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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截至至 77月月中中旬旬，，1111个个省省级级电电网网负负荷荷创创新新高高，，电电网网进进一一步步承承压压——————

高高温温导导致致电电网网超超负负荷荷运运载载？？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核心阅读

天气因素仅是电网超负荷运载的导火索之一。 近年来，电网建设滞后于
电源建设，让部分电网线路的承载负荷压力越来越大。同时，现存电网柔性和
弹性不足，资源优化调度能力欠缺，也进一步放大了风险。

今夏第一波用电高峰已经来临。 根
据统计， 截至 7 月中旬，11 个省级电网
负荷创新高。 国家能源局 7 月 28 日披
露， 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已连续 6 个月创
历史新高。

据了解，7 月 14 日全国日用电量刷新

历史纪录，达到 271.87 亿千瓦时，比去年
夏季的最高值增长超过了 10%， 相较于今
年初的极端寒潮天气情况下用电量增长也
超过了 4.7%。

高温之下， 电网也面临着超负荷运载
的考验。

7 月 19 日，在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金贤东透露，随
着全国气温不断攀升， 空调用电快速增
长，全国用电负荷和日发电量持续攀升，
7 月上旬均已经突破去年夏季峰值，局
部地区高峰时段供需出现偏紧。

许家瑞认为， 不可否认极端天气与
夏季空调用电高峰叠加所造成的影响。
“主管部门正积极推动电网企业深化电
网供给侧的改革。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
电网企业将持续跟踪用电负载情况，细
化与滚动式调整应急保供方案， 以应对
突发性的过载断电事件。 ”

一位发改委专家表示， 个别地方存

在电网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电网建设从选址开工到线路送出、电缆
敷设，涉及多个管理部门。 当前，个别地
区的电网改造工程还在路上， 这增加了
停电的发生概率。 ”

上述电网系统专家告诉记者， 随着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电力供需高速增
长，而电网建设滞后于电源点建设。 “电
网不仅成为制约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瓶
颈，而且超负荷运载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同时， 由于电网建设滞后， 导致大量窝
电，一边是超负荷运载，一面是有电送不
出去， 使得能源和资源无法发挥出最好
的效益水平。 ”

“对于直流输电来说，直流的大导体
本身就是一个高耗能器件，易损性极高，
在长期超负荷运载的状态下， 将加速变
压站疲劳运载，极易出现问题。看似微不
足道一个点上的问题，一旦失控，很可能
引发大面积停电事故。”业内相关技术人
士告诉记者。

不过，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无论是
窝电、缺电，还是电网超负荷运载，不仅
体现在硬件上的问题，更体现在软件，即
调度和控制能力上的问题。因此，从这个
层面来说， 不是单纯投资建设硬件就能
解决， 而是要改变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
方式，使其更具柔性和弹性。

供需偏紧让电网承压

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亟待提升电网资源调度能力

数据显示，为保障高峰时期用电，国
家电网加大跨区送电力度， 最高峰时段
跨区送电容量首次超过 1 亿千瓦。 国家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朱伟江表示，
受天气因素的影响， 叠加经济快速发展
的态势， 造成了 7 月中旬以来用电负荷
出现明显上升， 形成了今夏第一波用电
高峰。

头豹研究院分析师许家瑞告诉记者，
夏季通常是电网负荷最大的时段， 而今年
6、7 月以来，副高势力异常偏北、偏强，我
国多地的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且暴雨等极
端天气频发，电力供需矛盾突出、安全生产
压力集中。

“整体来说，副热带高压、台风等热带
系统相互作用复杂，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气

象可预测性较低。 若未来我国持续出现长
时间高温天气和极端暴雨天气， 则电力需
求将进一步提升。加之今年电煤供应紧张、
价格持续走高，电力平衡将进一步趋紧，供
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 许家瑞说。

实际上， 天气因素仅是电网超负荷运
载的导火索之一。 一位电网系统退休专家
认为，近年来，我国电网建设非但没有得到
改善，反而随着各类电厂的大量建设，以及
城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 让部分电网线路
的承载负荷压力越来越大。

“对电网建设的长期投资不足，必然会
影响电网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从现在的发
展趋势来看， 未来电网的超负荷运载压力
会越来越大。一旦发生事故，将导致巨大损
失。 ”该专家表示。

“现阶段全国建成特高压输电线路
已达 23 条，‘西电东送’平均日规模接近
3 亿千瓦，2020 年全年跨省跨区送电量
达 21492 亿千瓦时。 这在技术层面提升
了电力系统的调峰能力。 ”许家瑞认为。

上述电网系统专家表示，缓解电网
超负荷运载现状，长期来看，就要加速

输电线路构建成网。这需要从规划落地
到建设实施统一协调，并且需要较长的
周期。

“短期来看， 要着力提升电网资源
优化调度能力。加快推进重点电网工程
项目建设和配电网升级改造，帮助电网
企业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充分发挥跨区

跨省通道输送能力，利用各地负荷余缺
差异，组织开展电力交易。 ”该专家强
调，“要同时着力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
调节能力。积极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和新
型电化学储能开发建设，加强应急备用
和调峰电源能力建设，提高电力应急保
障能力。 ”

本报讯 7 月 29 日， 国网苏州供电
公司推出 “全电共享” 电力设备租赁服
务，这是该公司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减负增效的又一有力举措， 也是目
前国内首个实现正式用电设备模块化租
赁的新模式。

苏州是我国第三大出口城市， 一直以
来吸引着全球先进技术、管理、人才和产业
的转移。 海外疫情的影响加速了海外部分
产能向苏州转移的速度， 这也加大了企业
用电的波动性。数据显示，近两年苏州年均
有 12.1%的新客户于当年就调整了用电容
量， 反映出的是企业对电力启停用灵活性
的更高期待与需求。

“传统模式下， 客户正式用电所需的
变压器等电力设施， 只能通过采购的方
式， 这对于电量波动较大的客户而言，不
仅投资成本高，而且建设周期长、日常维
护专业性高，无法满足客户更加灵活的用
电需求。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
主任李洁介绍。

此次国网苏州供电公司推出的“全电

共享”服务，以模块化预制式配电设备租
赁为核心，通过“以租代购”和“模块化”施
工，为电力客户提供搭建灵活、安全可靠、
服务多元的全新办电体验，帮助企业不仅
可以根据生产需求随时退租、自由增减供
电容量， 大幅降低企业初期资金负担，还
能进一步精简办电流程、 压减施工时长，
有力保障企业减负增效，切实为企业办实
事、解难题。

位于苏州市虎丘区的苏州明远汽车零
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是首批“尝鲜”的企业
之一。 该企业是全球主要汽车安全气囊气
体发生器核心部件供应商，产品远销泰国、
欧洲等多个地区。今年以来，受海外疫情影
响，企业出口订单大幅增加，急需新装一台
1630 千伏安的变压器， 用于新产线的供
电，从而锁定出口订单。 6 月 28 日，在接到
了企业的用电申请后， 苏州供电公司能源
智慧管家余峰向该企业提前介绍了 “全电
共享”服务，并邀请该企业作为首批试点企
业体验服务。 “如果是采购设备，我们一次
性要投入约 50 万元，每年还要 2 万元的运

维费用。 租赁设备每年只需要支付租赁费
8 万元，就能享受到设备安装、运维、抢修
等全租赁周期的管理服务， 初期投入成本
下降了 84%，到期后还可续租，也可买断，
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该企业法人姚卫
兵说。

“全电共享”电力设备租赁服务不仅能
为企业省钱还帮企业省时。 据介绍，“全电
共享”服务新模式将原先 10（20）千伏 18
种内部工程设计方案简化为 6 种典型设
计。 服务商基于典型设计提前预制统一标
准的变压器、进线柜、计量柜等设备模块，
只需要根据客户用电需求灵活配置预制模
块，即可在现场快速完成拼装，大幅压缩了
施工的周期。此外，企业还可结合自身状况
自主选择电费代交、设备运维、节能改造以
及清洁能源、 充换电等项目建设与运维等
增值服务， 真正享受到 “用电全过程一站
式”的电力服务，使客户接用电省心无忧。

同样享受到该项服务“红利”的还有位
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康代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该企业是一家全球行业领先的

自动光学检测设备供应商， 随着海外产能
转移国内， 急需在 15 天内完成增容送电。
“如果按照传统模式，从工程设计、图纸审
核、设备招采再到工程施工，至少需要 57
天，而在租赁模式下，用电企业只需要向服
务供应商提出用电需求即可一步到位，整
个周期仅需 10 天时间 , 较原先缩短了
82.5%。 ”国网苏州市工业园区供电公司大
客户服务部班长周文勇说。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顾水福介
绍说，“全电共享” 服务是该公司为企业解难
题办实事的一次尝试， 未来该公司将还积极
推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平台搭建， 促进电力设
备租赁服务市场的完善， 努力为广大企业客
户提供更加优质多元的接电服务。

“更加多元化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
供电服务， 能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
难、外贸企业电量波动大、科创企业成果孵
化周期长等所带来的用电经济压力， 对于
提升企业发展信心， 盘活市场基本面具有
积极作用。”苏州市商务局外贸处处长沈建
春说。 （张聪 周磊）

通过“以租代购”和“模块化”施工，为电力客户提供搭建灵活、安全可靠、服务多元的全新办电体验——

苏州首开用电设备模块化租赁先河

高温天气考验
电网安全可靠性 。
日前， 国网河北省
正定县供电公司对
临济站开展高温天
气特巡， 保障用户
用电安全。

耿子斐/摄

河河北北正正定定：：高高温温特特巡巡 保保用用电电安安全全 山东实施空气源热泵
负荷省调侧调控试验

本报讯 日前， 山东威海 10 个小
区通过山东省电力公司源网荷储协同
调度与控制平台参与电网的调度与控
制， 加快了电力系统向源网荷储协调
互动模式的转变， 提升了新能源发电
消纳能力。 这是全国首次万千瓦级别
空气源热泵负荷省调侧直接调控试
验， 标志着向新能源为主体的大电网
功率平衡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空气源热泵是中央空调的一种，
随着北方“煤改电”的发展，采用空气
源热泵冬季采暖的方式正在兴起。 中
央空调负荷被视为新能源发电的 “储
能罐”。 试验数据显示，空气源热泵负
荷接收全启、全停控制调控 1 小时，水
温变化 1—2 摄氏度，用户几乎不会感
受到室内温度的变化。 空气源热泵负
荷纳入山东省电网的自动调节， 充分
利用电网峰谷电价差额， 预计节省成
本 10%左右， 未来参与辅助服务市场
运营将会有更大的盈利空间，更经济、
高效地满足用户供暖需求。

作为此次试验的技术支撑方，国
网山东电科院早在 2017 年就开始了
中央空调负荷直接调控试验。

2020 年，“山东省网源监督服务技
术平台”的负荷聚合技术应运而生，该
平台就像一个可移植、可复制的“高级
插件”，代表着国网山东电科院该项技
术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这个“高级插件”可以安装在市、
县公司和调控中心之间， 当电网中的
“高级插件”越来越多的时候，海量的
中央空调负荷将为新能源消纳提供源
源不断的“储能”支撑。

依托该平台， 实现了山东省调侧
对国网山东电科院、 东营供电公司两
家单位中央空调的精准柔性控制。

同样依托该平台， 威海 “精致电
网” 建设有序推进。 在威海试点过程
中，全启、全停的状态下，此项技术能
够支撑实现 1 万千瓦的负荷。 预计能
实现供热成本将从每平方米 20 多元
降低到每平方米 16 元左右。

继与东营供电公司合作后， 国网
山东电科院又陆续与德州、淄博、烟台
等地供电公司合作， 通过山东省电力
公司调度中心对市县 8 座楼宇空调直
接调控……

据悉， 国网山东电科院历经多年
产学研用合作攻关， 突破了中央空调
负荷精准建模和柔性调控等关键技
术，理论成果丰硕，发表 SCI/EI/中文
核心检索论文 2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10 余项。其中，柔性中央空调负荷建模
及精细化调控程序方面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张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