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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聚焦

清清洁洁电电站站护护佑佑高高原原生生态态

给平山电厂做“透视”

分宜电厂装点赣鄱清秀
服务国家战略 融入区域发展

■特约通讯员 王冠 胡祥盟

8 月 11 日， 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
团承建的西藏山南加查水电站首台机
组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正式并网发电。

该水电站是西藏目前单机容量最
大、已建成的第二大水电站，也是“十三
五” 期间西藏唯一计划投产的大型水电
项目， 更是藏中联网工程的骨干电源之
一。待今年年底 3 台机组全部投产后，装
机容量将达到 36 万千瓦， 预计年发电
17.05 亿千瓦时，可与藏木水电站联合调
度，推动清洁能源“大生产”。

严控质量 抽取雪域高原“第一芯”

“表面光滑、内部密实，骨料分布均
匀，无空隙、无气泡，层间结合良好，充分
反映了葛洲坝集团混凝土施工的浇筑工
艺和质量水平。 ”5 月 27 日，吊车缓缓从
加查水电站 11 号大坝坝顶抽取出超长
混凝土样芯 。 该样芯直径 22 厘米 ，长
20.88 米， 穿越 7 个浇筑升层 、41 个混
凝土坯层 ， 是迄今为止雪域高原取出
的最长混凝土样芯 ， 国家能源局华中
监管局给予了高度评价。

高质量混凝土的取得并非一日之
功， 而是得益于质量管理的层层严控。
该电站地处高寒且温差极大的高原地
区 ， 一年中约有 250 天夜间气温为零
下，昼夜温差超过 25 摄氏度，混凝土施
工中经常出现砂石、外加剂冰冻结块等
问题。

项目部创新施工工艺，总结出“高寒
及大温差地区混凝土施工工法”， 填补了
高原地区混凝土施工技术空白。 同时，专

注质量管理，抓牢主体责任，抓实质量标
准化建设。 “要连续取出 3 根优质芯样以
检验混凝土施工质量，还定期开展每仓
混凝土外观质量检查 、考核评比 ，对混
凝土入仓 、浇筑振捣 、养护等环节也全
程监控。 ”项目质量负责人周建江说。

质量管控出实效：2019 年 8 月，厂房
坝体混凝土提前 36 天全线封顶，厂房工
程混凝土仓位也以每月 4.8 米的速度快
速上升……

大胆创新 保护生态生物多样性

在加查水电站大坝，到处都是忙碌的
身影和机器的轰鸣，各施工部位紧张地开
展着混凝土浇筑、材料加工、垃圾清运等
工作。 电站中，一条长 2.5 公里、坝高 5 米
的特殊“交流通道”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雅鲁藏布江中生活着裂腹鱼亚科、

条鳅亚科和鮡科等三类 、16 种珍贵鱼
类，电站所在的加查峡谷内常可见银鱼
翻腾、逆流而上。 ”项目经理刘彤说，“生
态保护是西藏能源开发坚守的底线之
一 。 这是电站建设的一条专属鱼类的
‘交流通道 ’， 高原鱼类将通过这里进
行坝上坝下交流。

据了解 ， 为保护雅鲁藏布江流域
水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 项目部在
鱼道建设之初就开展了坝体过鱼设施
研究 ， 对鱼类洄游路线进行了精确的
设计 ， 制定了严格的混凝土浇筑流程
保温措施，提炼出 《加查透明鱼道施工
技术》《高寒及大温差地区混凝土施工
工法 》 等 4 项国家发明专利 、13 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8 项行业级科技成
果奖和 2 项省级或行业级工法。

“我们还建设了鱼类增殖站，配设专
业人员开展鱼类增殖放流工作，可有效缓

解工程对原有环境中鱼群的影响。 ”项目
技术负责人陈学永补充道。

十年坚守 筑牢高原生态屏障

8 月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两岸的
左旋柳冒出新芽 ，山间桃花盛开 ，野生
猕猴成群结队 ， 农田里青稞苗长得正
旺， 成片的油菜花吸引着游客纷纷拍照
留念……

“10 年前可不这样。原来，这里环境
恶劣，气候干燥 ，光秃秃的山头几乎没
有任何植被覆盖。 ”在雅鲁藏布江大峡
谷坚守了 10 年的葛洲坝集团员工杜小
花说，“现在看起来生机勃勃，主要得益
于藏木水电站和加查水电站的建设，使
气候有了明显改善。 ”

雅鲁藏布江流域梯级水电站形成
的水库湿地作用和“冷湖效应”，调节着
流域内的局部气候，增加了水库周边的
湿度和降水，改善了陆生环境 ，增加了
生物多样性，促进了干热河谷的植被生
长，修复了生态环境。

项目部还积极推进工区绿化建设，
在裸露土地处植树、植草，使工区道路、
边坡、生产生活营地实现全绿化 ，截至
4 月，绿化覆盖面积达到 13 万平方米。
为避免水源受到污染，又修建了沉淀池
以处理施工拌合系统等产生的废水，实
现了“零排放”的目标。

截至目前， 雅鲁藏布江干流中游桑
日至加查峡谷段规划的 5 级电站已完工
发电或正在建设的有 3 级， 葛洲坝集团
承建了其中的藏木水电站和加查水电站
2 级，进一步筑牢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助
力西藏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特约通讯员 谢孔超 谢双扣 陈悦

135 万千瓦， 世界首创单机容量最
大， 第五届皮博迪年度全球洁净煤领导
者奖获奖工程安徽平山电厂二期工程
（以下简称 “平山二期工程 ”），8 月 28
日结束 3 号机组锅炉本体设备安装工
作，开始化学清洗 ，朝着年内投运的目
标稳步前进。

据了解，平山二期工程锅炉受热面
安装焊口有 108190 只， 是目前国内单
台锅炉受热面安装焊口最多的锅炉 ，
中国能建江苏电建一公司所属江苏江
南检测公司为该工程提供了金属检测
服务，为保障机组长期安全运行 “把脉
问诊”。

平山二期工程蒸汽参数高 ，设计 、
施工时采用了诸多特殊材料 ， 其中 ，
二级再热器受热面管排使用的就是
该公司从未接触过的一种新型合金钢。

刚接到委托时 ， 因为担心传统便
携式看谱镜的检验效果， 许多人建议
改用检验灵敏度更高的直读式合金分
析仪。 “但是， 直读式合金分析仪效率
低，故障率高，不适合批量检验。 ”项目
技术负责人曲兆海说，“为了找到效果
最佳的检验方法，我们结合材料所含的

合金元素范围，先利用了传统便携式看
谱镜，再利用铜、铁电极对不同元素进
行分析，每次分析都通过直读式合金分
析仪验证，最终掌握了对这一特殊材料
验明正身的光谱分析‘窍门’。 ”

平山二期工程不仅设备体量大，而
且各类管道穿插其间， 给检测工作带来
诸多不便。 一、二级再热器出口集箱的
检测，就是一个“下马威”。

集箱管接头焊接施工时 ， 焊缝呈
放射状层层布置 、焊接 ，焊完半圈后 ，
人员已无法伸手触碰焊缝进行射线检
测，只能从未焊接的一侧进行贴片。但
是，集箱加上管接头直径接近 1 米 ，检
测人员需要站上木箱 、 趴在管接头
上 ，竭力探身才能接触到贴片 。

“无论什么季节，每贴一张片，就是
一身汗。 ” 射线检测组组长吴昊男说，
“一、 二级再热器共有 8 个出口集箱，每
个 集 箱 有 2400 道 管 接 头 对 接 焊 缝 。
19200 道焊口 ， 我们都一点点啃下来
了。 ”“每天洗澡时，大家见到彼此胸前
被管接头挤压的一圈圈红印就像拔了
一场热腾腾的火罐 ，都 ‘嘲笑 ’对方为
‘火罐男’。 ”检测员周玉龙笑道。

“新、特、难”工程，自然需要“高、新、
尖”检测服务手段。 在超声检测中，该公

司就采用了 TOFD、 超声相控阵检测
等前沿技术。

在射线检测时， 首次采用了计算机
辅助成像技术 ，也就是俗称的 “CR 技
术 ”。 该技术一方面可以不经暗室处
理，避免了显、定影废液可能造成的环
境污染， 另一方面曝光量只为传统胶
片的 1/2 到 2/3， 计算机 X 射线成像
板可重复使用 ，工作效率高 、成本低 。
此外 ， 数字化影像还可以通过互联网
传送，通过建立专家平台，实现远程评
片会诊。

“这底片黑了？ 怎么办啊？ ”在新技
术面前，从事了近一辈子胶片射线检测
工作的陆师傅，有点“不适应”。 一次，
在以传统胶片技术和 CR 技术互相验
证检测结果时，陆师傅发现新机器过度
曝光造成底片变黑， 根本无法评定，焦
急万分。 这时，年轻员工张宁指向 CR
系统，一幅明暗度 、对比度恰到好处的
管焊缝椭圆影像呈现在眼前 。 原来 ，
CR 技术有一套强悍的数字影像处理
能力，可以对付曝光量的波动，保证扫
描结果。 “老师傅， 您看我这扫描的数
字影像怎么样 ？ ”张宁 “得意 ”地说 。
“嗯，这个技术好，以后不用摸黑洗片子
了。 ”陆师傅对此道道称奇。

■特约通讯员 刘伟峰 温晖 叶子昕 汤峥凤

烈日炎炎，蛙鸣蝉噪，在赣鄱大地这
片“红色土地”上，中国能建再次奏响电
力凯歌。 8 月 6 日，由中国能建中南院设
计，天津电建、浙江火电分别承担 1、2 号
机组建设， 科技发展公司华东电力试研
院负责2 号机组单体调试及单机试运的
江西分宜电厂扩建工程（以下简称“分宜
电厂”）2 号机组，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实
现年内“双投”。

该电厂是江西省落实国家 “十三五”
规划的重大电力项目、依托蒙华煤炭外运
大通道———浩吉铁路的路口电厂，扩建 2
台 66 万千瓦超超临界湿冷燃煤发电机
组，将有效改善江西省用电紧张的局面。

高标准建设一座清洁高效灵活的电厂

“大块头”有“大智慧”。 分宜电厂集
虚拟电厂、智能安防、智能安全、智能生
产、智能综合、智能经营等为一体，是一
座标准的运营数字化、生产智能化、管理
智慧化和节能高效、绿色环保电厂。

该工程高温再热蒸汽系统采用了
“2-1-2”制布置方案，在降低投资的同
时减少了热量损耗。 还采用了超低排放
技术路线， 除尘器效率不低于 99.95%。
主厂房统一规划布置，设供气中心，减少
备用台数，选用大气量空压机，既节省了
厂用电，又减少了土建量。

该工程首次将国内自主研发的分
散控制系统与总线技术结合 ， 具备一
键启动 、 稳定运行的功能和快速响应
电网需求 、 提供高质量电能的现场控
制智能化特点。 由于新系统与总线技术
在通讯、逻辑等方面需要不停“磨合”，天
津电建项目副总工程师田亮带队一个个
角落勘测、一条条线路核实、一项项问题
解决，确保了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

建设期间， 天津电建共成立了 8 个
“精品工程质量管理小组”、5 个 “QC 小
组”、3 个“科技成果小组”、7 个“经济技术
指标攻关小组”， 完成电力行业 QC 成果
奖项 32 项、申报行业科技成果 22 项。

“尽管已做厂外管道施工 30 多年，但
这里仍让我倍感艰难。 ”浙江火电施工负责
人金卫维说， 整条供水管线来回 54 公里，
为江西省所有电厂之最， 沿线还穿越高速
公路、 铁路、 市政管道，“尤其是管线过河
时，要先在岸上焊接管道，再由潜水员穿着
100 多斤的潜水服用高压泥泵吸出水中杂
物，河底大石头则靠人工搬运上岸，最后把
管道沉入 8 米深的水底。可以说，整个管道
是 15 个月里工人们‘一米米磨出来’的。 ”
“我们是以核电厂标准来建设分宜电厂
的。 ”浙江火电项目经理谢国伟补充道。

严要求打造一支能干事敢担当的队伍

2019 年 7 月，1 号机组锅炉受热面进
入施工高峰期，适逢分宜的雨季。 “几乎每

天要撑着伞在泥里挖排水，效率太低了。 ”
施工要“靠天吃饭”，天津电建项目工程部
副部长朱磊急在心里，紧急带队设计了锅
炉炉顶防雨棚，既保证了焊接进度和焊口
一次合格率，又具有推广价值。

受疫情影响， 分宜电厂施工延期近
100 天，但投产计划不变，这是对施工单
位的全方位考验。 谢国伟带领技术和管
理人员率先复工， 又在 1 个月内组织了
1000 人“返程”，浙江火电本部也派出经
验丰富的核电厂施工队伍前来支援，在 3
个月内圆满完成了 5 个月的安装工作任
务。 “冷灰斗的安装采用常规液压提升装
置吊装法至少需要 2 个半月， 而我们改
为卷扬机吊装翻转合拢法， 减少了大量
锅炉缓装设备 ， 将缩短工期至 1 个半
月。 ”项目经理助理来国荣说。

分宜电厂是一个典型的试运、安装高

度交叉的工程，以试运促安装、以安装保试
运是其独特之处。

今年6 月，2 号机组进入调试高峰期。
受疫情影响，相关设备未及时到场，调试
无法开展。华东电力试研院项目经理杨勇
带队调整调试方案，临时拉电、接通讯线，
逐个给电动头送电调试。 “如果按正常程
序，100 只风门的调试需要 1 周左右，而我
们提前完成了 80%的工作量，使后续工作
提前了 5 天推进。”在此期间，团队还发现
了二次风门开关经常出现不到位的问题
，便召集设备厂家、调试和机务安装人员
现场比对分析， 通过优化调整保证了调
试结果，消除了锅炉运行中的安全隐患。

自复工复产以来， 该工程每天都流
动着建设者忙碌的身影，2 号机组从首次
并网到投入商运更是仅用时 11 天，创下
了全国同类型机组建设速度的新纪录。

银线走戈壁 好风驻河西
■特约通讯员 邓雨佳 邱福荣

“酒泉西望玉关道， 千山万碛皆白
草。 ”昔日的酒泉，在古代文人墨客笔下尽
展天高地阔之美。 今日的戈壁滩，则被一
排排傲然挺立的风机、一道道高耸入云的
输电塔装点，将清洁能源送入万户千家。

作为知名的内陆风电基地之一，酒
泉一线蕴藏着丰富的风力资源。 从古至
今，河西走廊的风动，从未停息，因此这里
也成为开发利用风能的绝佳地区之一。 近
年来，该地区风力资源被深度开发利用，
随着风电场建设数量的增加， 新增负荷
上网需求不断扩大。 同时，2018 年，肃北
县政府启动了马鬃山镇循环经济区块的
规划建设，新增点负荷量进一步扩大。

今年 3月，中国能建甘肃院中标马鬃山
330千伏输变电工程。 该工程建成后，将提
高地区电网供电可靠性， 满足马鬃山地区
风电上网需要及地区新增负荷供电需要。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工
作和生活节奏。 但在困难面前，甘肃院
建设者依然持续奔波着。

秉承“只隔离病毒，不隔离服务”和
“疫情防控不 ‘休假 ’，技术服务不 ‘打
烊’”的理念，自 2 月 5 日起，投标项目
组便开始分工整理资料、补充资料清单
编制、优化设计方案等，各职能管理部门
也通过视频会议、 在线办公等方式与业
主沟通， 确保投标工作顺利完成。 中标
后，又全面梳理安排生产计划，与客户保
持密切沟通，统筹调配生产资源，确保图
纸和技术资料供应。

刚入 4 月， 项目执行经理张晓伟便
踏上了征程。 “疫情期间，项目部要求参
建各单位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稳步推进施工。 “由于防控工作抓得比
较紧， 所以大家对疫情并没有过多担
心， 反倒是一直在担心紧张的工期。 ”
“只要能够按照建设要求， 使工程按时
带电投运，一切都值了。 ”项目经理张立
涛表示这已成为项目部人员的共识。

由于该工程变电站出线较多、 出线
端线路走廊有限， 如何对输电线路走廊
统筹规划以节约走廊用地、 提高走廊利
用率成为难点。 结合已建布置及待建风
电场的规划、 风机的倒杆距离等要求，
甘肃院因地制宜，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
“两型三新”输电线路建设要求，结合出
线规划、矿藏分布，尽可能采用了双回
路走线，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工程位于西北和东北两大风系的
交流区，北有马鬃山，南有祁连山，疏勒
河谷呈狭长喇叭状自东向西流灌全境，
加之地势东高西低，致使东北气流‘狭管
效应’更加明显。”勘测部水文气象专业丁
玉涛说，“此外，河西走廊测风塔地处戈壁
荒滩，地形平坦开阔，几乎不受周围自然
环境和人为活动的影响， 因此观测序列
较短，不具备概率统计的条件。 ”结合附
近多条线路工程资料和沿线的地形、气
候特点， 丁玉涛与同专业的侯保升常常
在一望无垠的戈壁上一“走”就是七八个
小时，实地测量计算沿线的最大风速，确保
满足线路设计气象条件的统计精度要求。

此外， 该工程沿线地表富含石膏、
芒硝等易溶盐，以基土作为回填土易导
致溶陷、盐涨等危险。 项目部除了加大
埋深工程基础外，还采取了基坑回填土
筛除结晶盐块等防腐处理措施。

4 月，项目部人员就位；5 月，工程线
路基础开始浇筑；7 月，顺利通过首次质量
监督检查；截止目前，工程所有建筑物主
体施工、 户外配电区设备及构支架基础
均已完成，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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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5 日 ，由中国能建
云南院编制的云南电网 “十四五 ”二
次系统规划通过专家组评审 。 该报
告紧扣智能电网发展思路及目标要
求，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提出了云南
电网 “十四五 ”继电保护 、安全装置 、
自动化系统、网络安全、通信系统各专
业系统规划发展需求和目标， 明确了
“十四五”期间各专业的重点建设改造
项目。 （ 王 佳 王 艳 琦 ）

本报讯 8 月 18 日，由中国能建江
苏院设计的常州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
发电系统国家示范项目开工。 该工程建
设 1 套 60 兆瓦×5 小时非补燃式压缩
空气储能发电系统 ，建成后 ，将成为
世界首座非补燃式压缩空气储能商业
电站和国内首个盐穴发电项目。 （刘琳）

本报讯 8 月 18 日，由中国能建葛
洲坝建设公司承建的国际金融论坛永
久会址初设方案通过评审。 该项目位
于广州市南沙新区明珠湾区横沥岛尖
东侧，是大湾区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总
建筑面积 244547 平方米。 （吴金池）

本报讯 8 月 17 日， 由中国能建广
东院总承包建设的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
160 千伏超导直流限流器示范工程，在
广东汕头南澳柔性直流系统完成带电
系统调试。 该工程解决了电阻型高温
超导限流器在柔性直流输电电网应用
中面临的关键技术难题， 对提升高压
大容量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的可靠性水
平具有示范意义。 （庄汉彬 曹浪恒）

本报讯 8 月 17 日，由中国能建葛
洲坝机电公司承建的白鹤滩右岸电站
首台机组转子成功吊装， 这是世界首台
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吊装。 该水电站
是世界单机容量最大、 在建规模最大的
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1600 万千瓦，建成
后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刘美玉）

本报讯 近日， 中国能建华北院
中标国家电网冀北省级调控云建设
工程（二期）项目。本期工程采用双站
点建设模式 ， 将实现冀北电网 35 千
伏及以上省地电网的模型 、运行数据
和实时数据的采集汇聚 ，并提供完备
的基础公共应用服务及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的基础引擎。 （方琰）

本报讯 近日，中国能建广东火电完
成了国内最重件钢筋混凝土梁（NW4-
3）滚装上船施工 ，香港将军澳跨海大
桥钢筋混凝土梁实现了转存及上船，创
造了国内最重件钢筋混凝土梁自行式
模块运输车滚装运输新纪录。 本次转
运的 NW4-3 钢筋混凝土梁重达 3314
吨，车货总重约 4214 吨，是目前国内预
制的最重件混凝土梁。 （王佳文）

本报讯 近日， 由中国能建北京设
备公司 EPC 总承包建设的曹妃甸港口
岸电项目与“华鲁海 1 号”轮船实现连
船并网。 该项目总容量 4.4 兆伏，为港
口每个泊位配置岸电电源，采用低压变
频电源技术， 可实现双频双压输出，将
大大减少船舶靠港后污染气体的排放，
实现港口节能减排。 （朱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