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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以来，各地迎来高温天气，在江苏南通 500 千伏通海输变电工程现场，江苏省送变电有限公司施工人员顶着
35℃高温推进工程进度，保障如期完成施工任务。 据悉，该工程作为江苏海上风电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能够汇集
并送出射阳和如东地区约 400 万千瓦海上风电，助力江苏电源结构不断优化。 史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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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边边是是改改造造后后日日益益完完善善的的电电网网架架构构，，一一边边是是卷卷土土重重来来的的停停电电频频发发

西西安安频频繁繁停停电电根根源源何何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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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启动送电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本报讯 记者苏南报道： 8 月 6 日，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陕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启动送电。

陕北—湖北工程起于陕西省榆林市， 止于
湖北省武汉市，途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 4
省，线路全长 1127 公里。送端连接陕北能源基地
和西北 750 千伏交流电网，受端接入湖北负荷中
心和华中 500 千伏交流电网。 工程额定电压±
800 千伏、额定输送容量 800 万千瓦，总投资 185
亿元。

据悉， 陕西能源资源丰富， 是我国能源大
省，目前探明的能源保有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陕
北地区煤炭资源分布广、储量大、煤质好、易开
采，电源建设成本及发电成本均相对较低。 陕西
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资源十分丰富，开发潜力
大，多能互补优势明显，2020 年新能源装机容量
接近 2000 万千瓦，且主要集中在陕北地区，预计
“十四五”末陕北新能源装机将达 4000 万千瓦以
上，并与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西北电网紧密互联，

多能互补优势明显。 陕北—湖北工程建成后，将
有力推动陕北能源基地集约化开发和电力大规
模外送，促进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有效引导相关
产业合理布局。

湖北省是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省
份，用电需求较大，由于一次能源资源匮乏，土地
和环保空间有限，保障电力供应的压力较大。 采
用特高压工程将陕北能源基地电力直送湖北负
荷中心，每年输送电量 400 亿千瓦时，相当于替
代受端原煤 1800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2960 万
吨，可有效缓解湖北及华中地区中长期电力供需
矛盾，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今年入夏以来，
湖北电网最大负荷已创历史新高， 达 4343 万千
瓦。 陕北—湖北工程启动送电后，将成为湖北电
力可靠供应的重要保障。 陕北—湖北工程与华中
已有特高压工程配合，可充分发挥特高压电网大
容量、远距离、低损耗优势，有力支撑华中特高压
交直流主网架构建，优化当地电源结构。

特高压电网投资大，中长期经济效益显著，

具有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等优势，可有力带动电
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上下游产业。
陕北—湖北工程连接湖北和陕北， 直接带动设
备生产规模约 120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超过 4 万
个， 带动电源等相关产业投资超过 700 亿元，助
推输变电设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依托陕北—湖北工程，国家电网公司推进±
800 千伏、输送容量 800 万千瓦的“双八百”特高
压直流技术、设备和设计的标准化，解决了长期
制约我国输变电行业发展的套管 “卡脖子”难
题，批量应用国产套管，带动了特高压直流全产
业链国产化和创新发展。

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14 交 13 直”特
高压工程， 在运在建特高压工程线路长度达到
4.5 万公里，变电（换流）容量超过 4.8 亿千伏安
（千瓦），累计送电超过 2 万亿千瓦时，特高压大
电网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促进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

核心阅读

在业内看来，西安停电经过今年的“热搜”发酵未必是坏事，有利于避免规划中的短
视现象，推动城市电网规划更具前瞻性和科学性，从而为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产业
扩大做足准备，留足空间。

今夏以来，西安停电频发，将“西安停电”这一话题
送上网络“热搜”，截至记者发稿，阅读量已经突破 2亿。

一边是改造后日益完善的电网架构，一边是意想
不到的频繁停电，西安停电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电电网网改改造造困困难难重重重重

近年来，随着电网改造力度加大，西安电网容量
持续优化，停电正成为远去的记忆。然而，意想不到的
是，今年夏天，停电却以猝不及防的方式重新闯入西
安人的生活。

对此，有居民感到不解，西安已持续进行了多年
的电网改造，为何今年夏天停电卷土重来？

“电网建设从选址开工，到线路送出、电缆敷设，
涉及多个主管部门和单位，不是电网企业一家能独立
完成的。当前，变电站建设选址难、输变电工程规划落
地难，使得西安电网改造困难重重。 ”陕西地方电力系
统的一位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

以西安市西郊地区为例， 目前为该地区供电的
330 千伏河寨变和草滩变供电能力严重不足，近三年

来持续重载运行，不得已采取限制用电措施。
对此，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西安西郊地区有

330 千伏输变电工程的建设计划， 如果工程顺利实
施，将显著提升电网负荷能力。 虽然 330 千伏输变电
工程变电站建设已经完工，但后续施工并不顺利，鉴
于部分居民对变电站辐射等方面的顾虑，“要电不要
变电站”等因素导致工程尚无法投用。

此外，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西安 110 千
伏变电站分布并不合理。 “过去五年的西安电网规划
中，部分区域的 110 千伏变电站较少，比如，曲江南湖
边的众多小区均由一个 110 千伏阅江变电站供电，一
旦夏日用电高峰来临，超负荷运载是必然结果，很容
易引发停电问题。 ”

根据公开信息，今夏若继续出现高温天气，仅西
安西郊地区限电缺口将达 14.2 万千瓦。

据业内人士透露，造成西安停电、缺电的根源并
不是电源装机容量不足，而是电网的调配能力欠缺，
特别是集中在配电网环节。 这也是要集中力量进行
配电网改造的原因。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十三五”以
来， 西安电网建设完成投资 97.5 亿元， 新增变电站
32 座，增容变电站 35 座，新增变电容量 1506 万千伏
安（110 千伏-750 千伏）。即便如此，电网改造速度仍
赶不上用电需求增长速度，变电站站址落实困难、电
力廊道资源紧张导致有电送不出。

“电网的改造规划往往是五年、十年的规划，需
要适当超前谋划， 现在西安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远
超电网规划预期， 这使得西安电网改造还未彻底完
成就已经滞后于现实需要了。 ”北京北变微电网技术
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祝振鹏表示，“2020 年西安生产总
值突破万亿， 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跨入万亿俱乐部的
城市，其城市人口达到 1300 万，增量全国第四。 经济
社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电网改造的速度。 ”

“与几十年前，电源点不足导致的缺电不同，
目前西安缺的并不是电量，而是电力。今年迎峰度
夏期间， 适度偏紧的供需关系暴露了当前电力供
应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上述业内人士称。

在业内看来，西安停电经过今年的“热搜”发酵
未必是坏事，有利于避免规划中的短视现象，推动城
市电网规划更具前瞻性和科学性， 从而为城市经济
发展、人口增长、产业扩大做足准备，留足空间。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 解决停电
难题，唯有合理规划，落实变电站用地、电力通道走
径等，加快电网建设。

该负责人透露，根据目前规划情况，“十四五”期
间，西安电网规划投资 241 亿元，按照“750 千伏绿色
输电、330 千伏进城下乡、110 千伏双链互联、10 千伏
环网拉手”的发展思路，建设 750 千伏西安西、西安

东变电站，330 千伏中心变等 9 座 （不含 5 座备选）
330 千伏变电站， 建设 110 千伏尚贤变等 61 座 110
千伏变电站。 若规划变电站及其送出工程均可落地
建成，西安电网网架结构、供电能力和可靠性均可大
幅提升。

“既要硬件跟上，又要有软件保障。 从根源上解
决西安停电问题， 电改 ‘最后 100 米’ 的突破很关
键。 ”陕西地方电力系统相关人士表示。

上述业内人士也表示， 配电网改造解决的硬件
问题，而只有扎实推进电改，激发整个电力系统的灵
活性，才能更有效避免停电的发生。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成立
陕西实现“一张网”融合发展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8 月 6 日， 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在北京和西安召开国网陕西省
电力有限公司揭牌视频会议，标志着双方共同出资成立
的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由于历史原因，陕西形成了国网陕西电力和地方电
力“一省两公司”的特殊经营格局。 两套管理机构、两个
管理体系并存，也衍生出电网规划不统一、重复投资建
设、交叉供电、电力直接交易受限等问题，难以适应促进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更好服务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等新的形势要求。

7 月 13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签
署了《关于理顺管理体制实现融合发展的框架协议》，决
定共同出资组建“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简称“新
公司”），负责陕西省行政区域内电网规划建设、运营管
理，负责电网系统安全，保障电网公平无歧视开放，按国
家规定履行普遍服务义务。 此次挂牌，标志着陕西电网
融合发展迈出关键一步。

据悉，新公司将逐步整合国网陕西电力和陕西地电
公司机构、人员、业务和资产，实现全省电网“四统一”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融合发展
后，新公司将实施精准投资，促进各级电网协调发展，加
大电网投资力度，加快实现全省“一张网”，加速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甘肃今年已完成
电网投资 38.82亿元

本报讯 8 月 3 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国网甘肃
省电力公司“办实事、开新局”新闻发布会。 会议通报，甘
肃电网建设已进入快车道，2021 年计划电网投资 67.34
亿元，其中实施农配网工程投资 52.82 亿元，目前已完成
电网投资 38.82 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296.3 亿元、同比
增长 15.9%。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支撑甘肃释放优
势潜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克服自身经营困难，计划电
网投资 433.2 亿元，较“十三五”增长 29.64%。 甘肃电网
建设的经济带动效应充分发挥， 加快了特高压外送通
道建设，按照“用好第一条、抓紧第二条、筹划第三条”
甘肃特高压发展思路，配合加快常乐电厂 3、4# 机组建
设， 酒泉至湖南特高压输电线路上半年利用小时数同
比增加 240 小时，全年计划提升至 3675 小时。

加快推进省列重大电网项目建设，今年负责省列重
大项目 4 项、 总投资 257.56 亿元，2021 年计划完成投资
24 亿元，甘肃省“十四五”首个能源项目———兰临 750 千
伏输变电工程已开工建设；郭隆至武胜 750 千伏第三回
线工程正式开工、年内建成，中兰铁路外部供电工程预
计 9 月建成投运，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完成投资 12.38
亿元。

与此同时，甘肃电力全域优化营商环境，优化供电
服务体系。 建立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 “208+N”机
制，与甘肃政务网、“甘快办”等政务平台互联互通，新
装业务线上办电率 99.79%。坚决落实减税降费和降价
政策，预计全年减少一般工商业、大工业等用户用电成
本超过 83 亿元。 配合政府做好转供电加价清理， 累计
为客户减负 9400 万元。 （李明娟）

规规划划滞滞后后赶赶不不上上发发展展速速度度

需需从从根根源源解解决决停停电电问问题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