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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2021年完成省间交易
电量 1.24万亿千瓦时

本报讯 近日，北京电力交易
中心会议通报，2021 年，该中心省
间交易电量完成 1.24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7.3%。 其中，市场化
交易电量完成 6379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2.3%。 省间清洁能源交易
电量 5249 亿千瓦时，占比 42.4%。
新能源交易电量 1300 亿千瓦时，
占比 10.5%， 减少标煤燃烧 416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1 亿吨。 交易
平台累计注册市场主体达 36.6 万
家，同比增长 85%，圆满完成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 （宗和）

江苏市场化交易电量
连续六年保持全国第一

本报讯 近日，从江苏电力交
易中心获悉，2021 年全年江苏省
市场化交易电量达到 3461.5 亿千
瓦时，连续六年保持全国首位。

来自江苏能源监管办数据
显示，2021 年， 江苏全省累计发
电量为 5867.26 亿千瓦时， 全社
会累计用电量 7101.16 亿千瓦
时 ， 市场化交易电 量 分 别 占
59%、48.7%。 （仝晓波）

广西今年市场交易电量
已完成超六成

本报讯 广西电力交易中心 2
月 22 日介绍，2 月 15 日春节后广
西首笔电力市场化交易， 成交电
量 400 万千瓦时。 今年以来，累
计组织交易 11 批次， 成交电量
509.97 亿千瓦时，占年度计划交
易规模的 61.44%，实现了市场平
稳开局，保障了全年交易的基本
盘。 目前共有 7816 家用电用户、
55 家售电公司与 13 家发电企业
参与市场化交易。 （韦露）

陕西关中地区：

煤改电采暖用绿电
成交电价0.3元/千瓦时

本报讯 近日， 陕西电力交
易中心公布 2022 年关中地区煤
改电用户电采暖“绿电”补充交
易 成 交 结 果 ， 最 终 成 交 电 量
854256 兆瓦时，成交电价 302.21
元/兆瓦时 （折合约 0.3 元/千瓦
时），133 家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
交易。 （宗和）

新疆 3月直接交易
电量同比增长超六成

本报讯 近日，新疆电力交易中
心组织完成 3 月直接交易工作，合
计成交电量 37.8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62.8%， 创疆内月度交易电量历
史新高。

据介绍， 自今年 1 月开始，新
疆市场主体参与直接交易尤为积
极，共有 72 家电力客户、84 家售电
公司、572 家发电企业参与市场化
交易。 （赵海岭）

资讯

我我国国第第二二台台华华龙龙一一号号首首次次达达满满功功率率运运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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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全球核能小型堆的应用与相关
工作部署进入“加速期”。 据世界核新闻网
站日前报道， 瑞典能源局向瑞典模块化反
应堆股份公司授予 9900 余万瑞典克朗（约
1060 万美元），以支持其在奥斯卡港核电厂
建设一座先进铅冷模块化小堆（SEALER）。
据悉，该小堆装机容量为 3000 千瓦至 1 万
千瓦，可以在不换料的情况下连续运行 10
至 30 年。

无独有偶，近日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和菲律宾能源部也提出一项联合行动计划，
双方拟合作探索在菲律宾部署小型堆核电
厂的可能。

此外，西班牙泰纳通公司也宣布将为
挪威能源技术研究所开发和供应基于模
块化小堆（SMR）技术的模拟器。根据公开
报道，比利时也计划在 4 年内投资 1 亿欧
元用于核电技术尤其是小型堆的研发。

所谓“小型堆”，即小型先进模块化多
用途反应堆，其特点是高安全性、小身型、
多用途，不仅可以用于发电，还可以进行
工业供热供汽，居民供暖，以及为海水淡
化和海洋开发供能等。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数据， 目前
全球有 17 个国家共 70 余个小型模块化反
应堆设计正在评估中。

“在全球低碳转型的过程中， 顺应未
来大规模的电气化趋势，必须要找到一个
最优组合，能够实现电力的清洁、可靠、经
济供应。 ”在近日召开的“碳中和－核能－
小微堆”线上研讨会上，国际私人投资集
团———突破能源联盟（Breakthrough Ener鄄
gy）科研主管徐熠兴表示，核电作为稳定的
清洁电源， 将在未来电力系统中承担重任。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 发展小型堆将是核电
提高经济性与安全性的可靠路径。

“与风电、光伏发电不同，核电站利用
率非常高，几乎可以维持全天候、一整年的
运行， 且只需要少量装机就可以发出大量
电能，其电网建设成本也与火电相近，对于
推动能源转型可望发挥巨大作用。 ”徐熠兴
进一步认为，如果没有核能，电力系统低碳
化的成本将会非常高。

“过去几十年，核电的经济性优势被淹
没在复杂的安全系统建设和超长的建设周
期里。 ” 厦门大学能源学院教授李军指出，
现役核电成本高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
是由于历史上三次严重核事故的发生，使
得公众对目前核电技术路线安全性的疑虑
长久难消，以致谈“核”色变，从而使核电发
展陷入核安全要求与成本持续相互推高的
恶性循环； 二是目前核电行业仍然缺乏技

术创新。
根据测算， 能源系统要实现 80%的清

洁化， 最低成本的发电组合是拥有 10%左
右的核电。 而要实现 90%的清洁化，则需要
30%的核电才能达到总体成本最优。 “在控
制成本的同时要实现碳中和， 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发电组合中部署 20%-30%左右的
核电。 ”徐熠兴认为。

多位与会专家指出， 在未来核电占比
大幅提高的电力系统中， 要兼顾安全性与
经济性，小型堆将是可靠的选择。

在李军看来，核电站在设计时就需要
考虑实现固有安全，“其前提就是要控制
好燃料的热通量。 核燃料体积越大，热通
量就越大，基于这一考虑，小型堆正是实
现核电实现固有安全的可靠技术途径，通
过这一路径能够跳出长期以来核电安全
成本不断高涨的恶性循环，从而提高核电
经济性。 ”

“核电成本相当大一部分就来自于漫
长的建设周期。 ”李军同时指出，小型堆不
仅可以取消场外应急区域， 甚至可以建在
内陆地区或者用户周围， 其规模化制造不
仅能够降低建设周期， 还可以进一步降低
成本。 “进一步讲，小型堆的规模化应用有
助于扩大用户基数。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用

户基数越大经济性越高。 ”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块

化小堆———中核集团海南昌江多用途模
块式小型堆科技示范工程已于 2021 年 7
月开工。

该示范项目采用中核集团玲龙一号

（ACP100）技术，这是中核集团自主研发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功能模块化小型压
水堆，是继中核集团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后的
又一自主创新技术。 据中核集团消息，玲龙
一号发电功率 12.5 万千瓦，预计 2026 年建
成，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 10亿千瓦时。

核能小型堆应用再提速
■本报记者 杨晓冉

从从发发电电到到供供汽汽，，核核能能综综合合利利用用再再辟辟新新路路——————

国国内内首首个个核核能能工工业业供供汽汽工工程程开开建建

本报讯 记者吴起龙报道：从发电到
居民供暖，再到供应工业蒸汽，核能正从
单一的发电向综合利用有序转变。

2 月 23 日，国内首个工业用途核能供
汽工程在中核集团江苏田湾核电基地正
式开建。 这是中核集团继秦山核电开展南
方核能供暖之后，在核能综合利用领域的
又一积极探索，将为优化调整我国能源结
构，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
体系做出新示范。

该工程由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连云港
市徐圩新区石化基地联合建设，采用俄罗
斯 VVER-1000 型核电技术， 以田湾核电
二期工程 3、4 号机组蒸汽作为热源，将蒸
汽输送至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进行工业
生产，预计 2023 年底投产供汽。

该项目建成后， 每年供汽量可达 480
万吨， 可实现每年减少燃烧标准煤 40 万
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 107 万吨、二氧化硫

184 吨、氮氧化物 263 吨。
“田湾核电蒸汽供能项目以核电厂蒸

汽为热源，加热的工业蒸汽经由独立隔离
回路输送，从设计源头上确保核能供汽清
洁安全，符合工业蒸汽各项行业标准。”江
苏核电维修总经理、工程负责人刘永生介
绍，通过管道预制架空蒸汽保温方案等措
施， 可将每公里温度损失控制在 2℃以
内，并将蒸汽压力下降控制在 0.03Mpa 以
内，以此满足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工业用
汽需求。

记者了解到， 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是
我国沿海地区规划建设的七大石化产业基
地之一，也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东中
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先导区，以及生态环
境部、商务部、科学技术部明确的国家生态
工业示范园区。

田湾核电蒸汽供能项目将成为企业与
地方协力共推节能降碳，共享发展成果的

一个生动实践。
2021 年 10 月， 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聚焦“十四五”和“十
五五”两个碳达峰关键期，提出了提高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等主要目标。

随着我国清洁取暖与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加速推进，除发电之外，核能综合利用也
逐渐迎来“窗口期”。

核能是公认的绿色低碳能源，其在供
电、供热、供汽、制氢、区域生活供能、海水
淡化等领域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国
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中明确提出“开展核能综合利用”。

据悉，核能供热是利用核电机组中的
蒸汽作为热源， 通过换热站进行多道隔
离、多级换热，最终经市政供热管网将热
量传递至用户， 此过程仅有热量的传递，
没有水等其他介质交换，保证用户用热清

洁、安全。
目前，国内已有多个核电站开展了不

同程度的核能供热等项目研究与实施。除
田湾核电站供汽工程外， 山东海阳核电
站、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居民核能清洁供热
项目目前已建成投运；辽宁红沿河核电也
正积极筹备核能供暖， 计划于 2022 年冬
季投运。

对于核能供热产业，业内专家指出，在
碳达峰碳中和与能源转型大背景下， 在有
核电的地方利用核电余热替代化石能源热
源， 是推动城市居民采暖与工业用热清洁
低碳化的有效途径。

对于“首吃螃蟹”，江苏核电表示，为抢
抓碳达峰碳中和先机， 江苏核电坚持低碳
赋能、 多元发展， 不断加快核能多用途利
用， 努力将田湾核电基地建设成为世界一
流的核能多堆型综合利用产业群和多能互
补零碳示范能源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