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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国国首首个个省省级级新新型型电电力力系系统统研研究究平平台台成成立立——————

四四川川领领跑跑新新型型电电力力系系统统研研究究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深圳供电局携手华为
打造电力行业“超强大脑”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2 月
15 日，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与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人工智
能成果发布会暨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发布了我国电力行业首个
基于昇腾生态的 AI 预训练模型，
以及基于昇腾生态的人工智能全
栈国产化示范应用等“电力+人工
智能”最新成果。

据了解，2018 年深圳供电局
与华为公司正式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成立信息通讯技术联合创新实
验室，打造“5G+全栈国产化+智能
电网”、5G 电力专用基站等行业首
创性成果，推动了电网数字化基础
设施国产化水平和户外复杂环境
下巡检效率的提升，服务深圳智慧
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本次战
略合作协议的续签，将促使双方进
一步围绕数字化转型、 智能电网、
新型电力系统、电力通信网、联合
创新 5 个方面，开启 2.0 版本的深
度合作。

在人工跋山涉水的巡检时代，
防尘网、塑料大棚等外飘物，一旦
缠上供电线路， 就会导致跳闸，影
响电网运行和电力供应。 而今，深
圳供电局工作人员透过智能巡检
系统，足不出户就能“一日尽览鹏
城塔”，实时监测外飘物情况。

如此大的变化，受益于人工智
能让巡检系统有了会看、会记录分
析、会预警的功能。 而要让它更快
更好地掌握这些能力， 靠的就是
“超强大脑”———预训练模型。

“预训练模型是人工智能的最
新技术高地。 在它出现以前，每次
人工智能算法开发，都需要从零开
始构建大量的数据集， 成本高、耗
时长。而预训练模型就像人类拥有
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一样，只需先
学基础课程，然后在不同的人工智
能应用场景中触类旁通、稍加‘深
造’即可。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信
息中心技术专家张云翔说。

据了解，深圳供电局在华为昇
腾生态下， 打造电力行业首个 AI
预训练模型，人工智能算法研发效
率提升 5 倍。 同时，识别任务的平
均准确率从 85%提升到 95%，让排
查设备隐患、查找故障等特定任务
更高效、更准确、更智能。

《特高压多端混合柔性
直流输电工程技术》
出版发行

本报讯 近日， 以昆柳龙直流
输电工程为背景的《特高压多端混
合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技术》一书由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特高压多端混合柔性直流输
电工程技术》一书系统梳理了常规
直流输电、柔性直流输电和混合直
流输电的关键理论，以及昆柳龙工
程核心技术、首台套设备和工程运
维规范，内容涵盖特高压多端混合
直流输电的系统结构、工程运行方
式、设备工作原理、系统控制保护、
工程参数设计和系统运维要领，全
面总结归纳了当今最先进的特高
压多端混合柔性直流输电技术成
果，是关于昆柳龙直流输电工程技
术和成果经验的深度总结。

据悉， 该书是南方电网超高
压公司“超越 2025”人才工程部署
的重点任务———柔性直流输电学
习地图培训教材及题库开发项目
成果之一。 该项目立足于昆柳龙
直流输电工程， 以创新引领和人
才培养为出发点， 还同步配套开
发了柔性直流输电专业学习地
图 、83 门培训课件及 4042 道试
题。 该书的出版，标志南方电网超
高压公司在柔性直流输电领域技
术的输出迈出关键一步， 将为行
业内柔性直流输电领域人才专家
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谢超）

安安徽徽定定远远：：““红红马马甲甲””护护航航元元宵宵节节灯灯会会用用电电安安全全

2 月 15 日 ，元
宵节，在安徽省滁州
市定远县古城老街
洋溢着浓浓的节日
喜庆氛围 ， 定远县
供电公司 “红马甲 ”
党员服务队队员为
元宵节 “迎春灯会”
布设了临时用电线
路，并进行用电安全
检查，护航灯会用电
安全。 宋卫星/摄

四川在新型电力系统研究和构建方
面先行一步。 近日，全国首个省级新型电
力系统研究平台———四川省新型电力系
统研究院（简称“四川新研院”）揭牌成立，
有望为全国电网探索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提供四川智慧、四川方案，尤其是给送端
省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贡献思路和策略。

打造一体化协同攻关智库

谈及建设全国首个省级新型电力系
统研究平台的初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副总工程师李镇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就是要展现四川在全国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中的担当作为，服务四川能源和经济发
展需求。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发展部主任胡
朝华表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要立足
于四川电力产业基础和清洁能源优势，打
造四川新一代水风光消纳和智慧化能源
电力配置平台，争当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和先行者。 ”

“我们期望将四川新研院打造成一个
能源电力行业多方一体的协同攻关、联合
布局创新硏发平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科技部主任苏少春介绍，平台汇聚“产、
学、研、源、网、荷”各方的力量，围绕清洁
能源跨时空消纳等清洁低碳优势产业发
展关键技术，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快研

究新技术、研制新设备，带动上下游关联
产业发展，形成开放、专业的四川能源电
力行业核心智库、中坚力量和赋能平台。

服务构建四川特色新型电力系统

目前， 电力行业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的研究众多， 四川新研院将发挥哪些独
特作用？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
院院长李旻向记者介绍，首先是成为四川
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决策的核心智库，把电
力系统各专业、 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支
撑政府和电力企业高质量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和四川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 其次
是创新引领，成为新型电力系统技术创新
的中坚力量，引领新型电力系统技术革命
和产业变革，强化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的
研究、示范和成果转化能力，提升四川新
型电力系统技术创新水平。 再次是成为四
川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赋能平台。 赋能产
业、推动转型，聚焦新能源、电力装备制
造、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通过技术突破
推动促进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加
速四川能源电力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我们创新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八个
模型基础框架，形成新型电力市场、电网
提档、多元补偿服务、网源协调匹配、动态
潮流控制、动态无功响应、储能辅助运行、

网荷互动补充等模型。 ”四川新研院科研
发展部主任胥威汀表示，“基于八大模型
框架，我们先期谋划了首批覆盖发展建设
和生产运行的八项重点课题，分别着眼于
引领、保障、互补、协助、挖潜、友好、互联
和消纳的战略定位，在储能、分布式新能
源、智能调控等方向快速发力。 ”

以政策创新为例， 通过研判四川碳
达峰形势， 提出以省为责任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构建路径，探索规模化储能、移
动式储能多时空应用场景， 谋划储能在
四川的技术路线与配置原则。 在数字化
创新方面， 正在加快突破新型电力系统
信息通信的核心关键技术，推进 5G 等新
技术试点应用， 为海量终端多场景接入
提供理论支撑。

为送端省份提供先行经验

四川是典型的送端电网，其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的实践对于送端省份更具借鉴
意义。

李镇义表示，从全国来看，如今四川
已建成全国最大送端枢纽平台，通过“五
直八交”与华东、华中、西北、西藏、重庆电
网相联；从省内来看，四川又建成由川西
送至成都“受端”负荷中心的八大水电通
道，500 千伏输电线路长度和变电站座数
分别居国网第 1 和第 3；总的来看，四川电

网已经形成省内省外两个 “西电东送”的
电网格局， 既支撑了四川清洁能源的开
发，又助力了四川、中东部乃至全国经济
社会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川电网是
全国电网的一个“缩影”。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四川关于新
型电力系统的研究推进，一方面对于清洁
能源多能互补理论创新与落地示范具有
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对于送、受端电网特
高压交直流电网协同运行理论探索与应
用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我们希望
通过理论创新和试验示范，打造高比例清
洁能源四川样板、新型电力系统四川模型
和全国标杆。 ”四川新研院综合部副主任
贺星棋表示。

对于如何实现研究成果转化，贺星棋
坦言，现阶段，新型电力系统的研究仍处
于先期探索和创新实践阶段，主要聚焦储
能、分布式光伏、智能调控等八大方向开
展技术攻关，目前成果转化主要依托于示
范工程，第一批课题研究成果计划依托大
渡河流域清洁能源基地开发等重大工程
建设，实现成果的应用转化。 “下一步，我
们将对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战略、内涵特
征、体系构架、标准规范、工程示范等进行
系统研究和论证， 聚焦清洁能源及其支
撑、应用产业发展需求，通过形成行业标
准共识、新产品研发等形式实现成果转化
与推广应用。 ”

本报讯 “以前小区里的乱线真的
是太多了， 密密麻麻像蜘蛛网一样。
供电公司一治理，感觉整个小区漂亮
多了，大家的心情也好多了。 ”2 月 15
日，家住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大道某企
业家属院的张女士高兴地竖起了大拇
指，为天水供电公司开展的“三线搭
挂”集中整治点赞。

电线杆上违规搭挂的通信、广电
线路统称为“三线搭挂”，这些密如蛛
网的凌乱线路如果不及时处理，不仅
严重影响城市景观，还会给电力线路
的运行维护带来困难，甚至引发安全
事故。 自 2021 年下半年开始，天水市
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包街包巷包
小区”行动，全面整治城市环境，清理
“三线搭挂” 也是供电公司助力 “创
城”工作的一项实际行动。 天水供电
公司主动联系各个电信网络运营商，
对辖区内存在的“三线搭挂”问题进
行清理汇总，与广电、电信、移动、联
通等单位沟通，现场办公协商，集中
整治城区线缆乱搭乱接的空中“蜘蛛
网”，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群众一致

赞誉。
“三线搭挂” 集中整治是进行老

旧小区改造的重要一环。 2021 年以
来， 天水市继续高品质推进 97 个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天水供电公司结合
“创城”工作，将老旧小区电力改造列
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重点解决
小区配电设施老化严重、供电能力不
足等问题。 他们针对主要街道中箱
变、环网箱等落地设备融景，中心城
区集约化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优化
市容市貌相关工作形成储备项目，共
计储备项目 2.07 亿元， 对 189 个台
区、92 条线路、24 台箱变、12 台环网
柜集中改造，确保改造后的电力设施
井然有序。

天水供电公司组织各县 （区）公
司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衔接，
结合政府改造整体工作进度安排，总
结施工改造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在
做好老旧小区电力设施工程改造的
同时，对各老旧小区开展用电设施隐
患排查工作，真正将“民生工程”做成
“民心工程”。 （郭纪雄 陈萍）

本报讯 2 月 14 日， 针对新一轮大
风降温天气， 为确保变电设备安全稳定
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国网山西省电力
公司设备管理部会同大同、 朔州和超高
压变电公司， 就变电设备监控精益管理
工作进行认真协商， 制定出一系列可行
性措施。

2021 年 5 月变电设备监控管理职
责调整以来， 山西电力持续深化变电设
备监控专业精益管理， 助力设备状态管
控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提升， 全年变电
设备故障停运次数同比下降 70%，500
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实现“零跳闸”。

山西电力突出 “以设备为中心”理
念，重新梳理完善设备监视、缺陷处置、
远方操作等 13 类核心业务流程，采用调
控整体划转、运维转岗补充等方式，快速
构建省、市、工区、班组四级专业管理和
执行体系， 确保过渡期各项业务不断不
乱。为进一步强化专业协同，他们采取监
控、 运维人员定期轮岗制，2021 年完成
26 人岗位轮换和“双岗”资质认定，在提
升专业人员综合技能的同时， 还有效消
除了以往专业沟通不畅、 容易产生误解

等问题。
山西电力扎实开展数据治理， 坚持

以准确数据支撑设备监控工作。 他们深
入在运变电站监控信息大核查， 采用在
线比对、实传验证等手段，发现并治理数
据不准确、位置不对应、描述不规范监控
信息 3683 项， 有效杜绝误监、 漏监、误
控， 以强化设备状态感知和管控为出发
点，优化监控信息点位设置，较原调度监
控模式， 单站平均扩充主辅设备关键状
态量告警信息 300 余项， 设备缺陷发现
和处置效率同比提升 30%。

去年以来，恶劣天气状况时有发生，
负荷屡创新高，为保证供电万无一失，山
西电力重点加强了预警研判工作， 通过
试点建设新一代集控站监控系统， 充分
挖掘各类遥测及在线监测数据价值，在
系统中个性化定制间隔相电压、电流、功
率，设备气压，蓄电池内阻等多类模拟量
越限告警策略，2021 年成功预警并处置
CVT 电容单元击穿、 间隔电流异常落
零、设备缓慢漏气、蓄电池开路等设备隐
性缺陷 20 余项，有效避免了设备故障停
运发生。 （冉涌 王中杰）

山西电力深化
变电监控精益管理

天水供电清理“三线搭挂”
打造城市治理“新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