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广东电网和湖南电网联网，可行与否取决于整体的收益成本分析。 一时的电力供求
波动，是否足以证明项目的长期经济性，仍需深入研究。

近日，湖南部分风电企业接到内部通知，将被迫
“弃风”，以解决湖南风电、水电调度并网的问题。 每年
4-6 月是湖南水电风电大发期，而该时段湖南用电负
荷低，给电网消纳造成较大压力。 相比风电，湖南水电
价格更具经济性，致使当地作出“弃风保水”的选择。
按照 2020 年历史数据， 湖南部分区域的风电场单月
弃风率高达 40%以上。

与此同时，广东 5 月上网电价市场交易价格最高

已达 1.5 元/千瓦时。广东用电构成中 30%以上来源于
云南水电。 今年，受气候影响，云南水电出力大幅下
降，无电可送间接导致广东用电“告急”。

如果把湖南的风电输送到广东， 似乎可同时解
决湖南弃电和广东缺电的问题，实现“双赢”。 然而，
现实的难题是， 湖南和广东分别属于国家电网和南
方电网经营区。 两家电网之间，如何打破“壁垒”，进
行跨网输电？

电电源源企企业业态态度度积积极极

广东经济发达、制造业繁荣，缺电问题由来已久。
20 年前，为了解决向广东送电缺口问题，曾设想过将
福建电网和广东电网相联，将福建省内多余的电力送
往广东。 但由于涉及电力体制改革，以及两地分属于
不同的电网公司， 广东与福建联网的设想就此搁置。
直至今年 4 月，粤闽联网工程才正式开工，这也成为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网深化合作的标志性工程。

当前， 南方电网所属经营区广东电力供应紧张，
国家电网所属经营区湖南却在弃电。 两地陷入广东缺
电买不到，湖南有电卖不出的尴尬局面。 对此，业内专
家表示，这一现状要到 10 月才能得到缓解。

湖南、广东地理位置相邻，不少湖南新能源发电
企业也明确表示愿意把电卖到广东去。

不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
永晟认为， 在这种积极的态度下首先应该考虑的
是， 湖南广东联网是否能够真正契合两地的诉求。
“湖南是要想将广东作为调剂余缺，同时，湖南的季
节性波动不代表它是一个稳定的电力外送来源，实
际上它也越来越依赖外来电。 从广东角度来看，它
更想要的还是稳定的外来电源和输入通道。 所以，
在输电通道的功能定位上，两网达成共识就面临一
定难度。 ”

不仅形成共识有一定难度，就连“路”似乎也
走不通。

一位电网专家向记者表示， 湖南和广东看起
来是两个紧邻的省份，但是其电网并没有连接。 而
建设这一条“连接线”，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的第一条互联通道，为
三峡-广东±500 千伏直流工程，主要承担三峡水电
直接输送至南方电网的任务。 2002 年开工建设，
2004 年投运，2016 年 11 月首次实现国家电网与南
方电网的互联消纳，2018年 4月完结双极投运，花了
16年的时间才真正让两个电网连起来。 现在从湖南
到广东，中间又需要打通多少关节？ ”该电网专家说。

在冯永晟看来， 要把广东和湖南的电网连起
来，要看整体的收益成本分析。 电网的成本控制意

识非常强，一时的电力供求波动，是否足以证明项
目的长期经济性，需要深入研究。 同时，联网之后，
风险的传递也必须考虑， 如湖南出现电力供求紧
张的可能。

此外，南方电网正在推进南方区域市场的建设
探索，内部五省的利益协调和体制机制改革已经棘
手，若再推进跨网输电，需要要选择一个好的时机。
冯永晟表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跨网输电，所涉
及的输电调度、容量配置、输电价格、购电价格和市
场衔接等问题，需要体制机制改革来协调。

“比如，是继续以政府为主体来谈，还是让双
方市场主体来做；是政府间协议来推，还是以市场
融合方式来推。 这恐怕本身就涉及改革内容，而不
仅仅是一项联网工程。 ”冯永晟说。

有观点认为，考虑到湖南的风电资源及装机主
要集中在南部紧挨广东等地（如郴州、永州等），湘
粤联网在互补余缺、互为备用、紧急事故支援、新能
源消纳等方面的效益显著。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理
论上，联网符合大范围资源优化的方向，但在现有
电改背景下，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联网的重大决策，
需要从电改的整体框架及系统思维的视角审视。

业内专家表示， 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跨网
消纳需要解决多方面问题。 首先，是通道的问题，
其次，是电力调度问题，最后，是电力市场交易以
及电价结算问题。 “各省之间的电源结构和气候条
件存在较大差异，云南水电多，广东外需比例高，

广西火电核电多，湖南水电火电占主导。 西南为印
度洋气候影响，湖南广东受太平洋气候影响，同样
的水电汛期存在时间差。 ”

“在此条件下，如何把不同的电源结构和电源
供应特点进行融合互补， 解决类似湖南和广东的
电力供需错位难题， 需要电网企业在电力跨网销
售方式上进行创新。 ”上述专家指出。

冯永晟表示，跨网输电并非不可行，扩大联网
有利于资源配置， 也有利于缓解电力紧缺与弃风
弃电。 但是，要实现联网，必须要考虑更多现实因
素。 “解决经济和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才是最基础
和最关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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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湘粤粤联联网网是是否否可可行行？？

山西临汾小水电自供区全部并入大电网———

大电网带来新生活

关注安安徽徽滁滁州州““迎迎峰峰度度夏夏””工工程程竣竣工工投投产产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范晋宁 陈爱红

“电价比原来便宜了,交电费也方便了，
服务也及时了，电有问题，一个电话供电公
司的就上门了。 ”走进山西省洪洞县明姜镇
师屯村,该村村民乔拉丑谈到小水电自供区
并入“大电网”后的感受时高兴地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广大农村地区，大
电网受限于各种条件， 还无法延伸过来，小
水电成为农村地区供电的重要方式。 该村
84 岁的老人郝吉女日前回忆说：“1956 年村
里就通电了，拉开灯那个亮啊，比煤油灯亮
得亮。 ”

在师屯村，一直以来让村民们引以为傲
的是,这个村与 20 世纪 50 年代在全国热映
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有关。影片中讲
述的新中国农村小水利建设故事就是以明
姜水电站为原型拍摄的。 这座 1956 年建成
的我国第一批农村小水电站———洪洞县明
姜水电站，从那时起就开始担负着师屯和周
边五个村子 3000 多户村民的照明、 灌溉及
农副产品加工用电。

然而， 随着山西临汾电网的发展和供用
电体制的改革， 明姜水电站自供区电网建设
和用电管理方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居
民生活用电需求的“瓶颈”，明姜水电站合表
打开也成为临汾供电公司重点工作之一。 从
2001 年开始，临汾公司多次和明姜水电站协
商取消自供区的用电管理模式， 经过两次合
并，2020 年底,明姜水电站自供区内最后 112
户用户也接入了大电网， 享受到国家电网直
供电的低电价、优服务。

这次合并改造，该公司新建和改造低压线
路 2.2千米,并实施了更换电杆、表箱工程,全村
供电线路旧貌换新颜，告别了使用多年的残破
线路，用上了优质安全的国网电。

“以前没有并入国家电网, 冬天想通过
煤改电取暖，但由于是自供区供电，没法享
受国家补贴。 ”70 岁的村民乔拉丑介绍,“现
在供电公司给我们直接供电,不仅服务有了
很大的提升,而且享受到了‘煤改电’、农田
灌溉用电等方面的电价优惠。 ”

去年冬天,来自明姜供电所的工作人员
张苏军、 申红兵来到乔拉丑家检查他家的

“煤改电”设备,享受着供电人员的贴心服务,
乔拉丑乐得合不拢嘴。

“原来一度电 0.5 元, 现在一度电 0.47
元,还有峰谷电价,以前交电费需要前去自供
区的办公地点交,现在给孩子们打个电话,手
机上就把费交了。 ”乔拉丑说,“去年年底裝
了煤改电设备,每年取暖季还能享受一万度
电的国家补贴,取暖方便了,也干净整洁了。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 ”

农村电网改造给广大村民带来了方便,
也给企业降低了负担。

“并入国家电网后, 我们用电价格比原
来降低了, 还享受峰谷电价带来的好处,高
峰期用电 0.7367 元 , 低谷期用电 0.3009
元。 ”中实混凝土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新华打
开手机 APP 介绍：“光电费一项一年就能节
省 2 万元左右 ,而且交费非常方便 ,手机上
就交了。 ”

目前，临汾区域内仅有的两个小水电自
供区已全部并入大电网。 谈及未来，赵新华
高兴的说：“电通了， 发展的路就更宽了；灯
亮了，群众的心就更亮了。 ”

西北电网首次全过程黑启动试验成功
本报讯 6 月 4 日，随着石泉电厂 110 千伏母联开关的合环，持续 17 小

时的陕西电网首次全过程黑启动试验宣告圆满成功。此次全过程黑启动试
验在西北电网范围内尚属首次，标志着陕西电网具备了严格意义上的黑启
动能力，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电力系统
必须具备全停后黑启动并恢复供电的能力。 长期以来，各级电网均落实
了规模不等、以水电为主的黑启动电源，也进行了大量的仿真计算分析，
部分地区还依托动态性能较好的水电机组开展了厂内黑启动试验，取得
了良好的运行经验。 但是，受限于电网结构、装机类型、运行特性等因素，
从机组黑启动到恢复局部电网并最终带部分负荷稳定运行的全过程黑
启动试验，在西北电网仍是空白，全国范围内的成功案例也很少。

针对上述情况，陕西省调积极落实国标要求，排查调管范围内具备黑
启动条件的机组，选定某水电厂作为省内黑启动电源。经与电厂、陕西电科
院、国网汉中供电公司、北京中水科公司等单位进行试验方案论证，并最终
确定了实验方案。 5 月 24 日试验团队按照国标要求组织开展了机组黑启
动试验，确认了机组黑启动能力，利用一周时间完成了机组孤网调速参数
的测试和整定工作，6 月 3 日 8 时整正式开始全过程黑启动试验， 经过近
17 个小时的通力协作， 石泉电厂 2 号机组经经分列运行的 110 千伏母线
和石葛线带葛石变 9.4 兆瓦负荷孤网稳定运行 10 分钟后， 电厂母联开关
同期合环，上述孤网恢复并网运行，本次全过程黑启动试验顺利完成。

本次试验的成功，为陕西电网能源供给绿色转型、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储备了技术。 下一步，国网陕西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将总结经验、深入探索，为安康电厂 80 万千瓦级机组开展 330 千伏电网
全过程黑启动试验做好准备。 （薛怡）

甘青电网加强工程获核准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青海郭隆至甘肃武胜第三回 750 千伏线路工程核准的批复》（发改
能源〔2021〕752 号），核准建设甘青电网加强工程。

据了解， 甘青电网加强工程是国家明确的电网主网架完善重点项目，
是“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工程动态投资 8.08 亿元，主要包括扩建 750 千伏郭隆、武胜变电站，新建
750 千伏郭隆至武胜第三回线路，线路总长 147 千米，其中甘肃段长 68.5
千米、青海段长 78.5 千米。 该工程的建设实施对提高甘青断面电力交换能
力、满足青海电网供电需求、提升青豫直流利用效率、促进西北清洁能源消
纳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杭州首台 220千伏快速开关成功投运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 6 月 5 日， 国网浙江检修公司在杭州 500

千伏涌潮变 220 千伏正母分段投运首台快速开关，这是继 500 千伏瓶窑变
精准负荷控制系统、220 千伏窑大线 DPFC 分布式潮流控制系统之后，又
一项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技术在杭州主网推广应用。

据介绍， 本次 500 千伏涌潮变正母分段开关短路电流柔性抑制工
程， 是继 2020 年 12 月应用短路电流柔性抑制技术的快速开关在 500 千
伏天一变电站 220 千伏正母分段开关投入试运行之后， 浙江地区第三
台、杭州地区第一台快速开关。 该工程在总结宁波示范项目经验的基础
上，采用快速开关与快速解列装置相配合的方式，故障时，分闸速度相比
较普通开关而言，缩短 2 倍以上，可实现 20 毫秒内电网运行方式的动态
变化，从而降低短路电流，在继电保护动作前完成短路电流柔性抑制。

缺缺少少电电网网““连连接接线线””

技技术术之之外外暗暗藏藏更更多多制制约约因因素素

6 月 8 日， 在安徽
省滁州市南谯区腰铺
镇， 安徽省滁州市供电
公司的电力工人在 40
多 米 的 高 空 进 行
OPGW 通信光缆 T 接
作业。当日，安徽滁州电
网“迎峰度夏”工程———
220 千伏滁县变电站至
220 千伏深秀变电站技
改输电线路实现全线贯
通并投产。 该线路全长
28.2 公里，新建铁塔 16
基， 将为滁州地区夏季
高峰用电起到积极保障
作用。 宋卫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