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电网互联互通迈上新高度
上海崇明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通南北，沪苏电力交换能力提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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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上海崇明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完成长江大跨越段架线施工。 这标志着长三角能源一体化发

展关键性工程上的最大难点被克服。 崇明长江电力大跨越施工是迄今长江沿线最东端的电力跨越，也是上

海电网目前跨越塔高度最高、跨越距离最长的电力跨越工程。

上海崇明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是上海电网“十四五”初期的重大新建项目，起于江苏南通海门市

的 500 千伏东洲变电站，止于上海的 500 千伏崇明变电站，整个项目建设历时两年半，计划 2023 年底

正式投运。

■■■■�提高沪苏电力交换能力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沪苏两地用
电量均呈现增长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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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过亿”成
为江苏电网新常态。 上海的用电量一直
占据我国城市用电榜首。

逐渐走高的用电需求叠加新型电
力系统的构建，沪苏两地均有提高区外
来电配置的需求。 尤其是随着上海市崇
明区经济的发展，电力需求将向电网发
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为了满足崇明电网
“十四五”及以后的安全稳定供电需求，
崇明输变电工程在 “十四五 ”期间建设
投运非常必要。

据了解， 上海崇明 500 千伏输变电
工程建成投运后， 上海崇明地区可直接
从 48 千米外的苏北电网受电，减少华东
三角洲主环网及上海主环网上的潮流，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减少电网损耗。 沪苏
两地间的电力交换能力将提高 20%，不
仅可以更好地满足区域电力平衡的需
求， 也将显著提升长三角电网的互联互
通和一体化发展水平。

届时， 上海崇明地区将获得 74 万千
瓦的新增供电能力，实现电网电压等级由
220 千伏到 500 千伏的“提档”，可满足上
海崇明三岛电力平衡的需求，加强崇明电
网的结构，增强电网的供电性，优化资源
配置、减少电网的损耗，优化上海电网中
其它 220 千伏电网结构的需求。

■■■■ 新技术提高作业精确度

崇明区位于上海东北角、 长江入海
口，跨江架空建设电网难度颇大。 上海崇
明 500 千伏输电工程长江大跨越的耐张
段线路全长 2894 米，跨越长江的档距达
1690 米 ，204 米的跨越塔全高约为常规
220 千伏电力铁塔的 3.4 倍左右，其整个
塔身所用到的全部塔材重量也达到了惊
人的 1365 吨。

“由于 K1 跨越塔建于长江大堤外侧
的滩涂地之上，不仅地质条件复杂，还面

临潮汐、汛期、台风等环境影响，因此在
施工方面可谓难上加难。 ”电力施工相关
负责人坦言。

为了运输塔材物资，国网上海电力动
用 1000 余块钢板在滩涂上铺设出 800 米
施工运输通道；为了将相当于上海中心 1/
3 高度的铁塔在松软的滩涂上竖稳立牢，
施工方将铁塔基础的每根桩都打到地下
52 米，相当于 15 层楼深度，使用的混凝土
量相当于正常地面上同等电压等级大跨
越铁塔的 3 倍。

在塔身建设过程中，为严格确保组立
施工质量，国网上海电力还充分发挥科技
优势，融入数字化施工管控手段,采取全过
程三维设计与实时同步比对、电子围栏管
理系统、吊装时构件扫码方式等数字化施
工管控方式，全面提升了基建管理智能化
和精益化水平。

据悉， 该线路跨越长江段南北两岸
各 2 基锚塔 、1 基跨越塔 ， 跨越档距
1690 米。 由于跨越档距大，江上能见度
差且绳索在瞬间的弧垂变化量大，施工
受风力影响更大 ，放线工期更长 ，精确
性要求更高， 架线施工综合难度极大。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网上海电力的项目
建设团队引入先进的作业方式和技术
手段破解施工难题。

“自 11 月 24 日起， 项目建设团队先
采用无人机自北向南飞跃长江两次，完成
两条直径为 3 毫米的导引绳的展放，再通
过带张力展放， 将导引绳拖曳为牵引绳，
再通过牵引绳拖曳， 逐步完成 24 条直径
为 35 毫米的特强钢芯铝合金绞线展放。 ”
上海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东洲-崇明 500
千伏线路工程（上海段）项目经理李轶群
介绍说，架线全程还应用可视化智能牵张
放线系统、 自动化压接设备等新设备，提
高了精确度和作业效率。

此外，国网上海电力还对位于长江两
岸的两个牵张场地进行了智能化升级，通
过牵张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控制和牵张场
数据互通等数字化手段， 实现对工程安
全、质量、进度的全过程管控。

据国网上海建设咨询公司业主项目
经理夏严峰介绍， 本次架线项目部采用
“无人机+AR”技术进行辅助监督管理，管

理人员通过飞行眼镜在地面就可以对高
空紧线、 附件安装等关键作业点进行监
控， 确保现场作业安全管理无死角。 同
时，项目部委托专业第三方检测单位对
大跨越段耐张压接管进行 “随压随探”
式 X 射线探伤，所有耐张压接管无质量
问题后方可升空安装，有效避免了导线
断线的安全隐患。

按照施工计划，此次长江大跨越段完
成导线展放后，国网上海电力后续将在崇
明岛内新建 64 基一般线路铁塔， 完成连
接至 500 千伏崇明站的最后一环。 同时
500 千伏崇明站内的设备安装等工作也将
加快推进。

■■■■ 低碳施工贯穿全生命周期

上海崇明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崇明
站） 位于崇明生态岛江丰路， 占地面积 4
公顷，主要由 500 千伏构架、500 千伏配电
装置、 主变、220 千伏配电装置和 35 千伏
配电装置组成。

上海崇明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继
虹杨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以来上海唯一
的 500 千伏新建站。 此次工程最大的亮点
是工程建设由传统模式向绿色低碳方式
转型升级。 作为国网上海电力绿色建造的
首批试点项目，在可研阶段便确定了将原
黄渡站 6 号、3 号主变调拨使用的建设方
案， 实现了充分利用设备全寿命周期、节
约资源、优化投资等多重效果。

国网上海电力建设咨询公司项目经
理张猷介绍：“我们深入挖掘光伏技术、感
应节能照明设备、高能效站用变等前沿技
术 ，积极探索‘双碳’实践路径，全力为崇
明生态岛建设提供充足、安全、清洁的绿
色能源。 ”

据了解， 崇明站施工项目部 “建匠团
队”在施工过程中因地制宜、科学管理，将
绿色建造理念融入施工全过程。 例如，混
凝土浇筑余料制成雨污水预制井圈累计
59 座，节约混凝土 11.8 立方米，避免了混
凝土余料对环境的污染， 节约人工 88 个
工日，减少碳排放 3.68 吨。 施工现场临时
道路采用可周转使用的装配式聚乙烯铺
路板，搬运方便，使用灵活，减少硬化道路

3600平方
米， 节约混凝
土 约 360 立
方米，减少碳排
放 140.16 吨。

为 了 节 约 水 资
源， 施工现场还建立了污
水、 废水再利用收集处理系
统，针对不同的污水、废水，
设置相应的处理设施 ， 如三级沉淀池 、
隔油池等 ， 使水资源得到梯级循环利
用 ，如废水处理用于施工车辆的清洗 。
循环水冲洗车辆装置节水率在 80%以
上 ，年节约水量 116 .8 吨 ；进水总管设
置远传水表 ， 将所有数据输入控制室
监测系统 ， 达到漏水探查和监控的目
的 ， 实现实时监控和智能管理 ， 有利
于及时查漏，节约用水。

此外， 国网上海电力还积极应用施
工扬尘控制技术， 施工现场通过采用场
界围墙自动水雾喷淋、 新能源雾炮车流
动降尘等技术，比起普通洒水防尘，水雾
的吸附力增加 3 倍， 整体效果与效率约
是普通洒水车的 30 倍 ， 用水量降低
70%，年节约水量 210 吨。

在新工艺应用方面，国网上海电力采
用预制电缆沟，相较于传统的现浇混凝土
电缆沟，减小了现场湿作业，大幅度缩短
施工时间，施工阶段预制电缆沟减少碳排
放 3.38 千克/米，减排率达 46.59%。

随着崇明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上千
个分项工程碳排放计算工作接近尾声，崇
明站施工阶段的碳排放总量基本确定，数
量级为千吨级，标志着崇明站碳排放计算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碳排放的计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作，涉及面非常广。 前期调研、工程量统
计、过程碳排放源统计、算法选择与研究
等等，每一个环节工作量都很大。 ”上海送
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500 千伏崇明变电站
土建项目负责人姚明博说。

统计数据显示，施工过程中减少碳排
放 143.84 吨，节水 326.8 吨/年，节约临时
用地 1430 平方米以及节约项目占地面积
15923 平方米， 投运后节能措施能够减少
碳排放 7.57 吨/年。

■■■■ 打造生态与电网共融样本

助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积极
落实生态保护， 是崇明 500 千伏输变电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该
工程长江大跨越段建设伊始， 项目建设
团队就针对工程塔基位置编制了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方案， 先后通过上海市有关
部门和农业农村部评审。 在塔基施工中，
组织项目部严格执行各项环水保要求，
通过绿色建造转型升级， 将电网建设与
生态保护有机结合。

11 月 2 日， 国网上海电力在长江口开
展了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作为水生生物资
源养护的一项重要举措， 此次增殖放流是
首次在长江口输电项目工程建设中开展，
共计投入长江胭脂鱼 7576 尾、中华绒螯蟹
62815 只、双齿围沙蚕 800147 尾，对改善河
口潮滩的沉积质污染状况、 消除过量的氮
磷营养元素有重要的修复作用， 可改善水
域生态环境，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
性、持续性。 “我们将持续跟踪监测增殖放
流实效， 对增殖放流的鱼苗样本进行生态
跟踪，收集样本的生态分布活动数据，以便
准确掌握增殖放流实际效果。 ”国网上海建
设咨询公司项目经理陈险峰介绍。

除了优化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外，工程
长江沿线施工区域的滩涂修复工作也在
积极实施推进中。 “为了确保施工不影响
滩涂原貌，我们在开工前就研究了进场道
路及施工区域铺设选材，采用钢板铺设方
式， 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
响。 ”陈险峰说，项目部在工程初期就采取
“剥、运、存、保、用”的办法，剥离 1600 平
方米塔基区建设用地表土，并设置专门堆
放区域，待建设完成后再开展塔基回填生
态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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