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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型型电电力力系系统统 辽辽宁宁这这样样建建
■戈阳阳 李家珏 罗彤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 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辽
宁， 如何结合电网特点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国网辽宁电力科学研究院的青年专家
从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提高新能
源消纳利用率、多专业协同发力三个方面
给出了他们的思考和见解。

聚焦风险因素
保障电网运行安全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首先必须直面高
比例新能源接入带来的大电网安全稳定
问题。

一直从事高比例新能源宽频振荡抑
制研究的贾祺介绍，辽宁地区风电和光伏
发电并网规模持续增大，出现电网调节能
力不足、新能源汇集地区短路容量降低等
问题，频率稳定问题和非工频振荡问题面
临严峻挑战。

贾祺说，“探索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
统稳定特性的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增强
电网灵活调节能力、抗扰能力以及自愈能
力，是未来大电网安全稳定分析亟待解决
的问题。 随着储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日渐
成熟，充分利用储能的功率迁移及灵活调
节能力， 设计储能多目标协同控制策略，
改善系统的动态特性，能够为应对新型电
力系统的安全稳定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

电力系统分析专责孙俊杰介绍，新型
电力系统下，辽宁电网新能源、电力电子

元件高占比运行特性日益凸显， 电网供需
平衡及安全稳定面临极大挑战。 应结合新
能源接网方案，开展电网规划校核，着重针
对新能源接入后频率、电压、振荡问题开展
计算分析， 超前开展分布式调相机等灵活
性资源配置、 新能源机组控制策略优化等
相关研究； 在全面保障传统同步机组在稳
定、电力供应上的托底作用的同时，挖掘新
能源机组的支撑能力，激发储能、负荷侧资
源的调节潜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攻关关键技术
提升新能源发电占比

新型电力系统中新能源出力的占比会
不断增加，需要攻关关键技术，消除新能源
波动性、随机性对电网产生的影响，从而提
升新能源利用率。

新能源消纳技术研究专责胡姝博表
示，随着大规模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接入电
力系统， 其自身的间歇性及波动性等特征
导致发电功率高度不确定性。 准确预测以
风、 光为首的新能源出力是提高其利用效
率， 应对新能源高比例接入电网带来不确
定性的重要技术手段。 基于地理分布信息
和气象数据研究新能源出力预测方法，开
发融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新能源智
慧预测平台，可以有效预测新能源出力、评
估预测误差置信区间， 进而提升新能源利
用率。

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氢储能技术。
国网辽宁电力青年托举人才张潇桐表示，
加快发展氢能产业，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选择， 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
举措。辽宁地区清洁能源资源丰富，将清洁
能源转化为氢能并加以高效利用是实现清
洁能源高效转化和消纳的重要手段， 因此
需要探索电解水制氢装置应用于电网的技
术路径，降低清洁能源制氢成本，促进电解
水制氢装置的大规模应用。

长期从事分布式新能源控制策略研究
的孙广宇表示，除了氢能源之外，硅能源也
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能源。 硅能源
具备原料充足、能量密度高、易于运输和长
时储存以及环保可再生等独特优势， 是一
种理想的未来能源， 对于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具有重要意义。

专业协同发力
推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在辽宁，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要各个
专业群策群力、协同攻关，共同推动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 国网辽宁电力青年专家从自
身专业出发给出不同的建议。

从事大电网规划运行的王超认为，在
辽宁， 新型电力系统是在适应新能源规模
化发展进程中应运而生的， 其建设应遵循
电网发展客观规律， 以跨区支撑电网为定
位，突出辽宁电网“电源种类全、大容量储
能多、火电低碳且灵活”的鲜明特色，在“计
划性+市场性” 双规制下谋划符合辽宁电
网发展的战略路径；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
顺应能源革命与数字革命相融并进发展趋
势， 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辽宁电网向新型

电力系统转型升级，让电网更“智能”、能源
更“绿色”、用能更“美好”。

一直从事线损研究的博士李平说，“深
入挖掘电网经济运行降损潜力， 是电网企
业助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 ”

国网辽宁电力正在持续开展技术降损
工作，围绕电网网架优化、设备节能选型和
电网生产运行三个维度，从变电站、输配电
线路、配变、台区四个层面，对辽宁电网进
行全面降损评价， 在 3 年内全力打造无功
电压和技术降损地市级示范区 4 个、 县级
示范区 7 个。

随着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进程持续
推进，电网网架形态和运行特性将发生深
刻变革，为应对未来海上风电、分布式电
源等规模化接入，国网辽宁电力积极研究
高比例新能源和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接
入电网条件下的高次谐波产生机理、控制
技术和治理措施，抑制由于谐波等电能质
量问题在不同电压等级之间穿越造成的
谐波损耗。

储能技术方面，孙广宇表示，储能技术
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支撑，对
我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保障国家能源战
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网辽宁电力
已深度参与并指导了大连恒流储能电站国
家示范项目、 阜新风电场飞轮储能一次调
频及惯量响应改造项目等多个全国领先的
储能技术示范工程， 积累了丰富的储能技
术领域的实践经验。

今年 2 月，国网辽宁电力科学研究院
成功跻身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平台，全
方位提升了该院在储能领域的技术影
响力。

7 月 15 日，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最大能源投资项目、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支柱电源———华能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 3 号机组核岛安装正式开
工，较计划提前 46 天，这标志着华能集团控股建设的首座大型压水堆核电站向着建成投运迈出了重要一步。 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向海南输送清
洁电量 180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 55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300 万吨，对海南构建绿色、安全、集约、高效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具有重要意
义。 图为华能海南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现场。 郇志同/图 彭艳娇 杨永超/文

华华能能海海南南昌昌江江核核电电二二期期核核岛岛安安装装开开工工

兖矿能源全力备战增储保供大考

■闫永芳 王刚强

7 月 8 日，国网永和县供电
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牛强强、国
家电网山西电力（临汾永和）太
行黎明产党员服务队队长李易
甫再次来到望海寺乡红崖渠村
美洋洋标准化养殖基地开展用
电需求走访。 这座现代化高标
准的养羊基地是永和县将传统
放牧变为舍饲圈养， 封山禁牧
的有效实践。 近年来，永和县供
电公司全面升级改造农村配电
网设备， 新增及改造配电变压
器 56 台， 改造低压线路 79.96
千米，提高供用电可靠性，助力
养殖业发展。

用电不愁
集体+农户双增收

宽敞明亮的羊舍里，3000 多
只肉羊正争相吃着自动化设备投
喂的红枣、玉米秸杆等合成的“颗
粒饲料”。 饲料加工车间，生产线
有节奏的轰鸣着。“我们每天都要
加工饲料，制粒机每年能加工饲
草 2千吨， 可消化全乡 3千多亩
饲草产量，为养羊户优惠提供充
足饲料，这饲料供得上，羊才吃的
好，卖得上好价钱！ ”美洋洋养殖
合作社负责人辛清平说。

4 月 26 日，美洋洋标准化养
殖基地投入运营，采取“政府搭
台、合作社唱戏、群众受益”的运
营模式，以养殖繁殖羊和育肥羊
为主。 永和县供电公司靠前服
务， 为其新建 10 千伏线路 2100
米， 安装 200 千伏安变压器 1
台，新建低压线路 350 米。

“每栋羊舍都配备有消毒
室、监控系统、自动刮板等设备，
羊舍要做到整洁又卫生，对电的
依赖度很高， 平时用电有了问
题，打一个电话就解决了，这么
大的支持让我扩大养殖规模、更
换设备也没有后顾之忧。 ”辛清
平高兴地说。

作为养羊龙头企业，美洋洋
牧业年出栏量达到 1 万只以上，
年利润约 200 万元，可实现 7 个
村集体每年共增收 30 万元，辐
射带动周边 10 个养羊合作社和
358 户养羊户发展舍饲圈养羊产
业， 帮助周边 500 余人就业，每
年人均增收约 3000 余元。

服务升级
收益翻番

在永和县坡头乡索驼集体
农场院内，两台崭新的变压器为
合作社饲草加工厂、再生物质发
电燃料生产线送来源源不断的
动力。

“2021 年 9 月， 我接管了饲
草加工厂、再生物质发电燃料两
条生产线，以前村里用的是照明
电，要创业没电可不行，我就申
请新建两台 250 千伏变压器。 没
想到，从申请、立杆、架线、上变
电器，10 天时间就送上了电。 ”
该公司负责人于爱明说。

“去年 10月到 12月，共加工
饲草 1800多吨，生物质燃料生产
1200吨，收益 36万元。 产品销路
好，根本不愁卖。”谈起收益，于爱
明的语气里透着自豪，去年年底
索驼农场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8
万元，实现了村企共赢。

“我们在为专变用户快接电
的同时，还为林虎养殖、星驰牧
业两家小微企业申请业扩受限
项目， 减少投资 122.77 万元，助
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壮大。 ”牛强
强说。

永和供电公司还推出 “共
产党员服务队一月一主题 ”、
“向人民群众交好账” 活动，定
期为种养殖户排查用电安全隐
患， 为养殖产业量身定制用电
方案，不断延伸服务内容，让客
户“用好电”。

乡村振兴，步履铿锵，有了
充足电力赋能，永和县正在抢抓
机遇， 力争到 2025 年羊饲养量
达到 100 万只， 产值达到 10 亿
元，努力打造临汾市养羊产业示
范区、晋南肉羊养殖第一县。 在
可靠电力的保障下，一个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永和
县，已经在路上。

本报讯 二季度以来， 国内煤炭市场
供应持续紧张， 山东各电厂发电负荷持续
高位运行，煤炭保供形势异常严峻。

面对“燃煤之急”，兖矿能源以实际行
动彰显责任与担当， 守好守牢民生刚性用
煤底线， 第一时间成立煤炭保供工作领导
小组，全力战疫情、保供应、增储备。 截至 6
月 26 日，完成省内煤炭储备 143.16 万吨，
提前 4 天完成 6 月迎峰度夏煤炭储备任
务； 截至 7 月 12 日， 累计兑现长协电煤
419.66 万吨，进度兑现率 101.75%。

能源保供，是政治责任，是民生之任。
全力增储保供成为摆在兖矿能源面前的首
要任务。 兖矿能源第一时间成立煤炭保供

工作领导小组，坚持大调度、构建大格局，
确保煤炭保供高质量推进。

“要切实扛起保供责任， 统筹优化、科
学管控，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抓实抓
细各项工作，坚决打赢增储保供攻坚战。 ”
兖矿能源党委书记、总经理肖耀猛强调。

统筹发运计划，做好增储保供“加减
法”。 面对阶段性兑现率不高、兑现不均
衡等情况， 兖矿能源营销中心积极与长
协电煤客户进行沟通， 及时解决存在的
问题，保证计划兑现落实到位。 同时，制
定矿井发运应急预案， 对省内个别矿井
因储发系统改造等原因造成的发运受
限， 及时协调电力企业启动其他流向发

运，确保满足电力企业用煤需要。紧盯矿
井分品种煤炭生产、仓储变化，有保有压
排定发运计划，除长协电煤、煤泥、集港
煤炭正常发运外， 采取阶段性冻结订单
等措施，实现省内日均储煤增加。

优化产品结构，保障稳定供应。 兖矿
能源根据实际需求， 科学排定月度任务
量，分解到各生产矿井。 结合各矿井生产
实际，优化储备煤炭产品结构，调整矿井
生产考核指标。同时，通过加强储煤管理，
建立储煤调度表，记录各存煤场所存煤开
始时间、存煤量、预警状态等，安排专职驻
港人员加强巡检，实现储煤情况的实时动
态管控。

畅通发运通道，提升运力保障。兖矿能
源建立健全煤炭应急转储、发运机制，加强
与国铁部门、日照港、运河沿线港口沟通协
调，通过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外部
存煤管理，实施存煤倒垛、喷淋、以新换旧
等措施，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储煤安全。

建立应急库存，确保储煤安全。 兖矿
能源针对各生产矿井储备和生产实际，积
极开展煤炭储备能力工作调研，在充分利
用现有储煤能力的基础上， 协调日照港、
地方港和相关电厂等单位增加储煤场地。
在济宁内河港口建立电煤应急储备，确保
长协电煤“安全”供应，最大限度保证电煤
资源充足。 (周燕 张牧)

永和供电公司：

为村级集体经济
赋“电”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