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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苏苏迈迈入入用用电电负负荷荷““亿亿千千瓦瓦””新新时时代代
今今年年预预计计投投产产电电网网项项目目 228866个个，，线线路路长长度度约约等等于于江江苏苏省省南南北北距距离离的的 1100倍倍

■■本报记者 苏南

本报讯 最新统计显示， 今年 2 月，山
西电网最大外送电力 1017 万千瓦，占当月
山西全省最大负荷 28%。春节期间，山西电
网负荷增长 12.8%， 国网山西电力严格落
实保电方案，精细化电网平衡管控，强化省
间互济， 保障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
可靠供应。

去年下半年，受电煤供应短缺、煤电机
组出力不足等因素影响，我国部分地区
电力供需偏紧。 作为全国的产煤主要省
份，山西把有限的能源不遗余力地贡献
出来。 国网山西电力在做好山西省内省
外电力供应的同时，努力将服务重点向
保煤炭生产运输、安全可靠用电倾斜，齐
心协力下好能源保障的通盘大棋。

该公司采取普遍检查和重点指导相
结合的办法加强煤炭保电工作。 普遍检
查是对所有在该公司建档的煤矿进行
“一矿一案” 保电应急预案再梳理再审
查，发现漏洞及时补救，完善管理措施，
夯实管理基础。 同时开展安全生产用电专
项检查， 配合煤矿用户开展用电安全自
查，下发隐患排查通知单，限期消除整改。
重点指导是对保煤炭供应中承担重要任
务的煤矿企业实行重点服务，包括为每一
户煤矿配置一名“党员电管家”，为企业量
身定制用电方案，组织煤矿用户开展停电
应急演练等，进一步加大护航力度，确保
重点煤矿企业在增产保供过程中安全用
电万无一失。

山西焦煤、阳煤集团、大秦铁路、中
南部铁路等煤炭产运企业， 全部都在国
网山西电力的可靠护航下，开足马力，全
力生产。

通盘谋划，余缺互济。 截至 3 月 9 日，
作为晋电“下江南”第二通道，雁淮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 1135 亿
千瓦时， 有力支撑了江苏乃至华东电网地
区的用电需求， 为缓解全国电力供需紧张
局面作出山西贡献。

据预测，3—6 月， 山西全省用电负荷
将保持 10％以上的增长，最大负荷可能达
到 3300 万千瓦—3400 万千瓦。 国网山西
电力将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做好电力保供。
一是做好中长期供需能力测算，二是严格
机组状态管理， 三是提升负荷预测水平，
四是提升电力平衡能力，在保障山西省内
充足供应的前提下，灵活参与月、周外送
交易。 （李云亮）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 江苏电网近年来呈现
出用电负荷高、用电量规模大的特点。 自 2017
年用电负荷首次突破 1 亿千瓦以来，江苏电网
已连续 5 年负荷“过亿”。 2021 年江苏用电负荷
“过亿”50 天。

负荷“过亿”成为江苏电网新常态的同时，去
年江苏省新能源出力占用电负荷和发电出力的
比重也首次双双突破 40%。 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

人士认为，2022 年江苏省用电负荷还会 “过亿”，
新能源并网比重也将继续提高，这些都给电网调
度带来巨大压力。

如何保障今年电力安全可靠稳定供应，护
航江苏地区经济？ 去年应对用电负荷“过亿”的
调度经验是否还适用？ 今年江苏“电网答卷”重
点在哪里？ 面对新能源高比例并网，江苏有哪
些“妙招”？

记者梳理发现，华东五省市中，江苏全社会发
电量、用电量均高于浙江、上海、福建、安徽。 江苏
能源监管办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 1-12
月累计发电量 5867.26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15.64%；1-12 月累计全社会用电量 7101.16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1.41%。

作为华东地区电力需求最大的省份，江苏省
目前共有各类电源装机约 1.5 亿千瓦， 化石能源
仍然是省内的主力电源。 近年来，江苏新能源建
设快速发展，已跃升为第二大主力电源，装机容
量位居全国第二。

记者从江苏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 1 月底
江苏新能源累计装机规模达 4219 万千瓦， 其中，
风电装机 2221 万千瓦，光伏装机 1998 万千瓦。预
计 2022 年新增风电装机 10 万千瓦， 新增光伏装
机约 120 万千瓦，随着今年整县光伏政策的推进，
将迎来一波分布式光伏的发展。

江苏电科院配电网技术中心主任史明明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量分布式光伏接入，对电网的
承载力构成挑战，亟需建立精准的评估手段，以便
直观准确评估大量分布式光伏接入后的影响，引
导光伏有序接入。

“新能源增长对电网调节、调度运行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江苏省电力公司调控中心总工程
师周挺对记者表示，去年 4 月 4 日 11 点 50 分，江
苏新能源出力占全省用电负荷比例首次突破
40%。 “为了做好新能源高效消纳，我们提前谋划。
首先，深度挖掘电网调峰能力，充分发挥辅助服务
市场潜力， 提高关键段面的新能源消纳水平。 其
次，发挥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技术，提升资源及
功率预测水平， 在国内率先试点开展新一代新能
源功率预测系统建设。再次，做好风光储主动参与
电网频率电压调节能力研究， 提高江苏新型电力
系统的弹性水平。 ”

记者了解到，目前，江苏初步形成了以“一交三
直” 特高压、“六纵六横”500 千伏电网混联为骨干网
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坚强智能电网。 “十四五”期
间，江苏将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高区外来电配
置能力，以应对“过亿”用电高负荷。 为强化电网、助力
经济发展， 仅南京市就明确，2022 年起在南京地区开
工建设总投资约 80.9 亿元的 49 项电网重大工程。 在
“西电东送” 重点工程———白鹤滩至江苏±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虞城换流站现场， 有 1200 余名建
设者争分夺秒推进工程建设。

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江苏能源资源和电力需求
呈逆向分布，99%以上的风电和 70%左右的光伏分布
在江北地区，大量富集电力必须通过北电南送过江通

道输送至苏南消纳，江苏 500 千伏及以上主干电网呈
北电南送格局。

江苏省电力公司不愿具名人士直言 ，随着新
能源装机快速增长以及沿海地区新增煤电 、核电
投产 ，北电南送过江电力需求进一步增加 ，北电
南送过江能力提升是 “十四五 ”及中长期江苏电
网发展的重点任务 。 “江苏目前正在加快推动盱
眙-秋藤西三通道和凤城-梅里第五通道等过江
通道建设。 ”

目前，江苏电网 500 千伏及以上重点工程已全面
按下“快进键”。 据预计，今年江苏电网将投产项目
286 个，线路长度 4729.38 公里，约等于江苏省南北距
离的 10 倍。

除了完善江苏省电网架构外，江苏省电力公司在
软实力上下足功夫，为电网安装“大脑”———新一代调
度技术支持系统、自主研发整县光伏接入配电网承载
力在线仿真平台等“利器”。

谈及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建设的初衷 ，
江苏省电力公司知情人士坦言，是为了创新大电
网安全管控 、市场交易 、新能源消纳和资源调配
的技术手段 ，提升电网调度的数字化 、自动化和
智能化水平， 更好地保障电网安全和电力供应 ，
希望通过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实时描绘出
“电网画像 ”， 在线滚动计算当前电网的动态输
送能力。

记者了解到，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由能量管
理、现货市场、新能源预测和调度管理四大子系统组
成。 其最大特点是，实现了运行控制和调控云平台双

基础支撑、模型和数据双引擎驱动、大云物移智链技
术全面融入、业务子系统协同运转。 例如，在强化风险
预判预控能力方面，通过电网预调度、分区发用电平
衡分析等功能建设，较以往可提前 4 小时发现电网运
行风险，实现运行风险早发现。 “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
系统目前刚进入试运行阶段， 初步具备使用条件，专
业部门正在结合工作需求进一步完善。 ”上述知情人
士介绍。

江苏电科院总工程师袁宇波对记者透露， 目前，
江苏电科院正在支撑扬中、吴江、沛县和溧水等区县
的整县光伏接入配网工程方案设计，结合地区“十四
五”发展规划、整县光伏建设计划和配网建设基础，
开展具有地区特色的整县光伏接入配网工程建设。
预计今年 3 月底，镇江、扬中“绿色低碳能源岛”整县
光伏示范工程将建成投运。

省内新能源装机大增

推动过江电力通道建设

提升电网“软实力”
■■■

山山东东淄淄博博：：开开展展违违章章督督查查 护护航航电电网网春春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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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 日前，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
《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坚强可靠的城
市电网。

按照《规划》，北京将统筹本地及周
边区域电源设施布局，持续完善外受电
通道，优化城市电网结构，加强本地电
源应急储备和调峰电源建设， 建成高
可靠智能化城市配电网；推动胜利(锡
盟)-张北特高压通道建设， 形成环北
京特高压环网， 加快北京东-通州北、
北京西-新航城 500 千伏等下送通道
建设， 进一步提升北京电网外受电能
力。 同时，规划建设亦庄、CBD 等 5 座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新建 220 千伏变
电站 29 座，加快补齐城市重点负荷区
域和老旧小区等薄弱地区配电网结构

短板。 到 2025 年， 外送电通道输电能
力增加到 4300 万千瓦左右， 全市供电
可靠率达到 99.996%。

此外，《规划》还明确要加强京津冀
能源一体化发展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加强区域能源设施建设，加快机制
标准、要素市场一体化协同发展，推动
区域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提升区域能
源绿色发展水平。 共建共享区域能源设
施。 实施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
划，优化完善区域能源设施布局，建设
跨区域重点能源项目，构建互联互通能
源设施体系。

《规划》提出，北京将持续推进区域
电源支撑能力建设，全面整合现状存量
资源， 形成应急备用与调峰电源能力
3600 万千瓦。 构建华北地区 “四横三
纵”特高压网架，形成环北京特高压双

环网， 不断完善京津冀区域外受电力
保障格局。 深化区域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互惠合作， 用好冀北风光发电资
源， 提高张北柔性直流输电线路送电
水平。 到 2025 年， 外调绿电力争达到
300 亿千瓦时。

此前发布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已提出，北京市要推
进智能微网、现代能源互联网、柔性直
流电网建设， 建立容纳高比例波动性
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输（配）储用一体
化的局域电力系统， 探索电力能源服
务的新型商业运营模式和新业态，以
及建设坚强智慧城市电网。 优化完善
环京特高压环网及下送通道， 提升北
京电网“多方向、多来源、多元化”受电
能力。 利用先进储能系统，建成多路径

“黑启动”电源，开展重点负荷区域、重
要用户应急储能与调峰系统重构，构
建电源、 电网和用户三方协同综合应
急保障体系。

据悉，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相关
企业已经从首都的特殊地位出发，结合
不同区域的差异化需求，形成了涵盖网
架结构、设备选型、设计施工、运行维护
等内容的整套技术标准，为配电网改造
升级提供了标准支撑。

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配套重点电
网工程———通州北 500 千伏变电站已
经进入稳定施工阶段， 意在完善北京
地区 500 千伏环网结构， 承接北京东
特高压站下送电力， 为北京城市副中
心提供重要的电源支撑， 满足北京地
区负荷发展需求， 提升电网清洁能源
接纳能力。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明确———

“十四五”北京将建成高可靠智能化城市配电网

日前，山东淄博电网全面启动春检，山东淄博供电公司为防止作业中违章行为的发生，开展党员“亮身份、践承诺、做表率”反违章专
项行动。 图为该公司变电检修人员在 220 千伏博山变电站对断路器进行修试时，党员督查队全过程开展违章督查。 崔磊/摄

强电网 助发展

■■■

■■■核心阅读

一面是用电负荷破亿千瓦成为新常态，一面是新能源并网比例持续提高，江苏
着力增强电网的软硬件实力，提升新型电力系统的弹性水平，探索经济发达地区能
源电力高质量发展之路。

国网山西电力下好能源保障通盘
棋，护航山西省内省外电力供应———

山西电网2月最大外送
电力 1017万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