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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之之帆帆 御御风风行行

新闻聚焦

■特约通讯员 赵亮宇 尚小丽 郝辉 崔浩

有一群人， 他们远离城市熙攘的喧
嚣，在荒芜之中寻找风的方向，在高空捕
捉风的力量。 在山西平定，中国能建建设
者种下一望无际的白色钢铁森林，把寒风
化为温暖，用清洁能源点亮美好生活。

近日，由中国能建投资公司、山西院、
山西电建、东北院和科技发展公司等协同

共建的平定 100 兆瓦风电项目（以下简称
“平定项目”）投产。 该项目是山西省重点
工程， 每年可提供 2 亿余千瓦时清洁电
量，年节约标煤 6.27 万吨。

平定项目地形复杂，山高坡陡，机位
90%位于独立山头且分布广泛，对精细化
设计、建设与后期运维都有很大挑战。 “我
们摒弃简单的‘复制粘贴’，对每一个地块
都定制了不同的设计方案和优化技巧。 ”
山西院风电场区负责人王峰介绍道。

平定项目送出工程新建一回 220 千
伏线路，长约 16 公里，新建铁塔 38 基。 路
径选择是线路设计中的关键。山西院进行
了充分调研，避开了不良地质地段和可能
危及线路安全可靠运行的设施，确定了架
空线高跨方案。 “此方案可以保证足够的
电气距离，降低人为因素影响，减少树木
砍伐，提高线路安全性，提升经济效益和
环保效益。 ”王峰解释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为保证工程
进度，山西院项目送出工程设计负责人
秦君带领团队转变思维模式，提早与施
工单位协作摸排塔位。 “考虑到小运道
路修建的难度和长度， 我们对部分塔位
进行了调整，还积极探索新施工工艺，配
合施工单位优化设计方案， 将一基开挖
基础改为挖孔基础，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
此外，结合平定项目所在山区地形地貌情
况，山西院还采用了掏挖、嵌固、挖孔等原
状土基础与长短腿配置， 使原状土基础采
用率达 97.4%。

作为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 大力拓展
新能源电力业务的品牌项目， 山西电建栉
风沐雨，以平均 3 天吊装 1 台风机的速度，

打造了风电项目建设的“平定模式”。
被称为“御风者”的风电建设者，总要

比现场呼啸的大风跑得再快一点。 自从项
目开工后， 山西电建项目部员工就没有放
松过一天， 他们每天想的就是进度再往前
推一点，工作再多做一点，晚上的碰头会雷
打不动，工作保证当天“划句号”。

2019 年 12 月， 项目进入风机基础浇
筑攻坚期，当地气温降至零下 15 摄氏度，
山西电建项目部全体人员 24 小时顶风冒
雪， 创造了两个半月完成 20 台风机基础
浇筑的“平定纪录”。

“起跑即冲刺，开局即决赛，疫情也挡
不住我们复工的决心。 ”年仅 34 岁的山西
电建项目部经理王模平神情坚毅。 2 月
16 日，该公司项目人员逆行返岗，严格落
实防疫措施，迅速实现复工达产。

技术创新是创优的突破口。 传统铁塔
基础直棱角边易出现脆裂、剥落、损坏等质
量问题， 山西电建项目部从倒角材料的订
制和施工方法两方面对倒角工艺进行控
制， 从根本上保证了倒角工艺在基础浇筑
中“一次成优”。 不到 4 个月，40 台“高颜

值”风机基础浇筑全部完成。
5 月 21 日， 项目首台风机开始吊装，

安装攻坚战全面打响。 山西电建项目吊装
负责人金勇“亮出”豪言壮语———“班组里
有不吃辣的、不吃醋的、不吃肉的，可就是
没有不吃苦的。 ”

在几乎没有风的情况下完成风机吊
装，可能吗？ “能”！ 针对当地“上午风和日
丽、午后阵风来袭”的情况，山西电建施工
人员现场设立风力天气预报表， 摸清风
的“脾气”，又在凌晨 5 点开赴现场，风起
之前“抢跑”作业。 为了和大风“捉迷藏”，
穿插作业和应急预案实施也有条不紊，不
同风速下的吊装作业也有不同要求。塔筒
重，叶片长，设备运输受影响，吊装宜早不
宜迟。 施工人员根据机位统筹安排，见缝
插针，加快主吊机械转场速度，提升吊装
效率。

“刚来项目部时，看到现场荒凉偏远，
心里也空荡荡的， 但随着一座座风机立
起， 兑现了我们对业主和当地百姓的承
诺，自豪感就充盈起来了。 ”山西院项目经
理柳小强感慨地说。

强“焊”铸“铁骨”
■特约通讯员 聂慧兰

“兄弟们，上工喽！ ”
清晨 7 点， 在由中国能建葛洲坝机

船公司承建的河南天池抽水蓄能电站，
焊接班全员在班长王丰生的带领下准时
集合。 “今天，项目部组织焊接工艺大赛，
大家要严守纪律，按规程操作，赛出风格
和水平。 ”

青山隐隐，碧水迢迢，在河南省南阳
市马市坪乡伏牛山脉的尧山南麓， 深藏
着一个因兴建抽水蓄能电站而诞生的高
山水库， 水库被形象地命名为 “河南天
池”，电站也因此被称为“天池抽水蓄能
电站”。

天池抽水蓄能电站是河南省首个大
型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4 台 30 万千瓦可
逆式水轮发电机组， 设计年发电量 9.62
亿千瓦时。 伴随着隆隆爆破声和机器轰
鸣声， 电站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展现在
世人面前。

据王丰生介绍， 天池抽水蓄能电站
需要焊接的压力钢管管径大多超过 4.5
米， 有的甚至达到 6 米， 管壁厚度在 34
至 72 毫米之间，大大超出了一般压力钢
管的标准，尤其是 800 兆帕的高强钢，钢
管纵缝采用半自动埋弧焊接， 质量要求
特别高。 “从进场起，我们就着眼人才素
质提升，导师带徒、证书考取、劳动竞赛
等活动蓬勃开展。 ”

“项目部焊工取证要求非常高，是我
工作多年从未见过的。前面那小伙子叫肖
新，埋弧焊和手工焊都是一次通过的。 ”顺
着王丰生手指的方向看去，被“点名”的肖
新猛地回过了头，“所以，他即使现在听到
高强钢焊接考证，还是很兴奋。 ”

如果说施工一线是质量锻造的 “前
线”， 那么施工全过程就是质量管理的
“主战场”。 据项目部技术质量管理部负
责人李洪亮介绍， 天池抽水蓄能电站压
力钢管及其附属设备制作与安装工程量
大、工期紧、工艺控制严格，平均完成时
间为 2 个工作日。

“项目部 4 名技术质量管理骨干扎根
现场，白天抓施工，晚上搜集、整理技术资
料。 ”李洪亮说，“在钢板下料、卷板成型和
拼装组焊等施工关键环节，我们还实施了
质量管理‘三审制’及‘不合格产品召回
制’，但从项目实施以来，从未发生过召回
情况。 此外，我们坚持一天一巡、一天一
谈、一周一会，涵盖了项目部质量技术管
理人员的日常工作全部内容。 ”

今年 7 月底， 项目部承制的电站钢
岔管完成水压试验。 此次试验采用两组
800 兆帕级“Y”型钢岔管主管组对焊接
后整体充水，历经 8 个小时，全过程一次
成功，峰值压力达 7.14 兆帕，最终充水量
为 300 立方米，总体重量达 450 吨，试验
充水容积为国内最大， 标志着钢岔管的
制造和试验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负责仓库管理 9 年了。 ”来到项
目部仓库，管理员邹莹熟练地介绍起来。

个子不高、有点腼腆的她，大学毕业
后就来到项目部从事该项工作。 “在大家
的印象中， 仓库管理就是保管和发放物
资。 但在我看来，仓库管理是一门学问，
直接关系到工程的建设质量， 像电气盘
柜这样‘娇气’的设备就要放进仓库好好
保管。

原来，马市坪乡气候潮湿，建材质量
极易受影响。 为此，项目部将工程质量管
理延伸到焊接储存与保管前端环节，严
格挑选了库房位置， 升级了质量管理举
措。 “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我摸不准头
绪，都是按照以往的经验干活。 后来在逐
渐摸索中，参与制定了《仓储物资管理办
法》等 5 项管理制度，为电站铸就‘钢筋
铁骨’把好第一关。 ”她自豪地说。

本报讯 11 月 20 日，由中国能建华
北院主编，东北院等 10 家单位参编的
电力行业标准 《输变电工程无人机倾
斜摄影测量技术规程》，通过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评审。该标准规定了无人机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要求， 规范了无人
机倾斜摄影测量方法， 填补了电力工
程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规程的空
白，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曹玉明）

本报讯 11 月 20 日， 由中国能建
葛洲坝市政公司承建的鄂北调水工程
单位工程完成验收。 鄂北调水工程从
丹江口水库引水到大悟县， 全线总长
近 270 公里， 是湖北省主导建设的投
资规模最大、覆盖面积最广、受益人口
最多的水利工程项目。 （李雷）

本报讯 11 月 20 日， 由中国能建
江苏院编制的 《盐城市新能源汽车充
电设施布局“十四五“规划》，通过盐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 盐城是国
家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之
一， 江苏院将长期的电动汽车充电站
工程建设经验和配电网规划经验融入
规划， 使该规划具备了政策指导性和
实施可落地性。 （白名章）

本报讯 11 月 16 日、11 月 22 日，
由中国能建甘肃院、西南院分别设计的
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萨嘎 220 千
伏变电站、霍尔 220 千伏变电站相继带
电投运。阿里与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的建
成，将彻底结束阿里电网孤网运行和阿
里地区长期缺电的历史， 改善沿线 38万
农牧民的用电问题。 （夏露 董帅廷）

本报讯 近日，由中能装备南京线
材公司研制的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
远程控制系统，在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
公司贵阳局 500 千伏黎平变电站成功
启动。该系统采用无线专用网络对装置
进行远程操作，通过传感设备全面感知
了解装置的运行情况，安全高效地实现
地线的智能化融冰，提升了地线融冰效
率，避免了现场操作风险，实现了地线
融冰现场的无人值守，是电力物联网和
智能金具的重要产品。 （宗和）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能建天津院
设计的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220 千伏变
电站工程投产。该项目将为国家会展中
心、天津河西区外环线地区、柳林城市
副中心及海河中下游地区提供供电保
障，同时对优化天津地区 220 千伏电网
网架结构起到重要作用。 （郭媛媛）

■特约通讯员 高晓

联合国人居奖城市、最佳中国魅力
城市、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仙境
海岸，鲜美烟台”，闪亮的城市名片 ，折
射的是这座海滨城市独特的魅力。

四万平方公里的陆海空间里，天地
之美、生息万物，然而，近年来由于乱采
滥伐， 烟台的山体生态遭到破坏。 2020
年，中国能建西北院与中材地质工程勘
查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承接了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潮水片区毁损山体生态治理、 植被修
复工程勘查设计项目（以下简称“烟台损
毁山体修复项目”）， 描绘山水人城和谐
相融新画卷。

“按图索骥”，精准施治

采访当日，笔者刚走进西北院工程勘
察分公司总经理陈亚明的办公室，就被电
脑屏幕上“花花绿绿”的地图所吸引。

“这个网站叫做天地图，是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建设的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网
站，它的出现无疑为生态治理领域开启了
智慧大门。 ”陈亚明说，烟台损毁山体修复
项目治理面积达 36 万平方米， 多为山地
丘陵，仅靠有限的人力探查损毁之处无异
于 “大海捞针”，“基于地理数据更新较快
的天地图影像，勘测设计人员可以‘按图

索骥’，精准定位损毁山体的位置。 ”
为提升勘测设计“智能化”水平，2018

年，西北院成立了无人机研发与应用团队。
“为提高勘察效率， 同时考虑项目的地形
特征，我们协调了无人机团队的加入，基于
天地图影像规划航线，对治理区域进行了
拍摄，为后期修复设计工作‘精准施治’
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数据。 ”陈亚明说。

由于烟台潮水片区测量区域距蓬莱
国际机场较近，大部分区域禁飞，因此只
能在限高区进行航拍。 无人机团队应用
3D 模式在天地图上反复比选起飞地点和
航高。 “有时，大家到达起飞地点附近才发
现，由于人为破坏，上山的缓坡已经变成
了陡坎，这时就只能换另一边再爬。 而另
一边常常被酸枣树覆盖，衣服不经意就被
尖刺划破。 ”无人机团队负责人唐新庄颇
有感慨，“尽管吃尽了苦头，但大家还是一
鼓作气完成了航飞的全部任务。 ”

三维建模，运筹帷幄

航拍作业的结束代表着勘测外业工
作的完成， 也意味着要开始处理重中之
重的内业数据。

“我们一般采用 Pix4D 软件进行无人
机影像数据处理，涉及刺点、数字地表模型
和数字正射影像生成等工作内容。”据无人
机团队数据处理与产品输出负责人高晓介
绍，刺点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过程，其精确性

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 在最终的输出
成果中，数字正射影像具有信息丰富、直观
逼真、现势性好的优点，可全面洞察治理区
域的最新状态， 数字地表模型则包含了治
理区域地形地物的高程信息，为生态治理
的成本控制、安全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为让项目人员身临其境地感受治
理区的地形地貌， 我们还基于开源数字
地球平台 Cesium 对航飞区域进行了三
维建模。 ”技术人员郑蓉补充说，“结合
Pix4D 生成的数字成果， 可直接利用该
平台完成数字正射影像与数字地表模
型的数据处理和三维地表重构。 ”

此外，烟台损毁山体修复项目还采用
了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实现了与天地
图影像的无缝衔接，可通过“分发服务”实
现三维可视场景的共享可见，在提高治理
方案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节约成本。

因地制宜，再造绿地

前期勘察结果显示，烟台损毁山体修
复项目的毁损山体均为露天矿开采形成
的高陡岩质边坡，岩体多为大理岩，硬度
高、强度大，坡面整体较为完整稳定。

保护好生态环境，要有科学和系统的
视野。据西北院工程勘察分公司副总经理
杨生彬介绍，结合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总
体规划与治理区所处位置，此次生态治理
以“因地制宜，再造景观”为设计理念。 “针

对毁损山体潜在的地质灾害隐患，采取相
应的防治措施，同时，采用土石方作业，使
损毁山体与周边自然山体形态协调。在此
基础上，还要实施支挡工程与截水排水工
程， 保证治理边坡与回填边坡的稳定性。
最后，采用苗木种植、绿化喷播等措施，恢
复治理区的自然生态。 ”

绿水青山同现代科技和绿色低碳生产
生活方式相融相生， 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
巨大的增长空间。 杨生彬继续介绍说：“本
次毁损山体修复的治理理念就是‘再生、
融合、自然’，通过利用废弃矿坑再造充
满生机的自然环境。植被恢复设计遵循的
也是‘乔、灌、花、草’相结合的立体种植理
念，综合考虑治理区地形、气候、土壤等因
素，本着‘春花、夏荫、秋色、冬青’的造景理
念，选择适应性和抗逆性强的本地树种，保
证治理区‘三季有花，四季有景’。 ”

此外，为方便机械化作业施工，并考
虑后期植被绿化养护、消防需求，项目将
在修复后的坡体上或场地内，设计贯通上
下的碎石道路，与周边交通联络线、森林
消防通道相连接。

绿色，是发展的路径，更是发展的目
标。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征程上，西北院
将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和生
态文明建设思想。 此次，我们致力将项目
打造成生态治理领域的典范，助力烟台人
民维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陈
亚明说。

新闻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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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5 版）依托开展国家级能源大
数据服务形成的能力， 洛斯达公司积极在
国内外开展能源大数据业务。 一是加强在
省市区的能源大数据推广， 形成贯通的能
源信息网络。 先后在湖北、内蒙古、湖南、浙
江、山东等 12 个省区开展了省级能源大数
据平台的建设工作， 为政府提升能源现代
化治理能力提供了有效支撑。 2019-2020
年建设的“浙江数字能源管理平台”是浙江
省数字化转型中 “数字发改” 重要组成部
分，覆盖了能源资源、生产、消费、价格、对
标、双控、预测等应用场景，成为浙江政府
数字化转型的亮点。2019 年投运的“广州市
能源管理和辅助决策平台” 是国内首个特
大城市综合能源管理信息平台，是国家“互
联网+智慧能源”56 个示范项目中唯一政
府主导项目。 二是面向社会打造能源数据
服务能力，2020 年建设的“新华社国际能源
信息服务系统” 是新华社打造的重点能源
信息产品，是“新华财经系统”中能源板块
的核心组成部分。 三是将中国经验运用到
海外，“约旦国家能源信息管理系统” 是中
国能建旗下企业首次承担的海外国家级能
源信息化项目。

三是服务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 聚焦
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具有特色的数字化解决
方案和产品。

随着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 各能源企
业愈加重视数字化对提升企业发展能力、
资产管理效益、 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
能力的支撑作用， 企业数字化市场需求持

续增长。 洛斯达公司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加
强能力建设， 数字化生产形式从游击战向
阵地战转变， 服务形式从单一项目型向项
目型、平台型、产品型多种类型结合转变，
使用户粘性更好。 按照“长尾理论”，聚焦在
能源电力规划建设数字化服务优势， 打造
了一批特色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结合工程数字化技术优势， 坚持资产
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 建设工程数字资产
技术体系，服务于能源企业的资产管理。 在
工程建设 BIM 应用基础上，实现资产模型
的轻量化，开发企业级全过程 BIM 应用平
台，深入结合业务场景，实现各类资产从规
划、可研、设计、建设、运营、退役全生命周
期的数字化应用和数据贯通， 建立映射实
体资产的“数字孪生”，加强数字资产的运
行监测、仿真推演、工业物联、数据挖掘和
分析预测能力，提升数据价值和使用效率，
增强资产运营管理水平，优化运营成本，将
数据资产转化为支撑企业精益化运营的
“富矿”。

利用工程数据中心的数据优势， 加强
数据服务能力，封装成可复制的产品。 建设
三维协同设计资源共享平台， 将三维设计
平台前端功能和后端资源分离开来， 构建
设计资源共享平台， 对地理信息、 工程模
型、规程规范、设计条件、通用计算等后端
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将业主设计管理要求
固化在平台中，对接业主的数据规范、功能
接口要求，将灵活性和规范性较好结合；相
关产品在国家电网公司勘测设计智能实验

室、特高压大数据中心等建设中得到应用，
在 20 余家设计院推广。 研发的电力工程技
经评价套装软件，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建设的工程项目综合管理系统实现了集团
级（GRP）、项目级 （PRP）项目管理和数据
贯通，在中国能建上线试运行。

在能源革命背景下， 结合能源大数据
优势，为能源企业清洁化、智慧化转型提供
数字化服务。 在生产侧，建设覆盖新能源开
发所需的地理、环境、资源、生产、消费、造
价等多维度的数据库， 加强与政府、 投资
者、消费者连接，为新能源项目布局、场址
优化、造价分析、远程集控、智能检修等业
务提供数字化服务，提高建设运营效益、降
低运行成本。 在消费侧，利用数字化技术推
动智慧能源服务，打造“互联网+智慧能源”
类产品，在智能配电网、微电网、能效管理、
虚拟电厂、储能等方面形成解决方案，促进
能源新业态、新模式的落地，提高客户清洁
能源全产业链的价值创造能力。 相关产品
在青海三江源清洁能源供暖、 甘肃新能源
消纳、西藏阿里联网储能电源、广州市重点
能耗企业节能管理等工作中得到了应用。

加强数字化新基建能力， 具备较强的
系统集成能力，在 IDC 数据中心 、监控指
挥中心、5G 网络、 企业综合数字化展厅建
设等领域取得了诸多案例。 如在全球能源
互联网组织和内蒙古、新疆、四川电力公司
等多家单位建设的数字化展厅已成为客户
展示企业形象和发展成就的主要窗口，研发
的 CAVA 展厅在电力行业保持技术领先。

三、 面向未来，数字化产业发展
前景可期

随着能源革命的逐步深入，数字化技术
将加速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能源产业向数字
化、智能化及网络化转型成为可以触摸到的未
来。 数字化为传统能源行业全方位、全链条的
产业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拓展及生态构建提供
了全新的可能性。 变革不会一蹴而就，新一代
能源系统的构建还要解决许多 “卡脖子”问题，
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政府和人民群众，其中蕴
藏了巨大的市场机会，等待着我们去深入挖掘。

洛斯达公司曾因数字化工作亮点被工信
部授予“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称
号。 今年，公司入选国务院“科改示范企业”名
单，这为公司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塑
数字经济价值链、 构建符合数字化产业发展
要求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提供了保障。 在参
与能源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 洛斯达公司吸
引了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三峡集团
等能源央企进行战略投资， 通过资本合作形
成更加紧密的合作纽带， 为公司深入参与构
建能源数字化生态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数字化大潮汹涌澎拜， 数字化的航程
永无止境， 洛斯达公司将在中国能建的引
领下，以推动能源数字化转型为己任，大力
发展数字化产业， 争做能源数字化建设排
头兵，为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以
先进的数字技术为我国能源行业赋能。

（作者系电规总院副院长兼北京洛斯
达数字遥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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