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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55 年年南南网网将将全全面面建建成成冰冰区区城城市市保保底底电电网网——————

电电网网将将无无惧惧冰冰冻冻考考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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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来袭 电力保供不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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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携手顺丰加码
物流信息化合作

本报讯 2月 9日， 顺丰供应
链发布消息称，将以科技赋能，与国
家电网深入开展物流信息化合作。

据悉，自 2019 年起，顺丰供应
链正式成为国家电网战略合作伙
伴。针对国家电网基建施工地理位
置局限性、物流场景多复杂、以及
电力物资具有价值高、 异形多、重
量大等挑战，顺丰供应链科学地增
加了前置性勘线环节，并与专业团
队全面评估难度与风险，制定详细
操作流程，模拟演练，以确保电力
物资供应链服务按时按质地履约
交付。

2020 年初， 当新冠疫情爆发
之际，顺丰供应链凭借夯实的资源
调度能力，助力国家电网从全国各
地将大批保电保供和防疫物资及
时运往湖北。 2021 年，河南郑州突
发严重洪涝灾害，顺丰供应链随即
参与国家电网的应急保障工作之
中，为国家电网救灾抢修发挥了重
要作用。

新冠疫情常态化下，国家电网
现代智慧供应链建设步伐加速前
行。 据悉，顺丰供应链从一开始的
国家电网西藏阿里的电网工程，到
雄安新区电力新项目， 再到与北
京、河北、山东、福建、江苏、重庆等
省市电力分公司的业务合作，双方
在物流供应链方面携手并进，不断
拓展升级。

国家电网正在全力加快战略
落地、落实“一体四翼”发展布局，
构建现代智慧供应链“5E 一中心”
平台体系，为电网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的供应链服务支撑。

顺丰供应链整合科技资源优
势，为国家电网着手搭建电力物流
服务平台（ELP），从订单管理、线
路规划、执行结算等环节，实现基
础的物流信息化。总体上分为三步
走：从物流信息化开始，再过渡到
物流数字化，最后实现整体物流供
应链智能化。 目前，国家电网的物
流管理系统已经完成了一期建设，
即将启动第二期。

“电力能源服务关乎民生大
计，顺丰供应链将继续不遗余力
地助力国家电网提升供应链资
源整合，依托现代智慧供应链体
系，数智化驱动电力物资可持续
供应，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顺丰
供应链政企事业部负责人邓小
弟说。 （杨珍莹）

高压并联电容器状态
监测有了行业标准

本报讯 2 月 11日，国网冀北
电力唐山供电公司牵头组织编制
的 国 家 能 源 行 业 标 准 NB/T
10819-2021 《高压并联电容器状
态监测装置通用技术要求》正式发
布，2 月 16 日该标准将在全国能
源行业正式实施。这是该公司作为
发起单位发布的首个国家能源行
业标准。

2016 年国家电网公司已在世
界上建立了完整的特高压交直流、
智能电网技术标准体系，发起设立
国际标准 28 项， 中国的特高压交
流电压成为国际标准电压，中国标
准“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标准
作为国际的技术语言和准绳依据，
是促进互联互通的“通行证”，加强
标准建设，以标准统一规则，对于
实现电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至
关重要。

自 2020 年 7 月起，国网冀北
电力唐山供电公司克服新冠疫
情不断反复的影响，会同西安高
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西
安交通大学、国网浙江省电力有
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北京诺
德威电力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开展《高
压并联电容器状态监测装置通
用技术要求》标准立项、编写、报
批工作， 期间经过多次修改完
善，最终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获
得国家能源局审批通过，并在今
年 2 月 11 日该标准立项 500 余
天后顺利发布。

近年来，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
电公司在高压并联电容器状态监
测领域始终处于国内引领地位，在
2012 年即实现了国内首套高压并
联电容器状态监测装置的实用化
应用，此次通过发布国家能源行业
标准，将为下一步推进国内高压并
联电容器状态监测工作提供标准
依据。 （王蒙 张建军）

宁宁夏夏中中卫卫：：排排查查输输变变线线路路覆覆冰冰隐隐患患

日前，宁夏中卫
遭遇强降雪天气，输
电线路一旦覆冰将
对电网安全运行造
成影响。 图为 2 月 7
日，国网中卫供电公
司组织一线人员对
辖区线路及变电站
覆冰情况进行仔细
排查，积极落实防寒
举措，保障电能输送
畅通。 安宗怀/摄

春节前后， 我国多地出现寒潮雨雪
冰冻天气， 部分地区降下暴雪甚至大暴
雪，电网企业克难攻坚，针对易覆冰区域
的变电站 、线路 、设备开展精细化巡视 ，
对重点区域、 重点通道和重点设备进行
雨雪冰冻隐患排查消除， 全力保障电力
安全稳定供应。

浙江

实施设备优化 调整电网运行方式

2 月 9 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浙江
省出现中到大雨， 浙北部分山区及湖州、
杭州等平原地区出现降雪，山区气温降至
零下。 针对此次雨雪湿冷天气，国网浙江
省电力有限公司全面落实各项防范举措，
加强设备巡检、 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
确保浙江电网安全运行。

本次降雨降雪期间，国网浙江电力加
强对超（特）高压变电站、城市中心站、跨
区联络线、密集走廊、高压电缆密集敷设
通道、重载线路等重要输变电设施开展巡
检。同时，该公司应用无人机、在线监测等
技术手段巡检重点区段，增加变电站设备
巡检和红外测温频次， 及时消除缺陷隐
患，保障电网可靠运行；相关员工提前进
驻重要变电站、 重要观冰融冰点等区域；
实行抢修救援队伍 24 小时值班制， 做好
应急物资准备， 确保随时可开展受损线
路、设备的应急抢修工作。

在这次巡检中，“人工观冰+数智巡
检”成为最佳搭档。 浙江湖州供电公司输
电运检中心特高压巡检人员来到位于鸡
笼山的±800 千伏锦苏线，使用无人机、透
雾望远镜等数智化装备对该区域的特高
压线路进行巡视和检查，确保大电网安全
运行。

江西

抢修受损线路 及时恢复供电

2 月 7 日起， 江西地区持续出现阴雨
雪天气。 2 月 9 日，受降雨降雪影响，国网
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供区内 7 条 10 千伏
线路停运， 涉及 90 个台区共 4234 户客
户。 该公司投入抢修人员 358 人次，调派
抢修车辆 124 台次， 对受损线路开展抢
修；与此同时，109 个省市县级应急指挥中
心启动值班制度，351 套（处）覆冰监测装
置（点）投入使用。 截至 2 月 10 日 8 时，所
有受损线路全部恢复供电，江西电网整体
安全平稳运行，全省电力供应可靠。

针对此轮雨雪冰冻天气，国网江西电
力提前发布雨雪冰冻Ⅳ级蓝色预警，重点
加强输变电设备巡检和运维工作，保障电
网安全平稳运行。 他们结合变电站主辅设
备监控系统、 线路在线视频图像装置、无
人机等方式， 对江西境内±800 千伏雅
中—江西特高压直流工程、1000 千伏南
昌—长沙特高压交流工程等易覆冰区段

线路和高海拔、微地形区段线路，沿江、沿
河地段的关键设备开展特巡特护，及时发
现和消除设备缺陷；加大输变电设备覆冰
情况监测力度，密切关注赣北、赣西北高
海拔山区和微地形区的输电线路的覆冰
情况，增加易覆冰线路的监测频次；针对
树竹覆冰覆雪后倒伏造成的倒杆断线情
况，采取加装拉线稳固电杆、修复断股和
散股导线等措施，及时处理隐患，提升电
网抗风险能力。

青海

特巡重要线路 强化运行数据监测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自 2 月 5 日起，
青海省多地出现降雪降温天气。 2 月 8 日
起，青海省东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
雪。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提前发布预警，
密切跟踪天气变化，组织各单位开展降雪
降温期间设备特巡和应急处置，保障全省
电力可靠供应。 截至 2 月 10 日 15 时，青
海电网整体运行平稳， 该公司累计投入
1633 名运维检修人员，对供区内 289 座重
要变电站、177 条重要输电线路、674 条重
要配电线路和 11231 台配电变压器开展
特巡。

此次降温降雪过程中，国网青海电力
重点结合冰区分布图和历年线路覆冰情
况，加强“三跨”线路、重要输电线路、单电
源供电线路、重要客户线路等的隐患排查

特巡工作。 他们提前派出观测人员，利用
在线监测、无人机观测等技术，开展线路
和设备覆冰覆雪情况特巡。

湖北

保民生用电 设备运维“不降温”

针对近期雨雪冰冻天气，国网湖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加强输电线路特巡特维，针
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区段，开展不同频率的
特巡，重点做好导地线弧垂变化、覆冰厚
度、舞动、脱冰跳跃、绝缘子桥接等运行工
况的巡视和记录。 同时，将人工巡视与远
程监测相结合， 指定专人负责收集覆冰、
舞动在线监测装置信息，每 2 小时完成一
次可视化装置远程轮巡， 做好冰情收集，
确保及时发现线路覆冰。

根据特巡的工作情况，国网湖北电力
做好直流融冰、机械除冰、人工除冰的各
项准备工作，严格落实“一线一案”措施。
当线路出现覆冰时，供电员工做好融（除）
冰准备；观测覆冰厚度达到设计值且持续
雨雪冰冻天气时，立即启动融（除）冰工
作。 他们根据输电线路实时覆冰情况、历
年运行经验， 预测当前线路存在覆冰、舞
动的风险，按照线路覆冰（舞动）风险等级
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三级，逐条明
确责任区段和责任人，对巡视、融冰、抢修
等工作采取相应措施，切实做好抵御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各项工作。

今年 1 月至春节期间，连续多轮冷空
气给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广东北部、广
西北部， 带来持续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导
致南方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 567 条 10 千
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线路出现覆冰，110 千
伏及以上线路最大覆冰厚度 29.14 毫米。
面对考验， 南方电网公司在全网开展了
119 次融除冰工作， 顺利实现南方电网主
网设备“零跳闸、零受损”，全力保障电力
可靠供应。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将
按照“强网架为主、融除冰为辅”的抗冰策
略，计划投入资金 72 亿元，预计 2025 年
全面建成冰区城市保底电网。

从“融冰难题”到“破冰利器”

“目前， 我们的固定式直流融冰装置
通过不断改进， 可适用于 110 千伏至 500
千伏输电线路融冰，能够在 1 小时内有效
融化 350 公里长、500 千伏交流线路上 10
厘米厚的覆冰。 ”据贵州电网公司生技部
副总经理虢韬介绍，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
饱受冰灾肆虐的贵州电网现已拥有 108
套融冰设备和 620 个覆冰在线监测终端，
形成了直流融冰保主网、 方式融冰保县
城、交流融冰保乡镇、人工除冰保村寨的
“三级四保”融除冰体系，融冰范围覆盖贵
州 99%的 220 千伏及以上主网架线路。

据了解，2008 年中国南方特大冰雪凝
冻灾害后，南方电网着力研究电网融冰技
术，率先研制出大电流可调节晶闸管换流

器、国内首套晶闸管可控电流源直流融冰
装置和世界最大容量 （225 兆瓦）12 脉动
融冰装置 ， 逐步攻克了架空地线和
OPGW 光缆融冰技术难题，实现了导线、
地线及 OPGW 光缆的全面融冰。

直流融冰技术已经成为电网抗冰的
主要手段。 目前，南方电网共建成 141 套
直流融冰装置，22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融
冰刀闸全覆盖， 可对 1416 条的 110 千伏
及以上输电线路开展高效直流融冰；随着
融冰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融冰小车、
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融冰故障监测装
置、全桥 MMC 型直流融冰装置等智能装
备陆续“破冰”问世，组团加入抗冰融冰利
器组合。

从“人工观冰”到“数字观冰”

电网防冰抗冰首要面对的是覆冰“感
知”问题。 据了解，南方电网逐步构建了一
套“在线监测为主，人工观冰为辅”的覆冰
感知体系，建成了“网省两级部署、网省地
三级应用”覆冰监测预警系统，接入覆冰
监测装置 1130 套， 实现中重冰区重要线
路和西电东送主网架 753 条输电线路冰
情的实时监测。

2 月 5 日， 在南网超高压公司生产指
挥中心值班室，值班人员自主开发的“超
高压公司输电线路冰情看板”十分直观方
便，可以迅速了解西电东送主网架线路的
整体覆冰情况，用超高压公司修试中心监
控分析组组员崔曼帝的话说， 就是可以

“秒”看。
据了解，该看板是根据超高压公司运

维自动化系统开发， 既能掌握整体情况，
又能了解具体塔位状况，可以十分方便迅
速地掌握线路覆冰时拉力值大小，是否达
到预警值，是否需要启动融冰，以及线路
融冰效果等，成为超高压公司系统抗冰保
电的“好帮手”。

“我们早在 2012 年就对施黎双回和
黎桂双回的光缆、 地线全绝缘化改造，使
得黎平站两侧线路具备导地线、光缆融冰
功能，并在光缆、导线、地线上加装了覆冰
在线监测装置， 告别了人工观冰的历史，
实现了数字观冰。 ”有着 10 年抗冰经验的
500 千伏黎平变电站站长李文涛表示，该
变电站地处的黔东南是南方五省区覆冰
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 从 2008 年建站至
今，该变电站累计融冰 168 次，是南方电
网主网架融冰最频繁，成功率最高的站点
之一。 该变电站近年来融冰近乎百分之百
的成功率，在线观测系统功不可没。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

近年来， 南方电网从优化电网规划、
提升抗冰技术标准、提高电网抗冰应急处
置能力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实现了
“220 千伏及以上铁塔不倒、 县城不全停、
重要用户不停电” 的抗冰保电工作目标。
如今， 在南方电网指挥中心的大厅中，融
冰操作远程一键顺控和融冰全过程监控
都可随时调度，电网从“被动防冰”到“主

动防冰”的有效转变一屏可达。
据了解， 南方电网系统总结了 2008

年以来的防冰抗冰工作经验，完善输配电
线路典型设计， 从源头提升防御水平，通
过颁布和编制《城市保底电网规划建设指
导意见》《南方电网提高综合防灾保障能
力规划设计原则》 等规划及设计标准，加
快推动电网防灾抗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
防御转变。

2021 年，南方电网依据国家能源局发
布的《坚强局部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
进一步健全了防冰抗冰技术标准体系，绘
制了 30 年一遇、50 年一遇、100 年一遇
《南方电网冰区分布图》及《南方电网舞动
区域分布图》， 全面指导电网防灾差异化
建设和运维。

同时，《南方电网防灾抗灾差异化规
划设计原则》《110 千伏及以上架空输电线
路防冰改造技术导则》《南方电网公司防
冰工作导则》等标准的出台，将 220 千伏、
110 千伏、35 千伏新建线路设防标准提高
至 50 年一遇， 重要线路杆塔结构重要性
系数取 1.1，不断优化融冰启动条件，确保
在历史最严重冰灾条件下，不发生 110 千
伏及以上重要线路倒塔。

“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公司规划防
冰抗冰项目 4543 项，预计 2025 年全面建
成冰区城市保底电网，最大程度保障在极
端气候条件下，不发生 110 千伏及以上重
要线路倒塔，保障涉及民生的重要用户及
县城安全供电，最大程度降低冰灾对电网
安全和电力供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