔 ， 调峰电量
122.36 亿干瓦时，提升西北地区新能源利
用率 4 个百分点。

据了解，国网西北分部在火电机组有
偿调峰、启停调峰的基础上，创新开发了
自备企业虚拟储能、用户有偿调峰、共享
储能及水电机组有偿调峰等品种，市场主
体多样性、 品种丰富性在国内首屈—指。
“西北电网正迈入新能源高效利用新时
代，西北地区正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 ”业界专家如此评价。

百家市场主体参与调峰

从 2017 年 4 月西北调峰辅助服务市
场启动建设以来， 共有 102 家市场主体通

过区域调峰市场提供了服务， 累计获得调
峰收益 34.98 亿元，扩展了企业盈利模式。

“区域调峰市场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
的动力和潜力， 新能源企业实现减弃增
发，有效提升了西北电网新能源利用率。 ”
国网西北分部副主任韩悌表示，在市场的
引导和激励下，各市场主体主动开展机组
灵活性改造，提升了机组调峰性能，以获
取更高的调峰收益。

据统计， 目前西北电网并网火电机组
平均可深调至 4%-50%额定容量， 累计释
放深调能力 760 万千瓦， 其中，66 万干瓦
机组的秦岭电厂可深调至 20%。

引入用户调峰 增加调节能力

西北电力调控分中心主任张振宇介
绍：“西北区域调峰的最大亮点是引入用
户调峰。 在常规能源调峰过程中，我们分
析发现‘源’侧调节成本不断增加，已触及
新能源承受能力‘天花板’，为此，及时将
目光投向‘负荷’侧。”经调研，西北网内高
载能用户约占大工业用户的 70%，容量高
达 3700 万千瓦。 国网西北分部在深入研
究这些企业的用能特性后发现，高载能企
业电费占成本 30%-60%， 均具有极高的
电价敏感性。 同时，铁合金、碳化硅、水泥
等行业生产过程中具备近 40%-100%的
调节能力。

“在一定的市场化补偿机制激励下，
部分高载能企业具备主动参与电网调节
的能力和意愿。 ”西北电力调控分中心副
主任马晓伟表示，“分析企业的综合成本
后，我们建立了用户在不同时段参与电网
调峰的市场化补偿机制，鼓励用户在新能
源受限时增大自身用电负荷，释放新能源
发电空间，获取辅助服务收益。 ”

截至目前，西北电网内已有 14 家高载
能企业参与市场，合计调峰能力达 53.2 万
千瓦， 相当于 12.25 万台电动汽车充电桩
同时充电， 占北京电动汽车充电桩保有量
的 60%。 14 家高载能企业累计增发新能源
3155 万千瓦时，获取辅助服务收益 530 万
元，间接降低企业电价 1.04%-3%，助力企
业提升产能 1.3%-2%。 市场成熟后，预计
西北电网内仅高载能企业可提供约 790 万
千瓦调峰能力，社会、经济效益可观。

创新设立自备企业虚拟储能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是， 国网西北
分部创新开发了自备企业虚拟储能。 马晓
伟介绍，虚拟储能是指运用市场手段，灵活
转换自备企业用电、发电两种角色，实现自
备企业双向大范围调节， 发挥类似储能设
备的充放功能，为新能源消纳挖潜创效。

西北电网内约有 3817 万千瓦发电装
机、2711 万千瓦负荷的自备企业，常年来

都是自发自用、自我平衡，与主网交互极
少。 为了开发这一块巨大的调峰资源，国
网西北分部从微观经济学理论出发，重组
了自备企业盈利模式，创新设立了虚拟储
能模式。

“具体来说，在新能源大发且面临限
电时，通过减少发电出力或增大自备负荷
储存新能源电量；在新能源少发且系统有
消纳空间时，通过增加发电出力或减少用
电负荷实现新能源电能支取。 ”马晓伟解
释，该模式的优点在于不影响自备企业发
用电总量，企业仅通过配合调节即可赚取
一定费用。 同时，因自备电厂调节成本不
到 0.01 元/千瓦时，新能源企业只需支付
低价成本，获取增发收益。

业内人士看来，虚拟储能模式打通了
自备企业上、下网双向调节通道，不仅提
高了电网调节水平，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 还加强了自备企业与主网的联系，提
升了大电网的协调优化能力。

据了解，针对西北区域新能源高占比
的特点，国网西北分部因地制宜引入虚拟
储能现货模式，即自备企业可根据新能源
发电情况进行实时储存。 截至目前，西北
电网内 5 家虚拟储能试点已累计增发新
能源 2.19 亿千瓦时， 预计全面推广虚拟
储能现货模式后，可释放调峰能力约 800
万千瓦，相当于建设百万千瓦级抽水蓄能
电站 8 座，节约国家投资 600 亿元。

山西电力治理
高停运线路有实效

本报讯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日前
透露，今年上半年，为给广大客户创造
优质可靠的用电环境，该公司广泛开展
了高停运线路专项治理工作。

截至 6 月底，国网山西电力上半年
共有高停运线路 956 条，累计完成治理
730 条，治理率 74%；累计处理设备本体
类缺陷 44376 处， 清理通道隐患树木
241398 棵；绝缘化 189.7 千米，加装智
能断路器 542 台；10 千伏线路故障率
0.15，同比降低 77%，多供电 510 万千瓦
时，受到好评。 （冉涌 任勇）

宁德迎峰度夏
主网工程投产

本报讯 7 月 5 日下午，经过 24 小
时试运行，福建宁德 220 千伏深安（响
塘）变电站顺利投产送电，标志着宁德
今年两个 220 千伏迎峰度夏重点工程
全部竣工投产，这也是宁德电网投运的
第 18 座 220 千伏变电站。

此前，6 月 23 日， 宁德 220 千伏新
厝变电站扩建工程顺利竣工投产，进一
步完善了宁德中心城区电网架构，缓
解了重载变电站压力， 目前已承载负
荷 47.8 万兆瓦。 此次投产的 220 千伏
深安（响塘）变电站将完善福安市南部
湾坞片区网架结构， 消除福安市溪尾
可能存在的四级电网风险事件， 为鼎
信、宏旺、青美等重点企业客户提供充
足可靠的电能。 （雷美容）

临汾飞虹
220千伏变电站投运

本报讯 日前， 山西临汾飞虹 220
千伏变电站投运。 至此，临汾供电公司
管辖的 220 千伏变电站达到 21 座，填
补了临汾市洪洞县南部没有 220 千伏
电网的空白。

飞虹 220 千伏变电站位于洪洞县
甘亭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19.76 亩，220
千伏、110 千伏均采用户外 GIS 设备，
35 千伏采用户内开关柜。 远期规模将
达到变压器 3 台， 总容量 3×180 兆伏
安，各电压等级出线 28 回。 该站作为
山西南部电网一个主要供电电源，将
担负起临汾北部、 省级工业园区及居
民生活用电任务。 （陈爱红 崔菁）

天水“十三五”
配农网工程收官

本报讯 6 月 30 日，随着 40 项农
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结算 、 决算和
工程审计工作全部完成 ， 标志着天
水市“十三五”配农网工程建设目标
完成。

据了解，2020 年天水农网改造升
级工程涉及 21 个项目， 共 336 个单项
工程，涵盖天水 2 区 5 县。 通过农网改
造升级项目实施， 天水全市农村实现
动力电全覆盖， 台区户均容量达 2.14
千伏安， 有效解决了天水农网 “低卡
重”问题，实现了由“用上电”向“用好
电”转变。 （李军）

甘肃电力积极配合
清理规范转供电

本报讯 “对照宣传单列出的电力
销售价格， 如果发现存在转供电环节加
价行为可以拨打价格举报电话 12315 进
行举报。 ”7 月 2 日，在甘肃省庆阳市马
莲河大道， 国网甘肃庆阳供电公司人员
向沿街商户开展清理规范转供电宣传。

连日来，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切实
清理整顿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
确保政策红利及时足额传导至终端用
户， 推进省内企业复工复产， 与省发改
委、住建厅、市场监管局近期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明确转供电收费政策规范
转供电主体收费行为有关工作的通知》，
积极配合省发改委开展工作。 （李春莲）

商洛供电确保
“国之利器”可靠用电

本报讯 7 月 7 日，国网陕西商洛供
电公司负责人带队走访重要电力客户，
到中国兵器第四研究院高能研发区和中
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昊平观测站，主
动上门了解用电需求， 落实供电保障措
施，坚持将服务挺出去，确保国家军工、
航天重点项目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中国兵器第四研究院 、204 研究
所、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昊平观
测站负责人分别对商洛供电公司长期
以来的积极配合、 贴近客户的优质服
务作风表示感谢， 同时希望在以后继
续加强沟通交流，深化合作。 （祝赫）

龙岩供电提高
军民融合服务水平

本报讯 7 月 5 日，国网福建龙岩供
电公司与龙岩市融合发展促进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旨在以融促会为载体，以电
为桥梁， 通过政企合作提高军民融合企
业服务水平。

据了解， 龙岩市融合发展促进会成
立于 2018 年 12 月，由龙岩市参与军民
融合的企业以及支持、 参与军民融合
发展的科研机构、 其他经济组织和社
会团体等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 此次龙岩供电公司对服务军民融
合企业客户关系管理机制、 “网上国
网”办电业务、企业定制服务“电 e 贷”
和“电 e 票”、综合能源业务等服务内
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推广“让电
传递爱”爱心公益平台，持续加大了公
司品牌传播力度。 （颜巧燕 袁鸿梅）

白银供电及时服务
保障冷库用电可靠

本报讯 “我做梦也没想到，昨天工程
才验收完工，今天就带电搭火为冷库供上
了电，真是太感谢了！”7月 7日，在国网甘
肃白银供电公司 110 千伏寺滩变 115 管
草线 27 号杆带电作业现场，景泰三英农
业合作社负责人蒋英来感激地说。

原来，随着应季瓜果陆续成熟，用冷
库贮藏销售迫在眉睫， 这可愁坏了景
泰三英农业合作社的蒋英来， 此前因
费用紧张没有能力报装， 冷库没有投
用。了解到果农的用电需求后，白银供
电公司第一时间为客户架设了 1.2 公
里线路，安装一台 200 千伏安变压器，
并安排临时带电作业计划， 为合作社
带电搭接了分支引线， 及时保障冷库
用电需求。 （张红平 李芝平）

宁城县供电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近期， 国网蒙东电力赤峰
宁城县供电公司启动了优化营商环境
“党建+优质服务”项目，多举措有效推
进项目实施， 持续提升客户办电满意
度，提高供电服务质量水平，打造一流
电力营商环境。

据了解， 宁城县供电公司强化党员
队伍建设，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紧紧围绕
项目预期目标，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以共产党员服务
队为基础，带动广大员工以身作则、知荣
明耻，打造服务优质、能力过硬的高素质
队伍。正确认识党建融入中心工作、助力
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性、长效性。

同时，服务端口前移，精准施策见
效。宁城县供电公司开展“早获悉、早对
接、早供电”服务。 如近期，宁城县必斯
营子乡亿金工程前期准备工程进入试
运行阶段， 该项目计划上线 2 台 50 兆
伏安变压器，宁城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带
队与企业负责人对接，协调各类办电具
体事宜，为企业前期工程在电力规划方
面出谋划策。

下半年，宁城县供电公司将紧紧围
绕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树立电力
大营商环境意识； 继续积极部署推进
2020 年“党建+优质服务”项目，正确认
识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面临的
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和挑战，进一步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确保打通供电服务“最
后一公里”， 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创造有利条件。 （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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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向 19个省（区、市）外送电量突破 3000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