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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8 日， 随着 500 千伏苗雁双回
输电线路的顺利启动， 标志着山西北部电网完善
工程最后一个阶段投运。 至此，北部电网完善工程
实现了四个阶段整体投运的目标。 工程投运后，山
西北部电网网架架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输电可靠
性大大增强。

该工程的投运将有效解决神头二电厂 500 千
伏母线短路电流超标问题， 保证蒙西—天津南交
流特高压通道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电力供应。 工
程新建 500 千伏苗山开闭站将成为山西北部电网
枢纽，大大降低设备运维对电厂的依赖，厂网界限

更加明晰，山西电网运行方式更可靠，检修和消缺
工作安排更灵活。

该工程涉及单位多、关联专业广、施工难度大。
根据工程建设方案， 北部电网完善工程包括新建
500 千伏苗山开闭站，500 千伏朔州站扩建工程，
500千伏保北站、 朔州站、 五台串补站保护改造工
程，500 千伏神泉-朔州双回、神保双回、神雁双回、
神忻双回改接工程以及光纤通信、安全稳定控制系
统工程共计 11 个单项工程。 工程建设跨越多个重
要保电时段，停电线路均是重要通道，停电计划执
行和施工要求极高。

华北电力调控分中心在充分考虑京津唐电
网安全可靠性、 近区电网无功控制等前提下，科
学制定工程停电启动计划，稳步推进安稳策略配
置，积极协调启动相关事项，为工程投产奠定了
坚实基础。

山西省电力公司联合多个部门数次研究工程
实施方案，将工程细化为四个阶段，制定工程建设
计划，加强进度管理和安全管控，畅通沟通渠道，
建立停电期间进度日报工作机制， 及时掌握工程
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协调推动工程按计划实施。

（张一龙 雷达）

国庆期间湖南充电桩
日均电量同比大增 39.5%

本报讯 10 月 14 日，国网湖南电力发布“电力看经
济”之数说国庆，这款电力大数据分析成果基于电力与
通信数据，从省、市州、景区、商圈多维度探究假期消费
与出游情况，为湖南文旅决策提供数据分析支撑。

今年国庆假期是湖南新一轮疫情后第一个小长
假，经国网湖南公司电力大数据结合通信大数据分析，
尽管张家界等地区仍受到此轮疫情余波的影响， 但全
省旅游需求基本得到释放，省内游、自驾游大力带动绿
色出行，红色景点、网红商圈备受追捧。

根据交通用电分析结果，铁路运输业增速较五一期
间回落较多，省内游客及自驾游成为出行主力。 湖南全
省充电桩日均电量同比增长 39.5%， 高速路段充电桩日
均电量环比节前一周增长 118.7%。其中，京珠高速（新市
站)节间日均电量位居榜首，环比节前一周增长 200%。电
动汽车绿色出行受热捧。

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住宿餐饮业日均电量近两
年增速前三的市州分别为衡阳、常德和岳阳，增速分
别为 32.0%、24.9%和 20.6%。 短途游短期游成旅游主
基调，南岳衡山、岳麓山和橘子洲成为前三旅游景点，
韶山旅游景区作为全省红色旅游标杆，节中接待游客
38.2 万人次。

分城市来看，此次着重对网红城市长沙和受疫情影
响的张家界进行了分析，长沙在国庆期间住宿餐饮业用
电同比增长 28.4%，近两年平均增长 14.4%;网红特性吸
引更多外地访客，五一商圈、东塘商圈、洋湖商圈、梅溪
湖商圈消费火热，日均电量同比增长 30.7%。而旅游城市
张家界武陵源区日均电量同比下降 13.7%， 降幅较本轮
疫情期间收窄 51.1 个百分点， 疫情余悸影响逐渐消退，
后期有望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据悉，国网湖南电力将持续以“电眼”视角观察疫后
消费复苏情况，为政府部门精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王琴 许楚璠 周红）

三个新型电力系统
技术创新联合体成立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组建创新联合体， 将进
一步推动新型电力系统相关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
‘卡脖子’难题，强化颠覆性、开拓性技术研发布局，提升
创新创造的内在动力，服务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助力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0 月 12 日，中国电科院董
事长（院长）、党委书记赵鹏在海上风电友好并网技术创
新联合体、电氢耦合技术创新联合体、新型电力储能技
术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今年初，中国电科院将探索组建“创新联合体”列为
2021 年院重点工作任务，以自主可控、开放合作为原则，
围绕高质量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打造
以电科院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积极开展核心关键技术联合攻关，促进科
技成果“引得来”“落得下”，完善科技创新全链条。

据了解，中国电科院围绕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
各环节的核心关键技术、 基础支撑技术及必要延伸技
术，策划海上风电友好并网技术、电氢耦合技术、新型电
力储能技术、低碳绿色装备技术、电网数字化技术 5 个
创新联合体，首批成立海上风电友好并网技术、电氢耦
合技术、新型电力储能技术 3 个创新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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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网网公公平平开开放放监监管管办办法法》》推推动动电电改改再再进进一一步步——————

电电网网监监管管新新政政能能否否扫扫清清新新能能源源并并网网障障碍碍？？
■■本报记者 韩逸飞

日前，为规范电网公平开放行为，加强电网公
平开放监管，保护相关各方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 国家能源局印发了 《电网公平开放监管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指出，电网企业应公平无歧视地向电源
项目业主提供电网接入服务， 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无正当理由拒绝电源项目业主提出的接入申请，或

拖延接入系统； 拒绝向电源项目业主提供接入电网
须知晓的输配电网络的接入位置、可用容量、实际使
用容量、出线方式、可用间隔数量等必要信息；违规
收取不合理服务费用。

这一新政， 能否为长期以来苦于并网受限的新
能源发电项目扫清并网障碍？对此，记者采访了业内
人士，从操作层面，对《办法》进行解读。

上述电力业内人士表示，《办法》 详细规定了信
息公开的具体要求，并提出“双向公开”的具体实施
路径。 针对电网企业，要求其公开电源接入制度、电
网互联制度，并按月通过平台公布相关信息；针对新
建电源项目业主及电网互联的提出方， 要求其需按
月通报项目情况及要求的其他信息。

该电力业内人士认为，《办法》 要求电网要做
到“一视同仁”，即电网接入应做到公平无歧视，不
得歧视分布式电源项目， 不得增加分布式电源项
目的接入难度，进行差别待遇。 这有利于加强信息
的双向流通，提升信息互换的效率，真正促进信息
公开透明。

不过，展曙光告诉记者，虽然《办法》出台了，
但侧重从原则性上明确方向。 “这就相当于，《办
法》规定了电网企业必须向电源项目业主、电网互
联提出方公布电网公平开放相关信息的内容、时
间及实现方式等，让提出方可以做，电网也告诉你
怎么做，但具体范围以及评判标准是缺乏的。 因为
具体信息公开到什么程度，还是电网说了算。 ”

有独立配电企业代表直言，《办法》 明确了国家
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可以采取监管约谈、监管通报、
出具警示函、纳入不良信用记录、行政处罚等措施，
以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但问题在于，电网的数据外
界拿不到，数据真实性也无从验证。

推动电改进入“深水区”

信息公开主动权仍在电网手上

首先要实现调度数据公开
作为电力系统的“中间环节”，电网在电力系统

运行中处于重要地位，具有自然垄断属性。 业内分
析认为，随着近年来我国电力工业高速发展和电力
改革深入推进，制定出台《办法》的必要性日益凸
显。 与此同时，这一《办法》的出台，也会反过来推动
电改进入“深水区”。

据一位行业观察人士介绍， 在当前监管实践
中，监管机构主要依据《电力监管条例》、《供电监管
办法》以及能源局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对电网公
平开放情况实施监管。 监管的内容虽不同程度涉及
电网公平开放相关环节，但一些具体监管要求尚不
能对电网公平开放予以全流程覆盖，监管中发现的
部分问题处理也缺乏针对性依据。

在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展曙光看来，《办法》

的发布，在很大程度上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具
体执行效果还有待观察。 “以公平接入所必须的信息公
开为例，公开的要求有了，但具体能够公开透明到什么
程度，还很难把握。 因为，所有的输配电网络的接入位
置、可用容量、实际使用容量的相关数据，都在电网自
己手上掌握，外界想要获取信息并加以验证很难。 ”

有电力业内人士认为，信息公开是《办法》最重
要的一条内容。 “一定程度上，这直接约束了电网的
行为， 即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期批准应接电源
的接入申请； 对于应披露的信息应及时向电源项目
业主提供或披露，保障电源项目业主的知情权；以及
电网企业提供接入服务时不得收取不合理费用，极
高或极低的服务费用都可能被认定为不合理费用从
而被禁止。 ”

上述电力业内人士表示，本次《办法》出台是
电网公平开放服务、 顺应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的
必然之举。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煤电在总装
机容量中的比重将逐步降低，风电、光伏、生物质
发电等新能源的并网比例将逐步提高，《办法》的
出台对于新建新能源电源项目来说， 无疑是一大
利好。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 《办法 》对电网方面并
网工作提出了诸多要求，但当电网方面认为新能
源并网会对电网安全性形成冲击时，依然有权出
于保护电网安全的目的，拒绝部分新能源电源项
目接入电网，且不提供数据和解释。那么，安全会

不会成为拒绝新能源并网的借口，让业内仍有疑
虑。 ” 该业内人士称。

上述配电企业代表认为，从全球经验来看，调度
独立与电力现货交易的建立是相伴的， 只有调度独
立，才能保证交易的公平、公正。 在我国，这也是建立
“网运分开”的电力市场体系的先决条件。 因此，要实
现电网对电源接入的公平开放， 调度独立是个重要
环节。

展曙光认为，解决电网信息公开的问题，首先就
要实现调度数据的公开。 只有监管机构能方便、全
面、实时的掌握电网调度的详细信息，很多问题才可
以迎刃而解。

核心阅读

新政详细规定了信息公开的具体要求，有利于推动电改进入“深水区”。 业内认
为，解决电网信息公开的问题，首先要实现调度数据的公开。

世世界界输输送送容容量量最最大大特特高高压压直直流流工工程程开开始始检检修修

本报讯 日前，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肥城经济
开发区的 10 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向国家电
网发出第一度电， 标志着全国首座商业化运行
的压缩空气储能调峰电站成功并网投产， 同时
也意味着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发电技术正式投入
商业运行。 该项目由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研发， 项目一期全部完成后发电运行效率可达
到 70%， 高于国外同等功率等级压缩空气储能
电站 20%。

据了解， 该项目充分利用泰安市大汶口盆地
下丰富的盐穴资源， 在电网负荷低谷时通过压缩
机将空气压进盐穴腔体， 电网负荷高峰时排气驱
动膨胀机做功并带动发电机发电，实现电网“削峰
填谷”。

项目一期投资 16 亿元，建设规模 310 兆瓦，采
取县级国资参与开发控股的运营模式，第一阶段已
建成 10兆瓦。 “传统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依赖化石能
源，不仅污染高，效率也低。 我们将空气压缩时产生

的热量回收，进行空气再热发电，无污染，效率高。 ”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项目负责人李文介绍，
310兆瓦项目全部建成后， 一小时能发 31 万度电，
相当于一个中型抽水蓄能电站的规模。

该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是我国盐穴压缩空
气储能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推动了我国压缩空
气储能技术迈向新的台阶， 对解决新能源消纳
难题，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
重要意义。 （宋冠州）

10 月 10 日，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昌吉—古泉±11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启精益化综合检修。 通过精益管理，技术创新，检修工期由 11 天压缩至 7 天，可多向华东送
电 12 亿度，这些电能可以满足安徽 6100 多万居民 11 天的生活用电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华东地区电力供应紧张
的局面。 图为作业检修场景。 周广科/摄

首座商业化压缩空气储能调峰电站并网

山西北部电网完善工程整体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