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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阳阳核核电电基基地地两两大大工工程程开开工工

本报讯 记者朱学蕊报道：炎炎夏日，
位于山东烟台的海阳核电基地， 两大工程
按下“启动键”。

7 月 14 日， 国家电投海阳核电二期
工程、海阳核电 900 兆瓦远距离跨区域核
能供热工程两大工程同步启动。 其中，前
者是是山东省“十四五”期间首个开工的
核电项目， 后者是除发电外我国首次核
能大规模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创新引领
意义。

据国家电投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卢洪
早介绍， 海阳核电二期工程采用自主设
计、国产化的 CAP1000 技术，是我国三代
非能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重要成果，
建设两台额定容量为 125.3 万千瓦的机
组，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电站设计运
行寿命 60 年，计划于 2027 年全面投运。

二期工程建成投运后，海阳核电基地
将有 4 台机组运行，年发电量约 400 亿千
瓦时，可满足山东省一半以上人口的居民
生活用电需求， 每年可节约原煤消耗约
171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3200 万吨、二
氧化硫约 10.4 万吨、氮氧化物约 9 万吨，

减排效应相当于种植阔叶林约 8.8 万公
顷。 “该工程的高质量建设，将进一步拉动
地方就业，带动产业链升级，促进区域能
源结构低碳转型，助力山东省打造千万千
瓦级沿海核电基地。 ” 卢洪早表示。

另外， 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单台机
组抽汽供热工程， 以及我国核能综合利
用的重大创新成果，900 兆瓦远距离跨
区域核能供热工程采用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能零碳供热技术———“暖核
一号”，计划于 2023 年投运。该工程依托海
阳核电在运核电机组实施， 将新建约 120
公里的长距离输热骨干管网， 建成后实现
跨区域核能供热，供热区域可达青岛、威海
地区，可满足约 100 万人口的取暖需求，同
时可替代原煤消耗 9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5 万吨。

卢洪早表示，900 兆瓦远距离跨区域
核能供热工程，还将实现核能与风光储联
合运行、多能互补，构建胶东半岛零碳的
水热供给体系，提高新能源利用率，提升
供热可靠性， 助力胶东半岛一体化建设，
也为我国区域经济圈一体化建设发展提供

新方案。
据了解，海阳

核电是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的标
志性工程，二期工
程投运后，整个基地
将具备 3600 兆瓦
的核能供热能力， 每个
供暖季可提供热量约 4000
万吉焦， 供暖面积可超过 1 亿平
方米， 满足约 400 万居民的清洁取暖需
求。随着后续项目建设，海阳核电最终供热
能力可达 2 亿平方米， 将为我国核电基地
大规模、远距离、跨区域开展零碳供热提供
新示范。

海阳核电项目是山东省首座开工建设
并投运的核电站， 规划建设 6 台百万千瓦
级核电机组，并预留两台扩建余地。一期工
程是国家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 已于
2019 年 1 月全面商运，截至 6 月底，已累
计发电 738 亿千瓦时， 运行业绩稳居世界
前列。依托一期工程 1、2 号机组，山东核电
在国内率先开展大型压水堆热电联产研究

和实践，迈出了我国核能综合利用第一步。
当前， 海阳核能供热已经安全稳定运行三
个供暖季， 助力海阳市成为全国首个 “零
碳”供暖城市。 同时，投运了世界首个水热
同传、水热同产同传科技示范工程，启动核
电余热助力生态建设 “南红北移” 科研项
目，持续为我国核能综合利用探路。

目前， 三代非能动核电技术已形成批
量化建设规模，4 台 AP1000 机组安全稳定
运行，2 台“国和一号”再创新机组建设顺
利推进，4 台 CAP1000 国产化机组在浙江
三门、山东海阳开工建设。

关注

±800 千伏特高压雁门关
换流站首次满载运行

本报讯 7月 14日， 雁淮直流
输送功率达到 800 万千瓦，这也是
雁淮直流输电系统投运五年以来
首次满载运行， 日送电量同步提
升 39.7%。 接连几日的高温天气，
对国网山西超高压变电公司±800
千伏特高压雁门关换流站来说是
一次严峻挑战， 为确保雁淮直流
这一“西电东送”重要通道安全稳
定运行， 雁门关换流站运维人员
绷紧安全之弦，奋战在保电一线，
全力应对考验。

雁淮直流作为晋电外送江苏
的电力大动脉， 输送功率和输送
电量屡创新高，5 年来已经向江苏
累计输送电量超过 1220 亿千瓦
时， 相当于输送电煤 4270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1.11 亿吨，年均送
电量约等于 1000 万户普通家庭
全年生活用电。 对促进山西能源
基地开发与能源外送， 扩大新能
源消纳范围， 满足华东地区用电
需求以及加快能源革命转型、增
加清洁能源供应、缓解环保压力、
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高温满载情况，雁门关换
流站密切关注现场天气变化，结合
现场设备与人员情况，科学制定应
对预案。副站长赵宇亭与班长王志
文组织全体运维检修人员召开动
员会，对各项运维管理工作进行详
细部署。

主控监盘人员对核心设备关
键数据进行梳理， 定时进行查看，
密切关注功率变化趋势、 控制保
护装置运行情况及后台告警，不
放过任何一条隐患。

现场巡视人员携带红外检测
仪、局放测试仪等对现场设备进行
特巡，对阀塔、换流变压器、GIS 设
备、直流穿墙套管、交流滤波器等
充油充气设备加强监护，并细致检
查各个设备连接点的发热情况。

检修人员充分应用自研创新
成果， 通过换流变智能巡检系统
对现场换流变油温表油位表等表
计的数值、 呼吸器呼吸状态等现
场情况进行远程巡视， 同时在设
备运行状态感知及故障智能诊断
系统对 SF6 气室压力、 避雷器动
作 次 数 、GIS 伸 缩 节 位 移 量 等
5100 项现场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
异常预判，及时消除隐患。

雁门关换流站运维人员严阵
以待， 全力落实各项安全保供措
施， 做好雁淮直流夏季满载运行
期间供电保障工作， 力保山西特
高压电网稳定运行和华东地区夏
季高峰用电安全。 （郝成龙 刘旸）

本报讯 7 月 13 日， 天水电网首套
全功能新能源场站全景监控系统在位于
武山县杨河镇的宁风宁远风电场顺利通
过系统组网测试、单体功能调试、系统联
调及机组实切试验验证， 试验结果满足
网源安全稳定运行相关要求， 该系统正
式投入运行。

据悉，该全景监控系统由稳控装置、
紧急态监控装置和源控终端装置组成，
能够基于机组状态的实时感知， 当电网
发生严重交直流故障时， 风电场全景监
控系统将机组脱网功率损失量实时上送
大电网稳控决策主站， 优化区域控制策
略；当需要新能源站切机时，以单台机组
为最小控制对象，进行机组级精准控制，
在保障大电网安全的同时， 提高场站运
行经济性。

目前， 该型全景监控系统主要承担
执行 330 千伏宁远东变稳控装置主站下

达的命令， 并根据策略设定择优向风
电场集电线路、 风电机组下达切机命
令，确保主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切机量
“精准化”， 最大限度保障系统侧安全和
新能源上网消纳。 同时该型装置投运后
填补天水电网“上网型”稳控装置空白，
能够与 330 千伏宁远东变主站端稳控装
置精密协调控制，兼顾“安全性”和“经济
性”，也为后续新能源场站接入打通“安
全走廊”。

近年来，天水电网新能源并网增速加
快，并网装机容量呈现出向“高比例”新能
源装机占比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电网调峰
顶峰压力巨大，网内可调节发电负荷匮乏，
同时新能源大量集中并网对电网侧安全
设防提出了更高要求，该套装置投运将显
著增强天水电网第二道防线防御力，为天
水电网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践行“双碳”目
标奠定重要基础。 （成煜）

本报讯 7 月 8 日,国网兰州供电公司
110 千伏范家湾变电站主、辅设备信息接
入城西集控站，标志着该公司新一代集控
站智能监控系统实现主辅信息一体化。城
西集控站与城北集控站 ECS6000 智能监
控系统互为备用，形成“双子星”确保兰州
电网供电稳定。

新一代 ECS6000 智能监控系统实现
主设备和辅助设备一体化运维， 将减轻
监控人员工作量， 减少运维人员日常现
场巡视频次， 提高变电站智能化管理水
平，为后续系统实现一键顺控、在线智能
巡视、缺陷智能管理、主辅设备联动打下
坚实基础。

2022 年，该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城西集
控站以数字化建设为契机，依托“D5000+
新一代集控 ECS6000”双系统和双数据中
心，深入推进“集中监控+无人值守”、“设
备主人+全科医生”的变电运维新模式。

截至目前， 已完成所辖各电压等级
101 座变电站及 29 座县域变电站主设备
信息全部接入，实现变电设备分层分级集
中监控；完成开发信号自动巡视、变压器
运行状态分析、事件化告警、监控辅助决
策、运维全景监视、主辅一体化运维、主站
一键顺控等特色功能，通过技术手段拓宽
监控视野，实现主辅一体化监视。

下一步，该公司将以建设“互备双活”
的监控系统为目标，坚持“高效实用、试点
先行、应接尽接、不断提升”的原则，进一步
优化 ECS6000 智能监控系统功能，全面推
动安全生产与数字化驱动深度融合， 全力
打造集全态采集、全态感知、在线评估、智
能分析、主动预警、应急处置“六大能力”于
一体的数字化集控站， 全面建成现代设备
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 为推动甘肃能
源清洁低碳转型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贡
献力量。 （李柳雅 罗瑞超）

天水电网首套新能源场站
全景监控系统投运

新一代集控站智能监控系统
“双子星”护航兰州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