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新闻 2 月 17 日，国网天津电力面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助产业 惠民生 促双碳”电力服务三十条举措，全力以赴做好“获得电力”提升工作，服务天
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图为工作人员在营业厅为客户介绍“网上国网”客户端购电方法。 李津/摄

刚刚过去的虎年春节， 我国南方地区
遭遇寒潮侵袭。 高山峻岭中的雨雪冰冻，
让电力线路和铁塔， 摇身变为 “山舞银
蛇”。 但这“银装素裹”美丽景色却让电力
人“战战兢兢”。

今年除夕，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

（以下简称“曲靖局”）所辖的楚穗直流线路，
再次面临着覆冰风险。 然而经过运维人员 10
个小时的“守岁”融冰，这条输电线路上的覆
冰竟自动脱落。 这一切都得益于，南网超高
压公司“借电融冰”项目改造圆满成功，让楚
穗直流这条“西电东送”大通道不再“怕冻”。

“覆冰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 2018 年冬
季，楚穗直流 399 号塔-417 号塔区段，这段
线路设计抗冰厚度 20 毫米，实际覆冰厚度却
达到了 48.15 毫米， 覆冰比值高达 240.75%，
说实话，那几天我们全局上下寝食难安，这么
厚的冰覆在上面， 倒塔断线也许只是一瞬间
的事！”曲靖局生技部输电管理专责赵宪忱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心有余悸。

据介绍，每年冬季，曲靖局所辖±800 千
伏楚穗直流线 297 号-589 号塔区段 （包含
中、重冰区）均会出现不同程度覆冰，其中尤
以 20 毫米冰区 399 号-417 号、485 号-503

号塔区段覆冰最为严重， 但因楚穗直流线设
计年代较久，不具备自主融冰功能，严重覆冰
直接威胁楚穗直流的安全稳定运行。

“2021 年之前，线路一旦出现覆冰，全局
上下可谓战战兢兢， 尤其遇到极端恶劣天气
时，覆冰比值、拉力曲线直线飙升，我们也只
能眼看着屏幕曲线，完全束手无策！ ”曲靖局
输电所线路员工戴永平说。 由于输电线路覆
冰后，经常会出现地线线夹偏移、损坏、预绞
丝护线条损坏、并沟线夹损坏、拉力传感器部
件变形等缺陷，严重时甚至压倒铁塔、压断线
路，造成电力供应中断。

办法总比困难多。 按照南方电网
保安全、保畅通、保供应工作部署，为加
强输配电线路抵御历史最严重冰灾能
力，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曲靖局党委
决定对楚穗直流线 20毫米冰区 399号-
417 号、485 号-503 号塔区段实施融冰
改造，赋予这条线路“自主融冰”的能力。

“其实我们刚开始，设计了 6 个改
造方案， 有对铁塔补强加固的局部改
造方案、 也有在线路受送两端站点新
增融冰装置的常规改造方案。 但分析

研究后，要么就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要么就是造价太高不经济。 ”据曲靖局
党委书记张鹏介绍，选择“借电融冰”
的方案， 一方面可以彻底根除覆冰风
险，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 220
千伏鲁罗线作为电源线开展融冰，减
少新建线路、新建融冰装置的费用。 更
重要的一点，随着气候条件变化，这个
方案还具有较强的可扩性， 可以根据
需要扩大融冰范围。

如何取得融冰电流成了本次改造

的关键。 在南网超高压公司带领下，曲
靖局各级人员主动思考、建言献策，创
造性提出在 220 千伏鲁罗Ⅰ线 25 号
塔和楚穗直流 583 号塔之间组立联络
塔，通过“借用”鲁罗 I 线输送融冰电流
实现对楚穗直流“借电融冰”的方案。
该改造方案相较在线路受送两端站点
新增融冰装置的常规改造方式， 直接
节约投资成本约 3500 万元，兼具安全
性、经济性优点，切实做到了“花小钱
办大事”。

创新探索“自主融冰”

需明确发展微电网的初衷
经过多方协调，“借电融冰” 方案

取得云南电网、曲靖供电局、中调、总
调等各级调度机构和线路运维单位的
认可支持。

2021 年 11 月，楚穗直流地线融冰
改造正式启动，为确保电力供应，本次
停电攻坚限时 3 天完成。 曲靖局提前
谋划， 成立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
开展攻坚作业，3 天时间里完成了楚穗
直流 30 基直线塔绝缘化改造、8 基耐
张塔绝缘化改造、8 套地线融冰自动接
线装置安装、2 套导地线覆冰在线监测

安装、2 套地线融冰线监测装置安装等
工作。

由于部分改造塔杆位于山顶，通
往山顶的小路地势陡峭泥泞、 荆棘丛
生，车辆无法直接到达，青年突击队队
长肖方带领大家，一边“披荆斩棘”，一
边通过 “人背+骡驮+车运” 的方式，8
小时内将 8 套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
（每套自重超 500 公斤）送达现场。

他们黎明破晓前出发， 夜幕降临
时返回，克服现场风雨交加，寒潮反复
等困难，一鼓作气“解锁”楚穗直流这

条“西电东送”大通道融冰新技能，标
志着世界首条±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线路具备融冰能力， 为保障冬季覆冰
期间直流输送功率不受影响， 提高直
流系统运行可靠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前怕的，现在不怕了！ ”作为楚
穗直流的运维人员， 这是曲靖局输电
所线路员工戴永平最大的感受，“那些
年冬天， 我们一听到楚穗直流就胆战
心惊，但现在我可以很自豪地跟你说，
无论什么级别的寒潮， 我们都无所畏
惧了！ ”

关注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 近日，
记者从南方电网公司了解到，2021 年，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
新增风光等新能源发电装机 1340 万
千瓦，同比增长 23%，占当年新增电
源装机 55%， 全年消纳新能源电量
1251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2.5%。 其
中 ， 风电 、 光伏发电利用率均达
99.8%，区域能源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据了解，为全面服务新能源接入
消纳，南方电网积极推进新能源“应
并尽并、能并快并”。 持续加大新能源
送出通道投资建设力度，投产粤西网
架完善及电力外送新通道等工程，保
障大规模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及时接
入和足额消纳。 另外，2021 年底提前
投产阳江抽水蓄能电站和梅州抽水
蓄能电站首台机组，进一步提升电力
系统调节能力。

为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水平，南方
电网加强统一调度，将清洁能源最大
化消纳，列为仅次于电网安全的优先
调度约束，克服电力供应紧张和省间
送电协调难度大的困难，最大限度消
纳清洁能源。 同时，为加强电力需求

侧响应管理， 科学精准实施有序用
电，广东完善建立“月报告、周启动、
日调整”工作机制，在全国率先建立
市场化疏导的需求响应交易机制，累
计注册用户数超过 1.2 万户， 容量
1500 万千瓦，引导用户侧主动“削峰
填谷”。

据介绍，为加强电力市场建设，推
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南方电网健全“协议+市场”的跨省跨
区电力交易模式， 创新和优化交易品
种，2021 年南方区域跨省区市场化交
易电量达 67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92%，西电东送市场化电量比例提高 6
个百分点。

为加强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建成
投运全国首个区域统一调频服务市
场系统，实现南方区域内调频资源的
高效利用。贵州、海南、广西电力调峰
辅助服务市场先后投入正式运行，通
过市场化手段为清洁能源消纳腾出
10.8 亿千瓦时发电空间。 积极引导工
业、交通等领域推进“新电气化”，实
现电能替代电量 359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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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作气“解锁”楚穗直流这条“西电东送”大通道融冰新技能，标
志着世界首条±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具备融冰能力，为保障冬季覆
冰期间直流输送功率不受影响， 提高直流系统运行可靠性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世世界界首首条条±±880000千千伏伏特特高高压压直直流流线线路路具具备备融融冰冰能能力力——————

““借借电电融融冰冰””让让““西西电电东东送送””不不再再怕怕冻冻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文文华华

面对覆冰战战兢兢 需明确发展微电网的初衷限时保质完成改造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2 月 14 日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相关部门了解到 ，
今年浙江电网基建计划总投资金额
400 亿元 ，同比增长近三成 ，增幅为近
九年来最大。 年内计划新开工 110 千伏
及以上工程线路长度 3065 公里、 变电
容量 2252 万千伏安 ， 投产线路长度
2334 公里、变电容量 1478 万千伏安。

今年浙江配电网投资还将聚焦于新能
源配套送出工程、承接新增负荷、提升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支持乡村振兴、促进能源消
费促低碳转型等方面，计划安排配电网建
设投资 129.32 亿元。

据介绍，特高压是今年浙江电网建设
投资重中之重。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电力
需求持续增长。 2021 年，浙江外购电量达
到 1767 亿千瓦时， 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3。作为典型大受端电网，外来电在浙江
电力供应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特高压安全
稳定、大容量、远距离输电的特征契合浙
江增强外来电供给的需求。 今年，国家电
网公司下达±800 千伏白鹤滩-浙江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资金 138.93 亿元， 约占
浙江年度电网建设投资总额的 34.75%。

记者了解到，国网浙江电力今年的

工作重心是 ，打造 “个十百千 ”建设体
系，专业横向协同 、省地县纵向贯通取
得全局突破和全域领先，以规划引领示
范区高质量发展和 “双碳 ”目标高质量
落地见效。

国网浙江电力将在“源网荷储”四侧
寻求突破：在电源侧，推动新能源科学布
局充分开发， 提升清洁外来电与核电规
模效应，强化常规电源基础性调节作用。
在电网侧， 打造高承载坚强主网架和灵
活自愈可靠配电网， 构建源网荷储一体
互动的新型调度运行体系和新型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控制体系。在需求侧，深挖资
源形成高互动能力， 全面纵深推进能效
提升促进低碳转型， 完善能效服务体系
助力精准提效。在储能侧，规划布局多时
空尺度储能设施， 充分发挥储能资源的
灵活调节能力， 推动储能模式创新和机
制突破，扩大储能布局，提升电网弹性。

与此同时， 他们还将强化数字平台赋
能水平，提升电网全环节数字赋智能力，推
动数据共享赋值新业态， 推动能源绿色转
型政策体系创新突破， 构建适应新能源为
主体的浙江特色电力市场， 支撑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

天天津津：：电电力力服服务务三三十十条条举举措措惠惠民民生生

浙江电网今年基建投资达 400 亿元 南网风光发电利用率均达 99.8%

华北电网渡过
新能源消纳难关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记者 2
月 14 日获悉，华北电网负荷基本恢复
至春节前水平， 标志着连续十余日的
新能源消纳严峻形势得到缓解。 国网
华北分部全力奋战渡过新能源消纳难
关，圆满保障了北京、张家口地区新能
源全额消纳， 有力服务了冬奥场馆全
绿色用电。

据介绍， 国网华北分部坚持涉奥
地区优先，严格执行三个“最大化”工
作原则。 一是最大化挖掘机组调峰能
力。 特别安排供热机组运行方式，保障
涉奥地区供热需求， 非供热机组严格
安排最小方式开机。 最大化发挥抽蓄
机组调节能力， 增加新能源消纳空间
167 万千瓦。二是最大化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华北“调峰+容量”市场不间断运
行， 引导火电机组及负荷侧资源充分
释放调峰能力， 发挥火电机组 20%深
度调峰改造成果， 最大提供深调能力
344 万千瓦。京津唐电网火电最低平均
负荷率降至 50%， 其中非供热机组最
低平均负荷率降至 37%。 在国内首次
实现网调直调新能源参与国调富余可
再生能源现货交易， 促进京津唐电网
新能源消纳 1536 万千瓦时。 三是最大
化凝聚各方之力。 在各方大力支持下，
东北送京津唐高岭直流降至最低功率
运行，江苏、河南、上海、湖北跨区应急
支援京津唐电网调峰电力最大 199 万
千瓦。

冀北电网首次实现
新能源外送现货交易

本报讯 记者范彦青报道： 春节
期间，冀北地区电网负荷大幅下降，新
能源电力除了满足绿色冬奥和本地用
电需求，仍存在富余发电能力。 为增加
负荷低谷时段新能源消纳， 国网冀北
电力有限公司调控中心组织冀北地区
新能源场站， 首次参加跨区域省间可
再生能源电力现货交易市场， 将富余
的新能源电力通过±800 千伏雁淮直流
送至华东区域的上海电网。

2 月 1 日至 5 日， 通过 23 笔交易
累计送出新能源电量 348.5 兆瓦时，最
高成交价格为 152.15 元/兆瓦时，为冀
北电网通过市场化手段在全国范围内
消纳富余新能源电力开辟了新途径。

据了解， 冀北电力调控中心还积
极参与国调中心组织的应急调度交
易，将富余新能源电力通过 1000 千伏
长治-南阳-荆门交流特高压、±800
千伏雁淮直流、±660 千伏银东直流送
至华东区域江苏电网和华中区域河
南、湖北电网，最大输送电力 1490 兆
瓦， 确保了张家口地区新能源电力全
额消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