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东数数西西算算””工工程程正正式式启启动动——————

算算力力融融合合电电力力，，电电网网再再蝶蝶变变

电网·要闻 21□主编：张子瑞 □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85��□邮箱：gjgdzk@163.com

□ 2022 年 2 月 28 日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关注

助力电网发展规划、调度运行决策、新设备研发及更高比例新能源并网

电网仿真功能日益凸显

2 月 20 至 21 日，位于四川华蓥的华
蓥山高海拔地区普降中雪。为保障 4A 级
的华蓥山景区可靠供电， 国网四川电力
（华蓥）“连心桥”党员服务队开展输配电
线路特殊性巡视维护， 及时为配网设备
除冰保电， 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景区可
靠用电。 邱海鹰/摄

四四川川华华蓥蓥：：雪雪中中特特巡巡保保景景区区可可靠靠用用电电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国网 44亿元出售
境外股权资产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国家电
网旗下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2 月
16 日完成了澳网公司 19.9%的股权
出售，并已收到全部交易款，正式完
成交割。

国家电网称， 澳网公司这一项目
是国家电网首次历经投资、 运营及出
售的完整项目周期， 也是该公司初次
采用协议安排收购交易方式， 转让境
外上市公司股权。 今后国家电网对境
外投资将优化布局，灵活制定策略，有
进有退。

记者了解到， 此次股权收购方
为加拿大资产管理公司博枫集团，
以 每 股 2.65 澳 元 （ 约 合 人 民 币
12.14 元）的价格全现金收购。 该股
价较国网国际入股时的每股 1.22
澳元，溢价约 117.2%。

据悉， 国网国际当初收购澳网公
司 19%股权的总价为 8.24 亿澳元。 以
此计算， 此次股权出售的总价为 9.64
亿澳元（约合人民币 44.11 亿元）。

根据国家电网 2021 年中披露
的社会责任报告， 截至 2020 年底，
国家电网在菲律宾、巴西、葡萄牙、
澳大利亚、意大利、希腊、阿曼、智利
等 9 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运营 12 个
国家级骨干能源网， 境外投资额达
232 亿美元， 所有投资项目运营平
稳，收益良好。

南网发布新兴业务
“十四五”发展规划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 日前
《南方电网公司新兴业务 “十四五”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

根据《规划》，南方电网将重点
布局 7 个方面重点任务： 以南网数
研院为主体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数
字电网研究院，将大数据公司、人工
智能公司打造成为“专精特新”冠军
企业；以调峰调频公司为主体，打造
调峰调频骨干支撑力量； 以南网能
源公司为主体， 打造全国细分领域
的分布式光伏规模最大的产业龙头
企业、 以绿色环保为主业的综合性
行业领军企业， 加快建成综合能源
生态领先企业；以产投集团为主体，
加快建成南方区域车桩平台一体化
运营龙头企业、 产业互联网平台运
营商、创新创业服务头部企业；以鼎
元资产公司为主体， 打造存量土地
盘活、 资产运营管理和工业物业管
理头部企业； 以南网科技公司为主
体，打造技术服务+智能设备研发应
用的科创平台和新型储能创新领军
企业；加快组建新能源服务公司，快
速实现海上风电技术突破， 推进新
能源服务公司成为创新领军企业。

《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南方
电网将有序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探索推进新型储能电站建设运营，调
峰调频电源装机容量将突破 1500 万
千瓦，新型储能规模达到 200 万千瓦。

■■ 本报记者 王旭辉

核心阅读

在“东数西算”这一国家超级基建工程启动的背景下，如何将现有
电网基础设施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充分融合，打造输出电力、算力的
新型融合基础设施是关键。

近日，河北张家口的风电、太阳能发电
通过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送到北京冬奥
会，在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所有场馆 100%
绿电供应，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鲜为
人知的是，作为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
容量最大的柔性直流工程， 张北柔直工程
的规划、建设、运行等全过程离不开电网仿
真技术的有力支撑。

2 月 23 日，记者走进位于中国电科院
的国家电网仿真中心， 深入了解仿真对电
网建设、运行及支撑新能源并网、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电网规模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倒逼仿真技术不断升级

张北柔直工程是集大规模可再生能源
友好接入、多种形态能源互补和灵活消纳、
直流电网构建等于一体的重大科技试验示
范工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工程研发、调
试和并网过程中高精度仿真必不可少。“我
们对张北柔直工程进行了 5800 个工况、8
万余次仿真计算，开展了工程并网特性、运
行方式安排、控制保护策略、故障应对措施
等全方位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 保障了
工程顺利投产和高质量服务冬奥绿电供
应。”国家电网仿真中心数模混合仿真研究
室主任朱艺颖介绍。

众所周知， 电力系统是世界上最复杂
的人造动态系统，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基础，
与公路铁路运输、天然气、水利、石油等系
统相比，具有电能光速传输、从发电到用电
全过程实时平衡、不可中断等特点，安全性

和可靠性要求极高。仿真是掌握电网特性、
分析规划方案、制定控制策略、验证防御措
施的主要手段， 也是电力系统的一项关键
核心技术。 随着电力系统规模不断扩大和
复杂程度不断增加， 仿真技术必须不断升
级换代来适应系统发展的需要。

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系统处处长贺
静波介绍：“机电暂态仿真等老一代电力系
统仿真技术有力支撑了过去几十年我国电
网高质量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能源转型
步伐加快，直流输电和新能源大规模发展，
我国电网逐渐成为含有大量电力电子设
备、跨大区交直流混联的现代电力系统，网
络规模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系统结构形
态和技术基础发生重大变化， 原有的仿真
技术已跟不上电网发展要求， 面临 ‘仿不
了、仿不准、仿不快’等问题，迫切需要研发
更加精准高效的仿真技术， 构建支撑高比
例新能源电力系统的新一代仿真平台。 ”

据了解， 新一代仿真平台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通过专家组验收， 为全面提升
对复杂电力系统的认知、 分析和控制能力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 已全面用于我国
电网发展规划、调度运行决策、新设备研发
等方面的分析计算和试验研究。

掌握电磁暂态仿真核心技术
持续提高大电网安全水平

据了解， 在传统交流电网发展阶段，国
内外主要采用机电暂态仿真工具研究大电网
安全稳定问题， 支撑实际电网安全运行。 然
而，随着直流和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电网

安全面临新的问题。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电
网大停电事故表明， 电力电子设备与交流电
网交互作用， 存在复杂的动态过程和连锁反
应风险，容易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机电暂态
仿真方法主要用于模拟交流发电机转子的慢
速运动过程， 无法准确模拟电力电子器件设
备的快速响应和控制特性， 必须采用更加精
细的电磁暂态仿真方法。

“电磁暂态仿真是高精度的仿真技术，
用电磁暂态来开展大规模电网的仿真计
算， 相当于以纳米级的结构精度来建造整
个摩天大楼，难度可想而知，被很多业内专
家认为是不可能攻克的世界级工程难题。
但我国电力系统已经进入世界电网发展的
‘无人区’，这是我们必须去、不得不去攻占
的阵地。”贺静波介绍，为此，国家电网仿真
中心在研发新一代仿真平台的过程中，攻
克了模型算法、数值稳定、计算技术及平台
架构等一个个技术难题， 将大电网仿真时
间尺度由毫秒级细化至微秒级， 实现含多
回直流和高比例新能源的大规模电网电磁
暂态仿真， 在我国特大规模电网中实现工
程化应用。 该项技术的仿真规模达到上万
个节点， 电磁模型的启动时长由上百秒减
少至 5 秒以内， 提升计算效率 3000 倍以
上，各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了解，新一代仿真平台的核心设备、
技术和软件已完全实现国产化。截至目前，
除前述张北柔直工程外， 新一代仿真平台
项目成果还在西电东送、大区电网互联、特
高压交直流输电工程、 新能源集中外送等
电网发展和运行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在国家电网所属全部网省公司应用，保

障了我国电网输电能力和安全运行达到更
高水平，产生经济效益超过 120 亿元。

另据悉， 该项目成果已在南方电网等
国内数十家单位应用，并推广至巴西、巴基
斯坦等国家的电网工程。

将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应对更高比例新能源并网

从 2009 年至今的 10 余年间， 国家电
网已建成“15 交 14 直”特高压工程。 截至
2021 年底，国家电网并网新能源装机规模
达 5.36 亿千瓦，成为世界上最复杂、并网
新能源装机规模最大的电网。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驱动下，我国提
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承载高比例新能源接
入。 电力系统的双高（高比例新能源、高电力
电子设备）特点将更加明显，节点规模和复杂
控制元件的数量急剧增大， 再加上特高压交
直流工程持续建设， 大电网安全运行将更加
复杂，对仿真计算的规模化能力、准确性、高
效性等要求也将进一步提高。

贺静波介绍，目前来看，新一代仿真平
台的技术、设备、算法等能够支撑新型电力系
统规划、建设和运行对仿真计算的需要，为我
国能源加快转型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技术支
撑。同时，国家电网仿真中心将进一步总结梳
理电网仿真方法，积极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新设备，优化适应电力系统新形态
下的有效、准确的计算理论、方法，推动仿真
技术在电网科学规划、提升新能源并网占比、
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效率、 提升电网安全稳定
性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
发布 《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
若干政策的通知》提出，加快实施大数据中
心建设专项行动，实施“东数西算”工程。

据悉， 我国将加快建设长三角、 京津
冀、 粤港澳大湾区等 8 个国家级数据中心
枢纽节点，并规划了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
群。 “东数西算”被认为是继南水北调、西气
东输、西电东送之后，我国在新时代格局下
迎来的最新基建大工程。

业内人士表示，这 8 大枢纽，10 大集群
内，东西分布均匀，多数恰好已是第一批、
第二批电力现货结算试运行地区。 随着电
力市场化推进到现货实时结算阶段， 新能
源消纳， 尤其是跨省跨区资源调度将完全
依托于电网算力。

助电网算力再升级

江行智能联合创始人邵俊松表示，“东

数西算” 是将我国东部沿海区域的数据计
算需求，交由内陆区域的数据中心去处理，
但有些实时性较强的数据计算仍要留在数
据产生的附近进行处理，因此，除了西部地
区的大数据中心外，国家还规划了长三角、
京津冀、 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区域的大数据
中心。

“在此基础上， 各类行业数据将会集
中落地在这类大数据中心。 电网数据中心
也将随着国家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的建
设而快速扩大，电网各部门业务数据汇聚
将更为便捷，算力的提升也会引导数据价
值的体现，从传统的部门业务数据挖掘转
向跨部门乃至跨行业数据的多维分析，从
而产生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邵
俊松认为。

沙利文大中华区咨询总监徐彪告诉记
者，在“东数西算”这一新时代国家超级基
建工程启动的背景下， 如何将现有电网基
础设施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充分融合，打

造输出电力、 算力的新型融合基础设施是
关键。

他认为， 未来电网在保障输送电力的
同时，将更充分融合支持算力发展需求。不
仅电网的算力将大幅提升以满足 “东数西
算”的需要，同时，电力即算力，电力的分布
式生产和消纳、 远距离大规模的电力输送
等功能形态，都可以同步加载算力资源，实
现资源复用与时空优化。 电网的核心枢纽
功能将在“电力+算力”时代得到进一步丰
富，电力+5G、电力数据中心对外服务等利
用模式可充分响应用户对电力和算力的双
重需求，重构能源基础设施的功能与价值。

将引爆新一轮电网投资

事实上，算力之于信息时代，犹如电力
之于工业时代、水利之于农业时代，是信息
时代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 经过
“西电东送”20 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
起一张全球能源配置能力最强、 高压输电
线路最多、安全运行水平最高的电网，正向
全面建设能源互联网的方向大步前进。

邵俊松提出， 在规划的 8 个国家级数
据中心枢纽节点中， 有 3 个是需要电能输
入地区， 例如成渝有季节性的电能输入需
求。这些数据中心的电能消耗，必然引起电
力供应能力的新需求， 引爆一轮围绕数据

中心的电网投资。
他认为，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下，鉴于新能源电站的主要布局位
置，围绕数据中心布局的电网投资重点必
然是跨区域输电网架的建设。 特高压将有
助于形成点对点的电能传输，有利于电网
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围绕国家级数
据中心枢纽节点的特高压建设必然会和
数据中心建设同步加速，形成互动和联动
效应。

徐彪认表示， 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
历史进程来看， 适度超前是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 在国家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
战略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电力新能源都是
适度超前建设的重点基建领域。 特高压作
为“东数细算”的重要支撑，叠加数字经济
和电力新能源的双重使命， 是基建适度超
前建设的主战场之一，预计“十四五”期间
的建设计划将加快落地， 为满足 “东数西
算”的电力运输，特高压在原有基础上需增
加近 70%。

促进电网多方面转变

众所周知，数据中心是电能消耗大户。
邵俊松认为， 在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背景下实现“东数细算”，必然
会引发电网的多方面转变。

在邵俊松看来，首先，数据中心类型负
荷的空间转移， 将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清洁
能源消纳；其次，数据中心的配套可再生能
源电站和储能电站的建设， 必然会引发新
一轮的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后，数据中
心在线负荷具备空间转移特性， 离线负荷
具备时间转移特性， 两类负荷都可参与需
求侧响应市场。 数据中心负荷还具有短期
和中长期的可预测性，能从电能量市场、容
量市场、需求响应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多
方面获利， 必然会作为重要力量参与到电
力市场交易中， 助力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型电力系统。

徐彪表示，随着“东数西算”工程持续
推进，8 个国家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加快
建设，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将大幅增加，西部
省份的风电、 光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本地消
纳规模将大幅提升， 有助于提高绿色能源
在数据中心的使用比例， 助力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

徐彪认为，随着电力市场化持续推进，
逐步进行现货实时结算，新能源消纳、跨省
跨区资源调度等关键问题的破解有赖于电
网算力的发展。电力现货运行常态化，对电
量结算的算力和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东数西算’工程顺利推进，离不开以电网
为核心基础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所塑造的良
好市场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