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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针对 930 万千瓦 W 火焰炉机
组，提出了改造、关停、替代、转让等多条路
径， 而非完全通过改造来使机组全面达标，
也从侧面体现出技术改造的挑战之大。

一位参与火电机组排放相关标准制订
的行业专家告诉记者，W 火焰炉的超低排
放改造技术目前仍未取得实质突破， 各大
发电企业目前都在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
“依靠煤粉炉改造技术， 目前无法使 W 火
焰炉达到超低排放。 有些电厂也宣称其 W

火焰炉实现了超低排放， 但都未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

该专家进一步解释，目前达到超低排放
限值的W 火焰炉机组，基本上是通过掺烧
其他煤种或采用 SNCR+SCR 结合进行脱
硝。 “首先建设 W 火焰炉的目的就是要充
分利用无烟煤， 掺烧别的煤种， 就失去了
建设 W 火焰炉的意义，而 SNCR+SCR 的
脱硝模式也会影响锅炉效率。 ”

“根据现行标准，W 火焰炉目前执行的

氮氧化物排放限值是 200mg/Nm3，但目前
各电厂在运行时基本可以控制在 100mg/
Nm3 以下。 ”该专家强调，在技术尚未获得
突破的情况下，W 火焰炉强求达到超低排
放的经济性难以保障。 “粗略测算，要将 W
火焰炉氮氧化物排放由 100mg/Nm3 降到
50mg/Nm3， 锅炉效率可能相应降低 1 到
1.5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喷氨量需要相应
加大，综合考虑环境、安全等额外成本，算
总账未必划算。 ”

国家电投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 未来三年将安排 20 亿元用于超低
排放改造工作。 截至 2020 年底， 该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容量完成率达到
85%，未完成改造机组 47 台，其中有 24 台 30 万千瓦以下小机组，容量
222.3 万千瓦；W 火焰锅炉机组 23 台，容量 930 万千瓦。

分析人士认为， 综合国家电投近期发布的各项数据与规划，以
及党组会专题讨论煤电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不难看出其提前实现
碳达峰、打造清洁能源企业标杆的决心。

2020 年底，国家电投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智民宣布 2023 年将实现
国家电投在国内的“碳达峰”，成为首个宣布碳达峰时间表的央企。 不
久前发布的国家电投 2020 年社会责任报告也显示，该公司清洁能源
装机占比早在 2019 年就已超过 50%，2020 年已达到 56%，根据规划，
这一比重将于 2025 年、2035 年分别达到 60%和 75%。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布局新产业的同时，国家电投也在加大煤电
的清洁转型力度。

截至 2020 年底，国家电投煤电装机为 7737 万千瓦，此次被提上改
造日程的 930 万千瓦 W 火焰炉， 装机容量占其煤电总装机的 12%之
多，W 火焰炉改造成果对于该公司煤电板块清洁高效发展举足轻重。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全口径煤电装机容
量 10.8 亿千瓦，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
W 火焰炉数量约 150 台， 总装机容量在
6400 万千瓦左右，国家电投将要进行处置的
930 万千瓦 W 火焰炉占到国内总量的 15%。

一位发电央企人士告诉记者，W 火焰炉
具有比煤粉炉更高的燃烧温度， 可以更加
充分地燃烧利用一些挥发分低的难燃煤
种。 “我国早期没有 W 火焰炉，无烟煤在
煤粉炉中难以充分燃烧，煤灰内含碳量很
高。 ”该负责人说，“W 火焰炉的主要用途

是用来烧无烟煤， 整体装机规模不大，主
要分布在山西、贵州、四川、云南、湖南等
出产无烟煤的地区。 ”

W 火焰炉燃烧温度高的特性，使其在
煤电行业拥有了独特地位， 但也正因这一
技术特性， 使其氮氧化物排放难以达到超
低排放限值。

“空气中 79%是氮气， 锅炉燃烧温度越
高，也就有越多的氮气被转化为氮氧化物。”
上述发电央人士说，“常规煤粉炉在脱硝前
的氮氧化物浓度一般在 200、300mg/Nm3，而

W 火焰炉这一数值可以达到 1000mg/Nm3

甚至更高。 污染物浓度‘底数’过高，很难通
过现有手段将 W 火焰炉的氮氧化物排放浓
度降至超低排放要求的 50mg/Nm3。 ”

也正是由于原理上的限制， 使 W 火焰
炉脱硝成为一大“难题”。 记者注意到，无论
是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还是 《全面实施燃煤电
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 对煤
电机组提出排放限值时均注明“暂不包含
W 火焰锅炉”。

山山西西首首台台特特高高压压电电网网配配套套百百万万千千瓦瓦机机组组投投产产

4 月 5 日，晋能
控股长治发电公司
2×100 万千瓦“上大
压小”改扩建工程 1
号机组完成 168 小
时试运，顺利投产。
该项目是晋东南煤
电基地外送电规划
项目和晋东南-荆
门 1000KV 特高压
的重要配套电源项
目， 其中 1 号机组
是山西省首台特高
压电网配套百万机
组和首台单机容量
最大发电机组 。 图
为项目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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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十三五”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任务的基础上，我国清洁煤电
供应体系还将继续扩围。

国家电投日前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
作时明确提出，要分别在 2022 年底前和 2024 年底前，完成 30 万千
瓦以下小机组和 W 火焰锅炉机组的改造、关停 、替代 、转让目标 ，
其中涉及 930 万千瓦 W 火焰锅炉机组。

不同于近年来大刀阔斧开展超低排放改造的常规煤粉炉，W 火焰
炉迟迟未被列入超低排放改造范围， 近年来发电集团也鲜有提及这
部分机组的改造规划。 此次国家电投主动“加码”W 火焰炉改造关停
工作，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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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十四五”规划
力推多个核电项目

本报讯 辽宁省近日发布的 《辽宁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
出，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确保红沿河二
期工程投产，新增装机 224 万千瓦。 全
力保障徐大堡二期 2021 年开工建设。
积极争取徐大堡一期、 庄河一期尽快
核准并开工建设。 谋划研究庄河二期、
徐大堡三期等项目前期工作， 做好沿
海核电厂址规划和保护工作。 加大核
电安全投入，完善核电安全监管，加强
在运核电站、 工程建造现场和核级设
备制造厂等一线监管力量。

《纲要》明确，推进辽东南地区减
煤化向去煤化过渡， 推广核电余热供
暖、低温堆集中供暖，积极探索推进制
氢、海水淡化等核能综合利用。 （辽讯）

四川古瓦水电站
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本报讯 近日， 位于四川甘孜州乡
城县境内的古瓦水电站 3 号机组顺利
通过 72 小时试运行， 并于当日完成例
行检查、消缺，各项性能指标满足设计
要求后，成功并网发电，转入商运。

古瓦水电站是硕曲河流域“一库六
级”开发的龙头水库电站，位于四川甘
孜州乡城县境内海拔 3000 米的硕曲
河上游深山幽谷之中，为四川省重点建
设工程。电站装机总容量 20.54 万千瓦，
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8.078 亿千瓦时。 工
程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获四川省发改委
核准， 2017 年 5 月 20 日主体工程正式
开工。 （川讯）

中企承建“西非三峡”
全部机组投产

本报讯 近日，由三峡集团中水电
公司参与投资并以 EPC 模式承建的
几内亚苏阿皮蒂水利枢纽项目全部机
组投产发电。 苏阿皮蒂水利枢纽项目
第 4 台机组顺利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
各项运行参数、 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
求，经调度批准正式并网发电，至此该
项目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苏阿皮蒂水利枢纽项目是几内亚乃
至西非地区最大水电站， 总装机 45万千
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18.99亿千瓦时，混凝
土浇筑总量约 360 万立方米，大坝坝轴
线总长 1164 米，最大坝高 120 米，被称
为“西非的三峡工程”。 项目通过 225 千
伏线路与凯乐塔变电站联网实现对几
内亚国内供电，还可通过西非互联互通
电网向周边多个国家供电。 （宗和）

本报讯 4 月 6 日 19 时 58 分，世界
在建最大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
正式下闸蓄水，首批机组投产发电开始
全面冲刺。 三峡集团发布的信息显示，
目前大坝 31 个坝段中已有 22 个坝段
浇筑到顶； 地下厂房、 泄洪洞等主体工
程土建部分已全部完工， 满足蓄水发电

要求； 首批投产发电的机组总装均已完
成，正在进行调试。

4 月 6 日上午， 白鹤滩水电站工程通
过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组织召开的蓄
水验收，会议认为工程具备蓄水至水库水
位 775 米条件，同意当日下闸蓄水。

据了解， 随着大坝 2 号导流底孔下
闸，库水位从 655 米开始抬升，计划 5 月
底蓄至 760 米以启动机组调试；6 月中旬
蓄至 775 米， 满足首批机组投产发电条
件；8—9 月蓄至 800 米，2022 年 6 月逐步
蓄至 825 米正常蓄水位。

信息显示，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共布
置 6 个导流底孔， 作为导流洞下闸封堵
后的临时导流通道。 导流底孔的底板高
程为 630 米， 单个底孔宽 5.5 米， 高 12
米，长度约 65 米，单孔设计最大泄洪量
每秒 1100 立方米。 目前，1—5 号导流底
孔已完成下闸，坝前水位开始逐步抬升，
为保障下游区域生态环境所需流量 ，6

号导流底孔保持开启。
对于导流底孔下闸后是否对后续施

工产生影响， 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
部相关部门表示， 目前与蓄水相关的施
工部位均已满足节点要求： 大坝去年 6
月已具备挡水条件， 预计今年 5 月中下
旬全线浇筑到顶； 引水发电系统已完成
进水塔快速闸门下闸， 与首批投产机组
对应的尾水部位正在进行充水试验；泄
洪洞已全部完工 ，转入收尾阶段；计划
首批投产的百万千瓦机组也将在 5 月份
开展有水调试， 送出工程等项目进展顺
利。各部位剩余施工均不会影响蓄水，也
不会受到蓄水的影响。

据悉， 蓄水形成的白鹤滩水库总库容
206.27 亿立方米，控制金沙江流域面积的
91%。 防洪库容达 75 亿立方米，仅次于
三峡和丹江口水库，是长江防洪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白鹤滩水库与乌东德、
溪洛渡和向家坝水库联合运用，可进一

步提高川江防洪标准，减少三峡入库洪
水，为长江中下游防洪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 水库形成后， 金沙江下游四
个梯级水库常年回水区河段累计长约
612 千米，实施翻坝转运设施后 ，通过水
陆联运，可实现“攀枝花-水富”全河段
上下游水运通道联通，为进一步提升长
江“黄金水道”功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创造条件。

白鹤滩水电站是川滇界河金沙江下
游河段四个水电梯级的第二个梯级，装
机容量 1600 万千瓦， 多年平均年发电
量 624.43 亿千瓦时 ， 是继三峡 、 溪洛
渡、乌东德之后我国第四座千万千瓦级
巨型水电站，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二大
水电站。 该工程由三峡集团开发建设、
运营，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航运和促
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对川滇两省经济
社会发展和“西电东送 ”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宗和）

世界在建最大水电工程开始蓄水———

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倒计时”

白白鹤鹤滩滩水水库库形形成成后后的的枢枢纽纽区区效效果果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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