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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燃料料供供不不应应求求，，煤煤电电行行业业如如何何保保供供止止损损？？
■■本报记者 赵紫原

“库存不足三天，买不到煤，只能想
办法掺烧”“月亏千万元也得马力全开，
不能让老百姓没电用”“尽可能使用相对
低价的高硫煤， 还要参与深度调峰，电
厂安全稳定运营是个考验”……记者近
日了解到，当前煤电企业燃料成本大幅上
涨，但难以有效向外疏导，普遍亏损严重且
存在资金周转困难问题。 面临压力，煤电

正想方设法化解难题，全力保供。
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编制

办公室 9 月 18 日发布的《CECI 指数分析
周报》（以下简称《周报》）显示，煤电企业
亏损严重，冬季保供压力加剧。 在此背景
下， 国家采取重点提库和供应的措施，目
前以东北地区和供热电厂补库为主，守住
民生底线。

多地电厂面临库存压力
国盛证券研报分析称，总体来看，近期

电煤增产效果不明显， 供应形势持续偏
紧。研报显示，截至 9 月 15 日，“三西”地区
煤矿平均开工率环比下降 1.6%。 其中，陕
西榆林的煤矿陆续复产，仍有部分矿停产
2-3 天，开工率环比下降 9.6%。

进口煤方面，《周报》显示，受台风影
响，装港拉运受限，港口库存略有回升，
其中秦皇岛港库存继续缓慢回升至 390
万吨左右。但当期港口发运相对谨慎，发
运量无法提升，资源依旧偏紧。 另外，港
口现货报价持续上探， 电厂刚需采购对
价格接受程度仍处被动状态， 煤价继续
高位上涨， 其中中高热值煤种价差创历
史新高， 部分中卡煤单卡价格甚至高于
高卡煤。

电煤供不应求， 旺季电厂存煤标准
被调低。国家发改委 9 月 21 日发布消息
称， 根据有关部门要求完善燃煤电厂安
全存煤制度，降低旺季电厂存煤标准，守

牢 7 天存煤安全底线。其中，电煤消费旺
季原则上电厂存煤可用天数应保持在
7—12 天， 用煤高峰期存煤上限不高于
12 天。

“今年 7、8 月，很多电厂为了保供紧咬
‘牙关’，一度将本不足一周的电煤库存虚
报为 10 天以上。 现在多地电煤库存已
经小于 7 天 ，个别不足两天 ，基本达不
到安全底线。 ”某煤电企业燃料部门人
士告诉记者。

电煤价格会否回落？上述研报指出，9、
10 月尽管是传统民用电淡季， 但工业生
产黄金期到来， 终端需求较为强劲。 此
外，电厂库存低于常年同期，补库刚需仍
存，且冬储需求持续释放，近期大型电厂
采购开始增加。总体来看，煤炭需求仍具
有刚性。 后续，冬储补库黄金期到来，煤
价难以顺畅下跌， 整体将呈现高位震荡
趋势， 电厂集中补库情况及增产保供落
实情况备受关注。

电厂多途径艰难“自救”
电价难以向外疏导，发电企业唯有“自

救”，全方位内部挖潜。 内蒙古达拉特发电
厂日前公开的信息显示，截至 8月，该厂最
大程度掺烧低热、高硫的劣质煤种，降低
标煤单价，同时有效控制供电煤耗、脱硫
剂等费用，总计节省费用上亿元。

“燃煤锅炉对煤质有相应要求，煤
的灰分、水分、硫分、挥发分、发热量
等，锅炉需要根据这些数值进行配套
设计。 ”上述煤电企业燃料部门人士
坦言，“最大程度掺烧低品质高硫煤，
是目前发电行业的常规操作，眼下有

煤烧就不错，还要在安全、环保两条
‘红线’约束下尽可能再掺烧秸秆、污
泥等进一步节省煤炭消耗。 ”

另外， 也有不少电厂通过深度调
峰等辅助服务创收。 据现行政策，我国
大多数地区根据发电机组的负荷率水
平规定其深调收益， 规定负荷率 50%
以上的发电调节是基本义务，不给予另
外补偿；机组出力在 50%以下，可获得
调峰收益。

“参与深调， 频繁启动及大范围负
荷变动，燃煤机组要承受大幅度的温度

变化， 存在关键零部件疲劳甚至损伤的
风险。 通常情况下，燃煤电厂调峰 30%，
即出力负荷 30%已接近极限， 可获得
0.9 元/千瓦时左右的收入， 远高于 0.3
元/千瓦时左右的电量收入。 ”东北某发
电企业人士介绍，“现在电煤紧缺，我们
燃煤发热量 3600－3700 大卡/千克，入
炉设计热值为 5000 大卡/千克，每日还
要进行 30%深调。 虽然目前的现状一定
程度上倒逼了煤电行业能效转型，但内
部释放的潜力还远不能覆盖电煤价格
上涨等增加的成本。 ”

近期国家发改委、商品交易所等多
个监管部门连续重拳打击非法炒作行
为，有业内人士就此提出疑问：“为何在
强有力的调控和指导下，电煤价格不见
回落？ ”

业内专家表示：“监管的强力介入，
并不能改变一个商品价格的中长期走
势，尤其是当与之相关的供需基本面已
发生实质性转变，这说明煤炭实在太过
短缺。 在眼下的消费淡季，动力煤的库
存依然无法累积，且还在快速去库存阶
段。 接下来的冬季采暖、用电新高峰到

来之际，煤电企业该如何应对？ ”
上述《周报》指出，为控制能耗量，

多地已针对高耗能行业实施有序生产
政策，并出台节电措施，后续电力电煤
消耗将明显减少。 “缺煤导致缺电，缺电
引发限电，没有电，工业生产受阻，供应
减少带来价格上涨，这是目前大宗商品
市场交易的主线逻辑。 ”上述专家指出。

沿海某发电企业人士透露，面对高
煤价、电力紧缺和巨额亏损，煤电厂目
前都在坚持能发尽发，西部某煤电大基
地仅 8 月就亏损上亿元，但也依然坚持

在发电。
针对电煤下一步保供压力，《周报》

建议，相关部门继续督导各地按要求做
好增产工作， 确保产量切实有效增加。
同时，加强协调指导，为发电供热企业
煤炭中长期合同补签、 增签创造条件，
确保实现全覆盖。 另外，进一步加强电
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确保所有中长
期合同保质保量兑现；严肃电煤中长期
合同机制，建立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率
与企业信用、铁路运力计划等挂钩的惩
戒机制等。

亏损之下电厂能发尽发

秦皇岛:全电厨房节能减排更安全

关注

本报讯 记者苏南、通讯员李榕榕报
道：“厨房环境舒适了”“餐厅用能成本
降低了”“楼宇物业消防管理更安全了”
记者近日在秦皇岛阿那亚黄金海岸社
区采访时发现，该社区全电厨房的各个
区域全部采用电磁灶、电煮锅、电炸锅
等电器设备烹饪和加工食品，不仅解决
了滨海观光区的环保限制和便利餐饮
问题，而且无油无烟的现代化就餐环境
得到了社区业主点赞。

“由于社区居民较多，餐厅火头旺、油
烟浓，存在燃气泄漏、爆燃、烟道着火等安
全隐患。”阿那亚物业王经理告诉记者，全
电厨房使用电能， 无名火且精准温控，油
烟少、安全系数大大提高。目前，阿那亚黄
金海岸社区的三个社区食堂全部建成了
全电食堂， 同时社区内建筑物由空气源
热泵及地源热泵系统进行供暖及制冷。

据了解，秦皇岛市目前正在大力推

进电替代煤、电替代油、电替代气等项
目，秦皇岛供电公司以百姓厨房为切入
点，在全市推广电应用炊具、全电厨房
等新型家电技术和智能化改造，打造智
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 眼下，全电厨房
零排放、零污染、安全高效等效益正在
逐步显现。

在秦皇岛市昌黎葡萄沟全电低碳
民宿示范店，就餐的顾客络绎不绝。 “很
多顾客看了我们的全电厨房后，直接选
择在此用餐。我们投资 6 万多元建设全
电厨房，不用再担心燃气泄漏，做菜时
也比原来凉快多了。 ”示范店负责人崔
丽敏告诉记者，“大功率电磁灶使用方
便、 加热快， 不仅减轻了厨师的工作负
担， 而且全电厨房电费与以往的燃气费
相比，每月仅多出 20 元-30 元。 ”

秦皇岛市之所以能顺利推进全电厨
房建设， 关键在于秦皇岛供电公司主动

上门勘察，切实帮用户解决问题。
在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 秦皇岛供

电公司通过结合用电情况和原有供电能
力测算分析， 发现日常用电只占额定容
量的 30%左右，表明原有供电能力充足。
基于此， 辖区供电公司为社区量身定制
了供电方案，推进居民生活电气化。

“随着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建设提
速， 配套设施跟进成了秦皇岛供电公司
的一道难题。 ”秦皇岛供电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社区居民用电无非是照明和使
用楼宇空调， 但对越来越多的社区大规
模餐饮来说，电气化就远远不够了。 ”

了解到需求后，秦皇岛供电公司直
击“痛点”，全力协助社区实施餐饮电气
化工程改造，制定合理用电方案，降低
了投资和运营成本。 “项目建成后，工
作人员还定期到社区检查设备及线
路，保障全电厨房用电可靠性。 ”秦皇

岛阿那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电气工
程师程宝利介绍。

随着全电厨房的打造，秦皇岛市用能
正实现全面电气化、清洁化。 以阿那亚社
区三个全电厨房为样本测算，全年用电量
约 226 万千瓦时，可为社区减少用能成本
及人工成本约 453.6 万元，减排二氧化碳
107.2 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加快推进能源生产清洁替代和能
源消费电能替代， 是我国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目标的重要途径。 秦皇岛供
电公司总经理陈建军告诉记者， 该公
司未来将全力打造“能源管家”服务概
念，全面满足客户能源价值主张，为其
提供最优供电方案和能源增值服务 。
同时，继续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电能替
代等模式，打造一批减排效果好、示范
带动强的 “全电产业 ”，为城市电气化
进程按下“加速键”。

大大亚亚湾湾核核电电站站安安全全运运营营超超 1100000000天天

截至 9 月 21日，
大亚湾核电站已实现
安全运营 10000 天，
累计供电超 3800 亿
度，等效减排效应相
当于种植近 90 万公
顷森林。

自商运以来，大
亚湾核电站安全运
营指标稳步保持在
国际前列。 截至今年
6月 30日， 该电站累
计上网电量 3895.63
亿度， 其中对港供电
累 计 达 2794.78 亿
度。 图为大亚湾核电
站全景。

大亚湾核电/图

白鹤滩水电站全部机组
预计明年 7月投产

中新社电 9 月22 日， 白鹤滩
水电站坝前蓄水高程 突 破 810
米 ， 大坝 6 个泄洪表孔首次过
流 ， 大坝表孔已具备泄洪条件。
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已投产发
电，预计 2022年 7 月实现全部机组
投产发电。

白鹤滩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投
资建设的四座梯级电站中的第二
级， 总装机容量 1600 万千瓦，电
站以发电为主，兼有拦沙、防洪 、
航运、灌溉等综合效益。

中国水电八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白鹤滩大坝为混凝土双曲拱
坝，坝顶高程 834 米，最大坝高 289
米，坝顶弧长 709 米，共分为 31 个
坝段。 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坝身
分三层布置有 6 个导流底孔、7 个
泄洪深孔和 6 个泄洪表孔。 “大坝
表孔主要承担宣泄洪水、控制水库
水位的作用，设计和校核洪水位时
总泄量分别为 12529 立方米/秒和
17991 立方米/秒。 ”

白鹤滩水电站具有 “窄河谷、
高水头、巨泄量”的特点，承受的总
水推力达 1650 万吨， 坝身最大下
泄流量 30200 立方米/秒， 用这个
泄洪速度，只需 8 分钟即可灌满整
个西湖。 (胡重林 张素)

云南已退出
301座小水电站

中新社电 日前召开的云南生
物多样性保护系列新闻发布会透
露，云南目前已退出小水电站 301
座， 其中退出涉及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或缓冲区的小水电站 43 座。

赤水河流域云南段建设的 17
座小水电站已全部退出， 有效消
除了电站堤坝对河道阻隔等不利
影响，恢复河道连通性。 此外，云
南省 1641 座小水电站已改造或
建设生态流量泄放及监测设施并
按要求泄放生态流量 ，计划 2022
年底全面完成小水电清理整改。

“十三五 ”期间 ，云南累计
完成河道治理 2661.5 千米， 而且
基本建立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与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群
测群防措施三位一体、 点面结合
覆盖全省的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
防御体系。 （胡远航）

聚焦煤电转型增效系列报道 之 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