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12 日，新疆首个瓦斯“井上-下联
合超前治理瓦斯”示范工程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榆
树岭煤矿正式开工。

“井上-下联合超前灾害治理”抽采煤层瓦斯新模
式是指综合采用地面井、穿层长钻孔和定向顺层钻孔
抽采多种方式，将煤层瓦斯降到低瓦斯等级，实现长
效治理。 通过井上下联合抽采相结合模式，实现瓦斯
抽采、煤炭生产有序衔接。

该矿从基础抓起， 组织人员到库拜煤田煤层气
抽采治理项目和蓝焰公司施工现场实地考察， 确定
了矿井地面井抽采煤层气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先后
多次召开“井上-下联合超前灾害治理”抽采煤层瓦
斯项目专题会，从项目立项、选址、工作组成立、资金
筹备等落实专人负责，全力以赴探索建设“井上-下
联合超前灾害治理”抽采煤层瓦斯示范工程。 经过多
方调查，最终决定与河南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共同组织、设计、施工。

该矿 12 采区下 10 煤层瓦斯含量和瓦斯压力
大，若不提前进行治理，可能导致 12 采区下 10 煤
层区域瓦斯治理工作紧张。 该项目建设建成后可

保障矿井抽掘采平衡，确保 12 采区工作面正常接
续，同时也符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要求。

“瓦斯治理‘井上-下联合超前灾害治理’模式，不
仅能抽走井下瓦斯， 为矿井安全生产奠定了基础，还
可进一步探索煤层气的工业利用和商业开发，带来可
观的经济效益。 ”河南省煤层气公司副总经理岳军文
介绍说。

该地面井工程项目主要包括 1 口参数直井及 2
口地面 L 型水平井，钻探工程量约 2300 米。 项目基
于现有生产阶段下 10 煤层瓦斯资料的分析， 预期
直井单井产能≥500 方/日，水平井单井产能≥3000
方/日，主要通过“三大工艺”及“八大技术体系”完
成实施。

后期，项目可根据地面井产气规模，决定是否
敷设瓦斯抽采管路进行瓦斯发电或 利 用 撬 装
LNG 液化装置进行销售。

据悉， 该工程于 6 月 12 日早上 11 点开始正式开
孔施工， 计划 8 月底完成钻井主体工程施工，10 月底
完成压裂、 下泵等工程施工，11 月开始进行排采瓦斯
作业。 （马博 刘伟）

■■■ 超高压电网发展的里程碑

图片新闻

关注

能源基建22
□ 2022 年 6 月 20 日

□主编：董欣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52

湖湖北北宜宜城城：：环环保保火火电电项项目目建建设设正正酣酣

我我国国首首座座 333300千千伏伏超超高高压压变变电电站站投投运运 5500周周年年——————

五五十十载载峥峥嵘嵘岁岁月月看看““秦秦安安””

6 月 16 日， 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走进了甘肃天水 330 千伏秦安变电站，
看着纪念馆内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以及设备区里崭新的现代化设备，一个个感
慨万千，激动不已。

他们是 50 年前参与过 330 千伏刘（家峡）-天（水）-关（中）输变电工程的
建设者，专程从全省各地赶来庆祝电站的生日。 作为我国首座超高压变电站，
秦安变电站是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壮大的历史见证。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西北，是“大三线”建设的主战场，
大批军工企业搬迁于此，电力需求极大。 国务院提出要在西
北地区建设 330 千伏输变电工程，把从黄河上游刘家峡水电
站中发出的强大电流输送到关中地区，解决陕甘两省的用电
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330 千伏刘（家峡）—天（水）—
关（中）输变电工程应运而生。 枢纽变电站的站址设在天水市秦
安县郑川乡，西距刘家峡水电站 273 公里，东到陕西汤峪变电站
257 公里，正好处在整条输电线路的中间位置。

1972 年 6 月 16 日，330 千伏刘天线、天关线在秦安变电
站并网成功，标志着“刘天关”输变电工程建成，中国电网实
现了从 220 千伏到 330 千伏的升级跨越。 这是我国第一条超
高压输电线路，主要产品设备均由我国科研技术人员自行设
计、制造和安装，是中国电网向超高压、远距离、大容量传输
发展的里程碑。

线路投运后，水电比例大的甘肃和火电比例大的陕西实现
电力互供、“水火相济”，形成了一体化电力网络。

秦安变电站在建设初期采用了扩径导线、
铝包钢绞接地线等新技术、新材料，配置了当
时最先进的晶体管保护自动装置。 但是，受客
观条件限制，加上设计缺陷等原因，该站使用
的国内首台 330 千伏并联电抗器存在诸多技术
问题。

1990年初，秦安变电站引进了进口断路器，并

于当年 9月首次投入西北 330千伏系统。 至此，运
行了近 20 年的原压缩空气断路器退出运行。 从
此，该站开启了一些列技术改造，使得这座功勋变
电站焕发出老而弥坚的生命力。

1992 年至 2002 年，全站的断路器 、刀闸 、
隔离开关及操作机构得以更换；2003 年 6 月，
该站最后一台少油断路器在运行了 31 年后

光荣退役 ；2006 年 ， 该站综合自动化改造完
成， 主变压器及 330 千伏、110 千伏线路保护
更换为微机系列，更换了多功能电度表、数字
式功率表；2016 年， 该站完成智能化改造，所
有电气设备全部更换成 GIS（组合电气），最终
实现远方监控， 迈入了综合自动化运行管理
的高级阶段。

在“刘天关”输电线路投运后，水电比例大的
甘肃和火电比例大的陕西实现电力互供、“水火
相济”，形成了一体化电力网络。 秦安变电站不仅
承担着甘肃东部供电任务以及向陕西关中和宁
夏固原的送电任务，同时还肩负西北电网调峰的
重任。 如今，该站年外送电量达 23 亿千瓦时，为

西北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作为中国第一座 330千伏超高压变电站，秦安

变电站还肩负着探索试验的历史重任。从 1972年至
1992年， 该站取得了 15526个宝贵的实验数据，为
我国超高压输变电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
依据。 在技术设备不断进步的同时，该站还培养和

造就了无数优秀人才，并涌现出了以“天水三八女子
带电作业班”为代表的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回望 330 千伏秦安变电站 50 年的发展历程，
岁月已将忠诚担当、敢为人先这些特有的精神气
质，凝聚在了一代代电力建设者的血脉中，并将
一代代传承下去。

精神气质代代传承

在新时代浴火重生

■郭纪雄

■■■

■■■

由湖北能源集团投资 78 亿元的湖北襄阳（宜城）火电项目拟新建 2 台 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硫、除尘、脱硝
装置，可实现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等污染物超净排放和废水零排放。 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 90 亿千瓦时，年实现产值约 29 亿元，年实现
税收约 1.8 亿元，计划于 2023 年底投产。

图为湖北襄阳（宜城）火电项目的工人们正在建设两座冷却塔和总高 240 米的烟囱。 人民图片

新疆首个“井上-下联合超前治理瓦斯”
示范工程开工

山西加快推进 5个 “上大
压小”百万千瓦煤电项目

本报讯 日前，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关
于印发山西省扎实推进稳住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行动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提出有序布局大容量、高参数煤电机
组。 替代在役、退役煤电机组，整合核准、纳
规煤电机组， 按需有序布局高参数先进机
组，加快推进重点实施的 5 个“上大压小”百
万千瓦煤电项目，加快在建煤电项目建设进
度，确保电力供应平衡，坚决杜绝拉闸限电。
加快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
改造“三改联动”。

《通知》 要求重点推进国家第一批 200
万千瓦风光基地和晋北采煤沉陷区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建设。 做好五大风电光伏基地规
划布局，逐年明确项目清单，确保今年投运
1000 万千瓦以上。积极发展抽水蓄能和新型
储能，加快推进垣曲、浑源 2 个在建项目建
设进度，推进列入国家规划“十四五”重点实
施的 10 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前期工作，确
保今年开工 2 个以上、今明两年开工 7 个以
上，力争 10 个全部开工，完成“以十保七”目
标。 加快外送电通道建设，开展已纳规的大
同-怀来特高压项目前期工作， 力争尽早具
备核准开工条件，再抓紧谋划一批抽水蓄能
项目并力争纳入国家规划。 推进“西电东送”
输电通道优化改接工程，加快推进 500 千伏
输电线路配套电源改接工程。

另外，《通知》要求加快推进生态环保基
础设施建设，尽快开工建设一批集中供热和
分布式取暖等工程项目；加快构筑太忻经济
一体化发展生态安全屏障；支持太原、长治
等地开工建设一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重点
工程。 （简东伟）

本报讯 6 月 15 日， 国内首台百千瓦级
FCPS-S120 船用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型式认
可证书颁发仪式在浙江宁波举行， 中国船级
社（CCS）为国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氢科技”）颁发了型式认可
证书， 这标志国氢科技在氢燃料电池技术应
用领域取得了新突破。

在能源安全及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21-2035 年）》大背景下，国氢科技逐步
加大氢能开发与氢能技术创新，着力布局制
储氢与氢燃料电池全产业链、 自主化建设。
通过“源端驱动、应用拉动”推动氢能产业发
展。 此次取得认证的“氢腾”FCPS-S120 是国
内首套大功率船用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未
来将应用于内河千吨级主力船型，具有安全
可靠、零污染零排放等性能。

全球减碳背景下， 低碳甚至零碳排放船
舶已经成为发展趋势。 氢能是航运“脱碳”技
术的理想燃料， 氢燃料电池推进技术在船舶
上应用可实现能源利用率高、 零排放和船舶

舒适度高等效果，是绿色船舶的理想动力。
本次通过型式认可百千瓦级船用氢燃料

电池发电系统开发工作由国氢科技所属宁
波绿动氢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研究院”）承担。

实际上，国氢科技在自主研发的氢燃料
电池技术已成熟应用于 “氢腾 ”品牌燃料电
池系统，该系统已服务博鳌、冬奥项目。

在此基础上 ， 依托宁波研究院提前布
局，打造了“氢腾”FCPS-S120 船用氢燃料电
池发电系统，并根据中国船级社 2022 年 E-23
《氢燃料电池》规范进行验证，具有高可靠性、
高安全性、长寿命、零排放等特点，进一步展
现了国氢科技在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研发领
域的优势。

国氢科技 FCPS-S120 船用氢燃料电池发电
系统的额定功率为 120 千瓦， 输出电压为 450
伏-750 伏，外壳防护等级为 IP67，核心部件全为
国产，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且设备满足最
新的检验规则和指南的要求。 （李鑫程 ）

国内首台百千瓦级船用氢燃料
电池发电系统获 CCS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