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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破解解电电力力安安全全可可靠靠、、清清洁洁低低碳碳、、经经济济高高效效的的““三三元元矛矛盾盾””

浙浙江江““聚聚力力””克克服服新新能能源源““虚虚胖胖””体体质质
■■本报记者 苏南

浙江， 一次资源匮乏、 外来电
占 1/3、 用电负荷过亿千瓦， 这些
均为其探索新型电力系统带来巨
大挑战。 如何把挑战化为机遇，国
网浙江电力 （下称 “浙江电力 ”）再
次拿出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首创
精神，探索新模式，总结新经验，为

全国受端省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先
行探路。

在亿千瓦级电网时代， 浙江电
力深刻认识到破解“安全可靠”、“清
洁低碳”“经济高效” 的三元矛盾是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应对新能源“虚
胖”体质的关键所在。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浙江入选
国网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寓意
深远。

浙江是革命红船启航地、“两山
理论”发源地、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
经济条件、行政效率、社会治理、市场
化程度和信息技术水平都居国内领
先，具备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先行先
试条件。

在国网浙江经研院专家孙轶恺
看来， 浙江电网是华东地区唯一与
“四省一市”都有联络的电网，是东部
电网的重要枢纽。 浙江建设好新型电
力系统，解决好资源匮乏受端省份的
电力安全供应问题， 对于整个华东、
东部沿海区域都有重大的示范价值。

横向对比来看，青海是清洁送端，新能
源资源禀赋优越，福建是自平衡系统，
核电、风电、储能产业蓬勃发展。 同样
位于沿海的浙江， 是典型的大受端电
网，“三元矛盾”最为突出，需要从源、
网、荷、储四侧发力、政策机制多方突
破，任务最为复杂。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浙江
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2500 万千瓦，已
成为浙江省内第二大电源，到 2030 年
新能源装机将突破 6000 万千瓦，“电
从身边来”，正成浙江电力供给的重要
形式。 提高浙江电网对新能源承载能
力，适应大规模新能源主体化新格局，
浙江电力正积极打造更多可复制、可
推广的示范场景。

记者从浙江电力了解到， 近年来，浙
江用电负荷屡创新高。 2021 年最高用电负
荷突破 1 亿千瓦。 此外，新能源迎来大发
展，2021 年新增新能源装机容量 555 万千
瓦，占新增装机容量的 77.6%，外来电占全
社会用电量 1/3， 约等于 1.58 个三峡水电
站全年的发电量。 面对巨量外来电，电网
怎么接、如何消纳，成为浙江电力面临的
难题。

国网浙江电科院系统分析专职董炜
对记者表示， 因电能具有即发即用特性，
电力系统需要实时满足发电与用电之间
功率和电能量的平衡。 随着高比例新能源
的并网接入，电力电量平衡出现复杂多场
景的特征，即使在最高负荷时段发用电可
以平衡，但在新能源大发或在新能源无出

力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无法平衡的情况。
浙江电力调控中心专家楼贤嗣直言，

电网的形态正在迎来供给、传输及消费三
侧的深刻变革，尤其是电力平衡方面，需要
扩充源、网、荷、储各侧可调节资源池，推动
电力平衡从传统的“源随荷动”向“源荷互
动”模式转型。 此外，针对如何安全、友好
地接入高比例新能源，浙江电力设想通过
新型电力系统调度智慧运行大脑，提升不
同场景下各类资源的协同调控效率。

对于电力电量平衡面临的挑战，董炜
分析，首先，新能源具有“虚胖”体质，即
“大装机、小出力”和“大装机、小电量”特
征明显，需要通过准确预测新能源出力变
化，降低电网调度运行的难度，降低新能
源出力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对电网的冲击。

其次，新能源开发难度增大，亟需研究大
规模新能源柔性接入技术。 再次，做好日
内电力电量平衡需要提升电网短期调节
能力，可以从源、网、荷、储各侧灵活实施。
最后，电网中长期调节能力的提升可以通
过开展电、热、氢等异质能源互联互通技
术研究，来应对数天甚至数十天的出力不
足和盈余。

为破解新能源“虚胖”体质带来的难
题，目前，浙江电力已构建了“点-线-面”
分布式新能源多时空尺度功率预测体系，
搭建基于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预
测服务， 为浙江省 11 地市的 600 余个分
布式光伏站点提供多尺度功率预测，实现
面向绿色调度的分布式新能源功率精准
态势感知。

记者了解到，浙江电力提出按照“五年
一台阶，十五年一跨越”的目标，分两阶段
全力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建设，
推动量变到质变、质变到跃变的跨越式发
展。 简单来讲，一个是量变阶段，一个是质
变阶段。

量变阶段，即 2022 年至 2035 年，浙江
新能源倍增再倍增，并逐渐取代传统能源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这一阶段，浙江省内
特高压环网建成，白鹤滩-浙江和甘肃-浙

江两回直流落点浙江，“一环多直”的大受
端电网格局初步建成。“这一阶段，我们将
推动新形态配电网成为新能源就地消纳
和源、网、荷、储互动的中枢，加快抽水蓄
能和新型储能协调发展，促进电力供需从
实时平衡转向长周期平衡。 ”浙江电力相
关负责人表示。

质变阶段， 即 2036 年至 2050 年 ，
浙江电网将迎来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
期。 “电从身边来”成为浙江电力供给

的重要形式 ， 新能源装机突破 1 亿千
瓦 ，成为电力供应主体 ，保障性 、调节
性机组通过碳捕集 、 利用和封存技术
实现零碳转型。

上述负责人介绍，质变阶段，电网建设
规模饱和，逐步发展成为能源互补、能效提
升的低碳能源网络和资源共享、 多方共赢
的价值创造中枢， 浙江电力负荷的可响应
规模、能效水平、清洁化水平将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从量变、质变到跃变

电力电量平衡面临巨大挑战

电力保供形势最为复杂严峻

近观新型电力系统(二)

关注

核心阅读
浙江将分两阶段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建设： 第一

阶段破解安全可靠与清洁低碳的主要矛盾， 保障供需平衡，第
二阶段平衡清洁低碳与经济高效的目标，推动高能效的经济增
长和高质量的低碳转型。

山西前 4个月外送电量
超 400亿千瓦时

本报讯 5 月 10 日，从山西电力交易
中心获悉，今年以来，山西立足能源基地
战略定位，持续推进电力外送，为全国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4
月， 山西全省外送电量完成 406.2 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电量13.8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3.52%。

据介绍，为加大电力外送工作，今年
以来， 山西电力交易中心密切关注受端
省份用电需求，灵活开展外送交易拓展省
间市场。 1 月份，为助力“绿色冬奥”，满足
北京冬奥会绿色用电需求， 达成冬奥期间
绿电进京 7.97 亿千瓦时。 同时，积极协调
省内富裕电力开展晋电入鲁、 晋电入赣等
交易，最大支援电力 150 万千瓦，电量 4.71
亿千瓦时。

山西电力交易中心还不断创新交易
品种，优化送电曲线，进一步扩大送电规
模。继 1 月份达成低谷和平段外送上海交
易， 拓展冬季低谷时段新能源消纳空间
30 万千瓦，电量 0.84 亿千瓦时；达成今年
首次绿色电力外送交易，实现 4—12 月平
价光伏项目外送天津电量 0.28 亿千瓦时
后，3 月份， 又推动省内新能源与河北丰
宁抽水蓄能电站首次开展跨省互动响应
交易，在省内新能源消纳困难时间段向华
北输送电力， 提升新能源消纳空间 30 万
千瓦。

目前，山西电力已外送至北京、天津、
上海、重庆、山东、江苏、河北、浙江、湖南、
河南等 14个省市，范围为历年之最。

（杨生叶 蔚真 冉涌）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我司名义并伪造公文称“可以

在我司获得每月十万吨零号柴油的供应”。 我司在此郑

重声明：我司从未出具此类公文，请广大客户和社会大

众切勿上当受骗。如收到此类公文或遇到类似不实信息

发布情况，请立即联系我司风险管理部工作人员（联系

电话：15122038358）核实。 同时，我司将依法追究冒用我

司名义及伪造我司公文者的法律责任。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重庆销售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6 日

甘甘肃肃：：特特高高压压抢抢险险演演习习提提升升应应急急处处置置能能力力

5 月 11 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在甘肃省张掖市等地联合举行“应急使命·2022”高原高寒地区
抗震救灾实战化演习。 模拟在地震中，我国“西电东送”工程±800 千伏天中（新疆哈密至河南郑州）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铁塔受损，输电线路
中断，引起河西地区光伏、风电大面积脱网断电，华中地区减供负荷 600 万千瓦。 图为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应急抢修队伍利用运用首创的
“无人机抛绳结合小飞人电动升降装置”作业法将抢修人员从地面直接升到高空中的导线上开展高空抢修。 潘磊/摄

本报讯 “实行‘大村制’改革后，我们实
施农网改造计划和资金预算方面都要灵活
多了， 不仅节约了多项不必要的成本开支，
更有利于农村用电优化，解决了不少历史遗
留问题。 ”5 月 11 日，国网宜宾江安供电公
司农网改造项目经理赖显涛在四川省宜宾
市江安县铁清镇七柱村 2022 年农网改造勘
测现场说。

七柱村在 2019 年下半年江安县镇村两项
改革后，由原有三个行政村整合为一个大村，资
源利用率大大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铺开。
2020 年以来，该村引进的开发产业项目落地，在
原有两个生猪养殖场的基础上， 新增了两个分
别年产一万头以上生猪养殖场， 三个畜牧饲料
加工厂， 一个塔罗科柑橘产业园区和红柚产业
园区，以及其它农特产品加工业，并于 2022 年 1
月被评定为 2021 年度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优秀村。
随着七柱村乡村产业的兴旺发达，该村供

用电形势发生较大改变，供需缺口和不足状况
突显，急需区域性电网升级和治理改造。 而由
于早期农电网改造时涉及村与村行政管属问
题，线路只能在所供区域建设运行，不仅造成
配电线路、台区供电断面交错过多过近、存在
同一局域电源混乱的状况和资源运用的浪费，
更给供电线路、台区集约利用和优化带来极大
的麻烦，增加了不经济、不必要的重复性成本
投入。

新的七柱村成立后， 从 2019 年下半年开
始， 国网江安供电公司打破了乡村电网规划
村域界限，统一规划，分类施策，使电网建设
成本更经济、布局更合理、需求更有针对性，
电力构架优势增强乡村整体受电能力， 产业
开发用电优势明显， 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电力应用空间， 解决了原来小村
电网改造设计线路迂回、 变压器设点偏离集
中供电点、 边远地区改造成效不理想等历史
性难题， 提升了电网有效利用率和后期发展
的长远优势。

经初步测算，七柱村若仍为 3 个小村的状
况下，3 个小村共需新增 11 台变压器布点，高、
低压网络新增和改造 40 余千米， 预算资金共
计约 820 余万元；整合成大村后，只需新增变
压器 8 台，高、低压网络新增和改造 32 千米，
改造资金 690 余万元左右，即能达到同等治理
改造效果。 由此节约资金用于投入其他地区计
划储备，不仅解决了农配网治理改造资金有限
的问题，也加速了为更多区域电网治理改造的
进程。

目前， 七柱村农电网改造正按计划有序进
行中。 （陈刚 邓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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