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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随着最后一
档导线缓缓牵引到位，山东
智圣—沭河 500 千伏线路
工程实现全线贯通。 该工程
建成后 ， 将进一步增强临
沂、日照电网与山东主网的
联系，保证上海庙—临沂特
高压直流电力的疏散消纳。
图为架线施工作业现场。

徐迎华/摄

山山东东智智圣圣——沭沭河河 550000千千伏伏线线路路工工程程全全线线贯贯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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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院院士士周周孝孝信信：：

““两两个个构构建建””是是能能源源领领域域碳碳中中和和的的根根本本路路径径
■■本报记者 韩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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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本报讯 9 月 21 日，在由联合
国全球契约组织举办的 2021 青年
SDG（可持续发展目标）创新者峰
会上，来自国网苏州供电公司的青
年创新团队———“苏供·电博士”，
以直播形式向全球分享了中国青
年推动可持续发展企业商业问题
的解决方案，展现中国企业致力于
可持续发展责任形象和中国青年
的创新力量。

据悉，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隶
属于联合国秘书处，是世界上最大
的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
展的国际组织，拥有来自 170 个国
家的 1 万余家成员单位。 2019 年，
该组织发起了“青年 SDG 创新者”
项目, 通过指导成员企业的青年骨
干提出可持续发展企业商业问题
解决方案， 推动 SDG 转化为社会
和经济价值。2020 年中国首次参与
“青年 SDG 创新者”项目，经过 10
个月的挑战， 最终从全国 12 支青
年创新团队中评选出 2 支参加
2021 青年 SDG 创新者峰会， 向全

球分享中国企业的 SDG 企业商业
解决方案。

2021 青年 SDG 创新者峰会
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召开的
“团结全球企业·线上直播大会”
四大活动之一， 聚焦目前已经成
熟的合作和行动解决方案， 推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商业雄
心。 此次活动以线上直播的形式，
展示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
拿大等 16 个国家 32 支青年队伍
的可持续发展商业企业解决方
案， 并吸引了来自全球商界、政
府、学术界、社会组织和联合国约
15000 名与会者。

“苏供·电博士”团队积极对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7 （经济适
用的清洁能源）、目标 9（产业、创新
和基础设施） 和目标 13 （气候行
动）， 致力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下
的雷电防护问题，提出了《动态防
雷———全球气候变化下的新型雷
电防护解决方案》。 该方案借鉴中
国传统文化“大禹治水”中“堵不如

疏”的思想，根据社会可持续发展
理念， 通过集约化的基础设施建
设、智能化的系统动态管控和普适
化的技术应用，在全球首创了基于
“跟踪、预测、控制”的动态防雷体
系，构建一种适用于多行业的主动
型系统级的动态防雷模式。

该动态防雷体系的雷电探测
范围可达 1 万平方公里以上，在重
点区域可以比传统天气预报提前
40 分钟以上预警，准确率提高了两
倍，大幅减少雷击跳闸所带来的停
电损失， 并可应用于石化仓储、交
通运输、信息通讯、户外作业等全
社会多个领域，全面提升各行业应
对雷电灾害的水平，推动全球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动态防雷项目有效拓展了青
年 SDG 创新者项目的研究范围，
对于推动企业商业可持续发展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联合国全球
契约组织青年 SDG 项目负责人
Bruna Elias 对“苏供·电博士”的项
目表示肯定。 （张聪 苏俊霖）

“苏供·电博士”向全球分享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记者近日从南方电
网海南电网公司获悉，截至 8 月底，该公司累计
为 8645 户充换电基础设施提供直供电服务，充
换电服务业电量达 2.72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73.4%，为海南自贸港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位于海口市长滨路长流供电所营业厅停
车场内的蔚来长滨路换电站，工作人员帮忙将车
倒进换电站。 换电启动后，车辆会被缓缓抬高，底
盘机器会自动完成电池更换，整个换电时间大概
持续几分钟。

据了解，这是海南电网公司与蔚来汽车海南
区域公司合作共建的首座换电站的日常工作模
式。 “目前，全省每天换电次数已经突破 400 次，
并且单量在持续上涨。蔚来长滨路换电站储备 5
块电池，日均换电量在 50 单左右。 ”蔚来汽车海
南公司电源管理负责人邢阳介绍， 该换电站正
在规划合理扩展，增加车主休息室，以提升用户
体验。

今年 4 月，为在电力服务资源共享模式上进
行创新，海南电网公司与蔚来汽车合作投运了蔚
来海口长滨路换电站。 海南电网公司发挥在配
电、场地等方面的优势，蔚来发挥运营优势，双方
在资源共享、共建合作充换电场站、电动汽车与
电网互动、清洁能源消纳、充电技术、储能、品牌
运营等多个业务领域开展合作。

据介绍， 该换电站月均用电量约 7 万余度，
全年用电量在 100 万度左右。 “接下来，我们会择
期把这个站更新为二代站，到时每天最高可完成
312 次换电，并配备有 100 度电池。 ”邢阳介绍，与
一代站相比，二代站除了增加电池外，车辆可以
自动入库，换电时间也将缩短一半，全程车主不
需要下车，整个过程更加智能化，用户体验更好。

“十四五”期间，海南全省范围内将建成充电
桩 33.7 万个、公共充换电站 430 座。 为积极推进
充电桩项目投资建设， 海南电网公司累计投资
1.97 亿元，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1645 个，实现省内
所有市县和东线、西线、中线高速公路重点区域
全覆盖。

此外，海南电网公司对 10 千伏电压等级的
充电基础设施，负责投资建设线路延伸至客户
红线，为充电基础设施客户节约办电成本 2740
万元。

据介绍，为全力做好充电基础设施电力供应
保障，海南电网公司还将进一步提升电网对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接入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规划中
充分考虑配电网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接入和充
电负荷增长的支撑能力。 “十四五”期间配电网规
划新增变电容量 754 万千伏安，新出 10 千伏线路
877 回，新建环网柜 1599 台，新建配变 7059 台，
全面支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海南前 8月充换电服务业
用电量同比增长 173.4%

国网与应急管理部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 9
月 23 日，国家电网与应急管理部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充分发挥
电力大数据资源优势， 为推进我
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
设注入强大动力。

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电力安
全管理、安全生产监管创新、自然
灾害分析研判、 人才队伍培养等
方面深化合作， 不断提高应急管
理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
化水平。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辛
保安表示，目前，国家电网构建了
四级应急体系，建立了集“监测、
分析、会商、指挥”等功能于一体
的各级应急指挥中心， 配备专职
应急管理人员 6000 余名、应急抢
修人员 20 万名， 在抗灾救灾、疫
情防控等大战大考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电力大数据具有覆盖范围
广、实时性和准确性强等特点，将
围绕安全生产、消防监管、灾害监
测等领域， 推动电力大数据在应
急管理领域中的融合应用， 开发
更多产品、提供更多服务，推动合
作协议落地见效， 支撑应急管理
工作高质量发展。

无论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 还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都需要技术“底座”的支撑。

周孝信认为，对能源电力系统全局产
生影响的关键技术包括：高效低成本的电
网支持型新能源发电和综合利用技术、高
可靠性低损耗率新型电力电子元器件装
置和系统技术、新型综合电力系统规划运
行和控制保护技术、清洁高效低成本氢能
生产储运转化和应用技术、安全高效低成

本寿命新型储能技术、数字化智能化和能
源互联网技术、新型输电和超导综合输能
技术、综合能源电力市场技术等。

这些关键技术如何共融发展， 形成
合力？ 对此，周孝信提出了综合能源生产
单元（IEPU)解决方案，即利用燃煤电厂
或者燃煤混烧生物质电厂进行二氧化碳
捕集， 利用火电或者新能源电力进行电
解水制氢， 利用生产出来的二氧化碳和
氢合成甲烷或甲醇， 从而解决氢气储运

安全性的难题。
“综合能源生产单元解决方案具有

高灵活调节能力， 可作为火电低碳零碳
转型的一种路径， 助力构建零碳电力系
统， 支撑高渗透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安
全可靠运行。 ”周孝信说，“综合能源生产
单元解决方案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结
合， 可构成未来能源基地的智慧型基本
单元， 这将对电网的灵活性及调度模式
产生重要影响。 ”

在周孝信看来， 新型代电力系统有几
大特征属性：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
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电力系统、 多能互补
综合能源电力系统、 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
能源电力系统、低碳零碳的电力系统。

这就意味着，要形成以清洁为主导，
以电为中心的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同
时新能源要具备主动支撑能力， 大电网
要做到规模合理，构建安全防御体系。同

时，还要做到高度的数字化、智慧化、网
络化， 实现对海量分散发供用电对象的
智能协调控制，实现“源网荷储”各要素
友好协同。

“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在全部发电量
中的比重、电能在终端消费中的比重、系
统总体能源效率、 能源电力系统中二氧
化碳的总排放量， 是考核新型电力系统

是否合格的核心指标。 ”周孝信表示。
周孝信解释称， 在以电力为核心的

能源系统中，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的比重，体现了其对电力系统的贡献；
电能在终端消费中的比重， 决定了终端
消费中到底有多少能源由电力供应；对
于系统总体能源利用效率来说， 单纯提
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并非最重要， 而是要
注重核算电力系统的整体效率。

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煤电装机
占整个电力系统装机容量的 49.1%， 年发
电量占比保持在 60%。 预计到 2030 年，煤
电装机占比将下降到 32.3%， 但发电量占
比仍维持在 46%左右。

对此，周孝信提出，我国能源转型战略
的目标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而实施路
径就是 “两个构建”：首先是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其次是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对于如何落实“两个构建”，周孝信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要大力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发展核能、生物质、地热等非
化石能源的综合利用，在电力系统中实现

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电源结构， 这是实现
能源转型的关键；其次，要积极推动煤电灵
活性转型， 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
运行提供灵活调节能力， 探索煤电资源的
综合利用，实现煤电向低碳无碳化转型；再
次， 要持续推进终端用能的电气化以及加
强电力电子和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最后，
还要完善各项政策，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加快完善碳交易市场， 助力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目标的实现。 ”

周孝信表示，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
新一代输配电网和能源互联网建设， 适应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确保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和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我
国未来能源转型和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
中之重。 ”在 9 月 23 日召开的中国电力规
划第八届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
说，我国拥有多项降碳技术，如何将其组

合起来应用到工程实践中，是未来发展的
重点。

那么，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之下，能
源转型如何实现？新型电力系统的主要特征、
核心指标和关键技术有哪些？ 会议间隙，记
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周孝信。

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

实现多种关键技术融合发展

注重电力系统的整体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