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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宣传周期间 ，
南方电网广西玉林供电
局工作人员走上街头 ，
为群众传授安全节能用
电技巧。图为 8 月底，工
作人员在发放安全用电
手册，并讲解安全用电、
绿色节能电力知识。

佘晟/摄

本报讯 为深入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目
标， 助力省市两级政府打造千亿级菱镁产业
集群战略，近来，国网鞍山供电公司以菱镁行
业为依托，聚焦能源转型新业务、能源数字新
产品、能源平台新服务，积极打造菱镁工业互
联网示范工程，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电力支撑，打造节能降耗电力样本。

菱镁工业互联网项目从 2019 年初开始
建设， 目前已经建成菱镁园区能耗监测平
台和覆盖海城菱镁园区的无线专网信息通
道， 接入 19 个菱镁厂区， 监测菱镁炉 162
座，安装能耗监测终端 205 个，共计接入负
荷 93 万千伏安。

该项目针对鞍山地区菱镁产业矿产资源
丰富、用能集中、能源管理粗放、设备安全隐
患较多等问题， 积极探索构建虚拟电厂辅助
调峰、精准负荷控制和能效分析三大功能，解
决峰谷负荷倒置、园区供电能力不足等问题，
实现菱镁产业用能优化。

据了解，电力是我国碳排放最大的行业，
约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40%。 目前，菱镁行业每
冶炼 1 吨矿石将排放 0.5 吨二氧化碳，电熔镁
制品每吨的电耗平均为 3000 千瓦时，行业降
碳缺少切实可行的手段。 该项目开发了基于
用户侧的菱镁综合能耗管理系统 APP， 构建
覆盖海城菱镁园区的专网信息通道， 每日采
集万余条数据， 并应用于电力大数据技术开
展能耗分析， 对操作技术和不同厂家设备进

行对标分析， 查找生产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
用能漏洞，为挖掘能效空间、改进生产工艺提
供技术支持。 以海量数据为支撑，推动菱镁行
业内进行对标， 辅助政府开展用户产量和用
能监测分析，制定行业准入标准。

同时， 该项目在电网侧和企业侧建设精
切主站和子站，优化精切负荷控制方式，改变
传统粗放的“盲切”控制模式，在确保电网安
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将对企业的影响降至
最低。目前，通过该措施已为海城地区释放 15
万千伏安的电力容量。

为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该公司聚合菱
镁可控负荷资源，构建虚拟电厂管理平台，满
足用能企业实时参与电网调峰， 积极助力电
网侧消纳低谷弃风电量， 降低电熔镁企业用
电成本，提升电网清洁能源接纳能力。 以海城
120 万千伏安电熔镁企业容量计算，如果全部
接入平台，按参与实时调峰 1 小时计算，每年
可多消纳弃风电量约 0.3 亿千瓦时，占辽宁电
网 2020 年弃风电量的 50%。目前，该项功能已
完成验证性试验，进入通用性测试阶段。

下一步，鞍山供电公司将继续加大技术
投入 ，坚持 “顶层设计 、统筹协调 、技术支
撑、创造价值”的原则，立足政府、电网、用
户多方需求，释放电网受限容量，赋能菱镁
行业发展，打通新能源消纳通道，满足多元
用能需求，打造多方参与、互利共赢的菱镁
产业转型升级生态圈。 （周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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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电网”助力
中卫云计算产业发展

本报讯 8 月26 日，宁夏中卫市
政府组织召开 “中卫西部云基地规
划”专项会议，电力、燃气、水利、供
热等专业单位共同讨论西部云基地
发展规划事宜。 国网中卫供电公司
全面应用“网上电网”新型系统，助
力中卫云计算产业发展规划。

2013 年以来，中卫市立足自身
资源优势，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
遇，积极融入信息产业发展大潮，大
力发展云计算产业。 2019 年开始，
西部云基地正成为推动全市乃至全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结
构调整的重要动力、 创新创造的重
要源泉。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
之年， 中卫市提出将西部云基地打
造成国内最适宜云计算产业发展的
数据中心产业园区。 电网建设是推
动该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
障， 产业发展的新布局对电网规划
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 国网中卫
供电公司积极应用“网上电网”新型
系统， 结合中卫市工业园区总体规
划、 西部云基地产业发展规划相关
要求及建设目标，充分发挥“网上电
网”全景展示、图上分析、线上作业
等信息化手段开展本次西部云基地
电力规划工作， 为电力规划提供了
新方法、新思路，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质量。 届时西部云基地内电网结构
将进一步优化， 供电可靠性大幅提
升，间隔资源充足，释放出的容量裕
度将全面满足西部云基地新增负荷
需求， 为西部云基地高质量发展提
供充足的电力保障。

据悉，“网上电网”系统各项应
用的全面构建，从技术上、功能上、
形态上推动了数字化、智能化为电
网发展赋能、赋值，进一步促进了
电网企业提质增效与数字化转型
两大任务的相融共进。 “网上电网”
系统的全面应用，切实实现了数据
融合治理与业务提质增效的螺旋
式上升。 （朱涛）

92分钟带电作业
诠释闪电抢修模式

本 报 讯 8 月 29 日 12 时许 ，
甘肃武威城区 10 千伏 112 武西
一线双拥路 5 号杆电信光纤被通
行车辆挂断， 光纤坠落重量导致
15 号杆倾斜，杆上部分导线脱落
搭垂在横担上。

接到抢修命令后，国网武威供
电公司城区供电分公司配电带电
作业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经现场勘
察发现 15 号杆杆体倾斜超过 25
度，杆上高压引线受外力拉扯移位
牵引过紧，一处低压导线从瓷瓶脱
落搭挂在横担上。 由于 15 号杆位
于街心绿化区，浇水后杆基土质更
加松软，如不紧急处理随时可能发
生倒杆断线。

为尽快处理外力破坏造成的
15 号杆安全隐患，带电作业人员利
用中午休息时间完成现场勘察、方
案制定、人员调派、材料准备以及工
作票办理，于当日 15 时展开紧急带
电抢修。

虽已入秋，但中午时分，户外
温度也达到 34 度以上。 抢修现场，
不论是在 13 米高空吊斗中身披
“铠甲”的作业人员，还是吊车铁皮
驾驶室里的忍耐“炙烤”的司机，亦
或被汗水和阳光刺痛双眼的地面
监督人员都各司其职。 工作班成员
争分夺秒地正杆、绑线、调整位置、
加固杆基……

16 时 32 分， 本次带电抢修结
束。 92 分钟内，该公司配电带电作
业人员以用户“无感知”的不停电作
业方式顺利完成本次故障抢修，他
们以高效、精确、专业、敬业的抢修
操作诠释了什么是闪电抢修。

据统计，2021 年以来， 该公司
共开展配电带电作业 115 项， 城区
配网不停电作业化率为 88%， 不停
电作业搭火率 92%， 两项指标均位
于同业对标 A 段。 通过带电作业城
区分公司多供电量 64.1971 万千瓦
时，减少停电时户数 16797 时户，减
少停电户数 5748 户。

自 2012 年建班伊始，该公司不
断拓展配网不停电作业技术， 推动
配网检修、施工、抢修、监测从传统
停电作业方式向不停电作业方式快
速转变，有效降低客户“停电感知”
不良感受， 极大提升了配网智能化
水平和供电服务质量， 为打造坚强
智慧配网、 提升客户获得电力指数
做出巨大贡献。 （樊润红）

川渝电网和电力市场一体化发展正跑
出加速度。近日，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发
布 《川渝一体化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
营规则（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称，
在省级电网出现预测调峰资源不足或者无
法完全消纳本省可再生能源时， 由市场运
营机构及时启动电力调峰市场。

在业内人士看来，《意见稿》 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进一
步实现调峰资源跨省互济， 促进清洁能
源消纳。随着市场“蛋糕”越做越大，多资
源区和多类型机组之间实现充分竞争，
未来跨省的市场化交易和协同调节将是
大势所趋。

“软”作用亟需“提档升级”

川渝两家电网原为一体， 两地分设后
也一直紧密联系， 尤其是随着成渝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提速， 四川电网与重庆电网的

联系也将更为“如胶似漆”。记者采访获悉，
从去年开始，川渝两地均期待加快实现“川
渝电网加强、川电送渝加量”。

虽然四川省水电外送电量已连续 7 年
突破千亿千瓦时，但其弃水压力仍不小。在
业内人士看来，“川电外送” 的另一种方式
是就近消纳，即建设川渝 1000 千伏特高压
交流网架。 不过，近年来，受用电负荷结构
变化、 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等因素
影响，重庆电网调峰困难问题日益突出。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1-7 月四川、重庆
两省新能源并网消纳率均达 100%。 “为实
现两地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效利用，除
了电网建设的‘硬’实力外，电力交易、电力
调度等枢纽平台的‘软’作用也需‘提档升
级’，《意见稿》的出台恰逢其时。”一位业内
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位不愿具名研究人士分析认为，西
南区域水电调节性能整体较差， 丰水期负
荷低谷时段存在清洁能源弃电现象， 去年
因调峰产生弃水电量达 110 亿千瓦时。“四
川、西藏丰水期低谷时段调峰问题突出，采
用弃水、跨区直流临时增送予以缓解；重庆
春秋峰谷差大，调峰问题突出，采用火电启
停调峰和组织临时交易可予以缓解。不过，
不容忽视的是，调峰困难时段，以上各类调
峰措施已基本用尽。 ”

申报价格上下限不宜太窄

《意见稿》显示，市场运营机构为电力
交易机构和电力调度机构， 市场主体包括

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初期，买方、卖方发电
企业申报和摘牌信息由省级调度机构汇集
和转发。 省级电网出现预测调峰资源不足
或者无法完全消纳本省可再生能源时，由
市场运营机构及时启动电力调峰市场。 市
场主体自主自愿参与市场，按照“谁提供、
谁受益，谁接受、谁承担”的原则，公开、公
平、公正运营。

记者了解到， 市场运营初期将采用
“卖方集中竞价统一边际价格出清、 买方
摘牌”交易模式，后续结合市场发展，可探
索买方挂牌、 卖方摘牌以及双方报价、撮
合成交等交易模式。 市场运行初期，卖方
申报价格下限暂定为 0.12 元/千瓦时，根
据市场运行情况对卖方申报价格下限适
时进行调整。

记者致电华中监管局，相关人士表示：
“《意见稿》正在征求意见，需要稍等一段
时间解读。 ”重庆电网相关人士回复记者：
“有的内容还需要修改， 暂时不便发表意
见。 ”业内人士表示：“设置下限是市场机
制设计的问题，暂时不好评价。 ”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电力经济与电
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陈皓勇对记者直言：“卖
方申报价格设下限不奇怪， 可避免恶性竞
争，给各个机组一个基本保底收益。 但是，
价格限制不能设得太窄，限制设的特别窄，
容易走入伪市场误区。 ”

建议提前布局储能交易机制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 跨省的市场

化交易和协同调节是电力市场未来发展趋
势。在川渝开始构建电力统一市场之前，西
北地区、华中地区等早已开始跨省交易，体
现了区域资源协同调用和调节的理念。

“站在储能角度讲，四川、重庆一带
储能的参与空间还未激发， 参照近日发
布的可再生能源购买储能服务的政策，
建议川渝一体化电力调峰市场超前在辅
助服务市场中予以布局， 明确储能等新
主体身份和交易机制， 进一步促进区域
调节能力的提升。 ”上述业内人士向记者
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电网规模越大，电网
一体化运行和调度业务协同的特征就越
明显。 电网实时监控、分析决策、生产组
织、 运行管理等业务涉及同一电网内的
多家调度机构， 客观上要求各家调度机
构的调度自动化系统必须实现信息共
享、功能联动和业务交互，共同支撑大电
网运行。

记者了解到，继川渝《意见稿》之后，国
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近日又发布了 《新型
主体参与华中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规则
（征求意见稿）》，明确包括储能装置、电动
汽车、充电桩、虚拟电厂及负荷侧各类可调
节资源在内的新型市场主体可通过该市场
规则参与提供跨省调峰辅助服务。“该规则
在国内首创新型市场主体通过提供省间调
峰辅助服务， 从相关省间电能量交易中获
取价差的收益模式，具有可复制、可推广、
易操作等优势。”国网华中分部调度处副处
长黄海煜表示。

跨省的市场化交易和协同调
节是电力市场未来发展趋势。 在川
渝开始构建电力统一市场前 ，西
北、 华中等地区已开始跨省交易，
体现了区域资源协同调用和调节
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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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峰谷负荷倒置、园区供电能力不足等问题，实现菱镁产业用能优化———

菱镁工业互联网项目赋能行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中

老铁路连接中国昆明到老挝万象，
是一条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160 公
里的电气化铁路。 8 月 31 日，中老
铁路国内段供电工程全线（除停电
π 接部分）均已完成建设，达到送
电条件。 这标志着中老铁路外部
供电项目全部建成，为今年年底前
实现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
目整体线路长 936.8 公里，分为中
国段、老挝段，分别由中国南方电
网公司、老中电力投资公司（南方
电网云南国际公司与老挝国家电
力公司合资）投资建设及运维。 中
国段新建 3 座 220 千伏开关站、35
条 220 千伏线路， 为 14 个牵引变
电站提供可靠用电； 老挝段新建
115 千伏线路 20 回，配套扩建 115
千伏变电间隔 11 个， 将电气化铁
路 10 座牵引变电站接入老挝国家
电网， 老挝段工程建设已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完工。

中老铁路途经中国云南玉溪、
普洱、 西双版纳及老挝的北部森
林、琅勃拉邦等地区。 这里森林密
集、自然环境保护完好，其中云南
西双版纳、老挝北部，森林覆盖率
均超过 78%。

“在这里做工程，必须把‘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
于整个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
设的方方面面。 无论国内国外，我
们秉持同样的最高环保标准，从规
划开始，通过技术等多种手段减少
土地占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南
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基建部总经
理颜涛说。

为减少工程施工对生态环境
造成破坏，高低腿铁塔在中老铁路
外部供电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过去， 立个铁塔可能要削平一个
山头，现在用了不等高技术，根据
每一个山地的山势来确定铁塔四
角的长度，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植被
的破坏。 ”老中电力投资公司总经
理、中老铁路老挝段外部供电项目
负责人黄文刚说，现在的铁塔也比
以前更高， 从 30-40 米， 升高到
60-80 米不等，既减少对周边植物
的破坏，也保留了动物迁徙通道。

中老铁路是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与老挝 “变陆锁国为陆联国”
战略对接的重要项目，将于今年年
底通车。老中电力投资公司董事长
杨蓉晖表示：“中老铁路将成为一
条绿色低碳的电气化铁路。我们将
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一起，全力做
好供电保障，与各方共同打造这条
致富之路。 ”

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全线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