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关注注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首季发电近 556亿千瓦时

本报讯 长江电力4 月 12 日透
露，截至 3 月 31 日，长江干流六座梯
级电站一季度累计发电量达 555.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 18.4%，相当于
节约标准煤超 1600 万吨， 减排二氧
化碳约 4600 万吨。 按每千瓦时电量
可产生 14 元 GDP 计算，可支撑我国
约 7784亿元 GDP产出。

据悉，长江电力科学统筹梯级电
站检修计划与受电区域用电需求，
制定多项保电方案， 动态优化梯级
电站运行方式， 提升机组顶峰发电
能力，确保应发尽发、能发多发，梯
级电站高峰运行机组最高达 63 台，
为受电区域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用电提供基础保障。

受去年夏秋连旱影响， 长江流
域来水极端偏枯， 为解决去冬今春
季节水资源供需紧张的难题，长江电
力梯级水库全力补水。 截至 3 月 31
日，累计向长江中下游补水超 190 亿
立方米，相当于近 1330 个西湖水量，
有效抬高航道水深，保障下游取水要
求。 一季度，三峡枢纽航运通过量达
3989.36 万吨，创历史新高。

在生态调度方面，长江电力密切
关注电网负荷需求变化， 牢牢把握
试验窗口期， 适时开展生态调度试
验。 当前，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水
电站年度叠梁门分层取水生态调度
试验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白鹤滩水
电站顺利开展基荷发电生态调度试
验 1 次。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由乌东
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
洲坝等共六座梯级电站共同构成，
2022 年 12 月 20 日全面建成投产，
总装机容量达 7169.5 万千瓦， 相当
于三个三峡的装机容量，年均发电量
约 3000 亿千瓦时，可有效缓解华中、
华东地区及川、滇、粤等省份的用电
紧张局面，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发挥
重要作用。 （唐东军 莫祖凤）

全球最大光伏产业园
去年发电 144 亿千瓦时

中新社电 青海省海南州绿色
产业发展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部部
长刘广日前透露，2022 年， 海南州
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光伏发电量达
144 亿千瓦时。

青海省海南州太阳能生态发电
园区位于共和县塔拉滩，也称“塔拉
滩光伏发电园区”， 是中国首个千万
千瓦级太阳能生态发电园，规划面积
609.6 平方公里， 也是目前全球一次
性投入最大、单体容量最大、集中发
电规模最大的光伏电站群。

近年来，通过沙漠生态治理和生
产实践，海南州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
逐步形成光伏与治沙相辅相成、协同
发展的创新模式， 园区内风速降低
50%，土壤水分蒸发量减少 30%，植被
盖度恢复到 80%，水源涵养量大大增
加， 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呈现出
“双下降”趋势。

据了解，自 2012 年以来，青海省
海南州已累计投资 1375 亿元建成千
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如今，已初步
形成水风光储热为支柱的产业集
群，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4314 万千
瓦，并网装机容量 2094 万千瓦，占青
海省的52%。 （祁增蓓）

华北油田累计
生产原油突破 3 亿吨

本报讯 截至 4 月7 日， 华北油
田自发现 48 年来累计生产原油突
破 3 亿吨，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
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华北油田克服开发中后
期产量递减加剧的不利形势，持续强
化富油凹陷二次勘探、 新区勘探、效
益开发，连续五年三级储量超 1.5 亿
吨，保持了年产原油 400 万吨以上硬
稳定。特别是 2022 年，油气当量跨越
600 万吨台阶。

在新区新盆地，华北油田通过重
大地质理论创新和勘探技术攻关，
在河套盆地实现历史性勘探突破，
发现内蒙古西部最大的规模整装
油田，三年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2.6 亿吨。 同时，发展完善富油凹陷
洼槽区、深潜山及内幕成藏认识与
勘探配套技术，丰富了中国陆相找
油理论， 冀中地区勘探下限达到
6000 米以深， 发现蠡县斜坡等 3 个
亿吨级以及杨税务等 6 个高产油气
富集区。

华北油田还创新形成富油区带
整体再评价技术方法，完善“复杂区
效益建产、砂岩油藏精细注水、潜山
特高含水期注气重力驱” 等技术序
列，有效遏制了老油田快速递减。

（李长开 吴义辉 田宁）

河南页岩气勘查“十年一剑”初获成果
■本报记者 渠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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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国国铁铁路路运运煤煤能能力力加加速速提提升升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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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阳江江核核电电累累计计上上网网电电量量突突破破 33000000亿亿千千瓦瓦时时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国铁集团”）日前发布消息称，4 月 1 日
零时起，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
图，大宗货物运输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同
时，为保障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起好
步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对电煤等能源物资
运输的需求， 安排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开行
的大宗直达列车运行线 353 列， 增加 41
列，其中电煤直达列车 206 列，增加 36 列。

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运输格
局， 决定了铁路是连接煤炭产地和消费地
的重要纽带。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作为我
国电煤保供的重要一环， 铁路运力增加和
优化将为电煤运输环节增添新保障。

■■■■ 运煤通道进一步优化

据了解， 我国煤炭生产主要集中在以
晋陕蒙为主的“三西”地区，而煤炭消费地
高度聚集在华东和华南地区。 煤炭生产和
消费的逆向分布， 使我国形成了 “西煤东
送、北煤南运”的物流格局，其中铁路是最
主要的煤炭物流形式。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国
家铁路完成电煤运输 14.9 亿吨， 同比增长
13%，创历史最好水平；今年一季度，国家铁
路发送煤炭 5.37 亿吨， 同比增长 3.4%，其
中电煤 3.98 亿吨，同比增长 13%。

4 月 1 日起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增开的
36 列电煤直达列车， 将使我国电煤运输更
加灵活便利，煤炭供应进一步得到保障。 增

开电煤专列之外， 煤炭铁路运输互联互通
也进一步增强。

国铁郑州局日前透露，浩吉、陇海铁路
4 月 1 日实现互联互通。 其中，浩吉铁路串
联蒙陕晋煤炭主产区和鄂湘赣等能源需求
区，陇海铁路则东西方向串联起西北、华中
和华东地区。 跨线列车的成功开行将使这
两条重要铁路干线的运输实现互联互通，
进一步增强铁路能源运输通道能力。

“煤炭是典型的大宗物资，若只有产能
没有运力，到不了用户手中，就相当于无效
产能，所以运力问题一直是煤炭保供的重要
方面。尤其在资源富集及开发区域西移而需
求主要在中东部的背景下，对于运力尤其是
远距离输送运力的需求更加迫切。 ”信达证
券能源开采首席分析师左前明对《中国能源
报》记者表示，“这两年，由于煤炭企业和铁
路部门的共同努力，煤炭占整个铁路发运货
物的比重明显提升，其中很大比例是电煤的
提升，这对电煤保供非常重要。 ”

■■■■ 科学统筹调度是关键

通道、运力的增加并非一劳永逸，如何
科学统筹、 优化运力调度才是增加市场有
效供给的关键。

“运力只是基础保障，背后的调度问题
也很关键。 ” 左前明指出，“具体排多少车
皮、调多少车皮，另外还有反向运输问题，
因为空载运输会影响经济性， 所以这些对
运力高效释放都比较关键。 ”

据了解，今年以来，铁路运输相关部门
主动对接，不断优化运输组织，持续挖掘运
输潜力。

以国铁西安局为例，今年以来，该局积
极协调运力， 重点保障路企战略合作客户
的运输、空车、箱源调配等实际需求，组织
运输客户签订 2023 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紧
盯煤炭中期合同履约兑现， 加强与煤炭中
长期合同客户沟通，紧盯货运日计划兑现，
从源头上保障煤炭中长期合同均衡履约。

另外， 广铁集团也已与主力电厂建立
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与地方政府、煤电企
业建立电煤保供对接机制， 与相关电厂签
订运量互保协议， 重点关注各大电厂煤炭
供应量、库存量、可耗天数以及卸车进度等
情况，保障电煤供应运输。

中电联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叶春近日撰
文指出，近年来，我国铁路运力逐渐向长协
保供煤倾斜，以发挥保链稳链作用。 “在电
煤运输方面， 铁路运输企业开展电煤保供
专项行动，将运力资源向电煤运输倾斜，通
过浩吉、侯月、瓦日、唐包等煤运大通道，组
织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疆煤外运，大力开
行万吨列车，确保电煤运输畅通高效，运输
和供应的重心向晋陕蒙特别是新疆地区转
移。 ”他表示。

■■■■ 运力有效释放仍需补短板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
铁路运力的有效释放， 还与相关的配套设

施有关。
“目前除了北方个别铁路局的煤炭运

力会出现阶段性紧张外， 其他局的运力基
本上都有保障。 ”国铁集团下属某分局工作
人员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主要问题之
一在于卸车， 目前很多电厂的卸车能力不
足，尤其冬天煤炭易发生冻结，卸车效率降
低。 我们这边很多电厂没有翻车机，螺旋卸
煤机和抓斗机卸车都比较慢， 还经常发生
传输设备故障，影响卸煤。 ”

“另外，还有些电厂的煤炭堆场堆存能
力小，货物集中到达后库房很快就满了，后
续到达的列车就会产生积压，卸不下来，这
些都会影响煤炭运力的有效释放。 ”该工作
人员补充说。

左前明也表示：“铁路运力相当于主干
运力，而堆场堆存能力、装卸能力相当于毛
细血管。 到了一定的集运线后， 如何集疏
运，这些‘毛细血管’的建设就很关键，否则
会影响整个主干线的运输效率。 ”

叶春撰文指出，2023 年全国全社会用
电量保持稳定增长， 煤炭优质产能继续释
放，煤炭供应将维持较高水平，电煤消费保
障能力逐步增强， 但局部时段局部地区电
煤供应仍会出现供需失衡的情况。 针对运
输环节，他春建议，按照应排尽排要求，优
先安排国有重点发电企业的铁路运力计
划， 重点支持增加陕西到河南及 “两湖一
江”、山西、蒙西、新疆等外运铁路运力计
划，确保运力足额配置，为合同兑现打下坚
实基础。

河南省地质局日前在郑州组织召开
《河南中牟页岩气勘查郑东页 1HF 井钻完
井及压裂试气工程》成果验收会议。 验收结
论认为， 该项目取得南华北上古生界海陆
过渡相页岩气勘查重要突破， 探索形成适
用于复杂储层地质选区评价、 水平井钻完
井和分段压裂试气工程工艺技术体系，对
南华北地区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勘查开发奠
定了重要基础。

河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的难点和着力
点在哪里？ 页岩气开发利用对河南省能源
转型的意义何在？ 《中国能源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该项目相关负责人。

■■ 在“三明治”地层中找气

我国页岩气资源潜力大， 富有机质页
岩分布面积广，海相、海陆过渡相、陆相页
岩均有不同程度的发育。 四川盆地海相页
岩气成功规模效益开发， 使我国页岩气跨
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并确立了页岩气在
我国能源安全保障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同
时，陆相页岩气开发关键技术屡获突破。

有业内人士指出， 我国海陆过渡相页
岩气资源量也十分丰富， 有望成为我国页
岩气增储上产的现实领域。 但目前海陆过
渡相页岩气勘探开发和地质评价还处于初
期阶段，仍需加强攻关。

据了解， 河南省页岩气以海陆过渡相
类型为主， 主要赋存于南华北盆地二叠系
海陆过渡相地层中。 原中国国土资源部预
测， 该套地层在河南省分布面积约 7 万平
方千米，页岩气资源量约 3.71 万亿立方米，
全国排名第十。

此次河南省地质系统首次获得河南省及
南华北地区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勘查重要突
破，初步探明了位于地下 2700米-3500米之
间的主要储层层位，获得大量宝贵参数，揭示
了河南省页岩气具备勘探开发潜力。

虽然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储层沉积分布
广资源前景广阔， 但这类型页岩气成藏复
杂，与海相及陆相页岩相比，具有储层非均
质性强、岩性变化大且薄状叠加、粘土含量
高等特殊性。

“近年来， 我国海相页岩气已形成巨
大产能，陆相页岩气勘探开发也获较大进
展，但针对海陆过渡相页岩的研究仍比较
欠缺。 ”该项目负责人冯辉说，“总体而言，
河南赋存页岩气的海陆过渡相储层就像
三明治，以泥页岩为主，夹有薄层状的致
密砂岩、煤层或煤线，普遍含气性好，储层
的上下又发育较厚的灰岩作为‘挡板’，这
种组合有利于构造发育区的页岩气储集
和保存。 ”

“但由于不同岩性一层叠一层，特性
不同，给压裂工艺技术带来困难，目前还没
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产气量会受到较
大影响。 ” 冯辉进一步解释，“如果把打的
水平井比作开辟气层的高速路， 这些气体
却藏在犹如路边麦田的岩层里，如果‘田间
小路’打不通，有高速也没效果。 比如现阶
段郑东页 1HF 井累计产气 55 万立方米，就
与之前预测相差甚远。 ”

■■ “打包”实现有效开发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由原河南
省地矿局和原河南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

理中心联合组建的河南豫矿地质勘查投资
有限公司，早在 2012 年国土资源部举行的
第二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中， 就获得中牟
和温县页岩气勘查区块，并于 2013 年拉开
河南省页岩气勘查开发的序幕。

河南省地质局相关人士表示， 历经十
年探索，获得大量宝贵参数实属不易。

项目评审专家组组长、 原中国地质调
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副主任翟刚毅总结
认为， 该项目团队提出符合海陆过渡相复
杂储层特点的“一层储三气”新认识和“复
合层体积压裂”等新理念，优选了有利层位
作为水平井轨迹穿行层段， 探索了多种试
气工艺，试气阶段获得较好稳定产气量，实
现了零事故、零污染、零伤害、零感染的绿
色勘查目标。

冯辉强调，目前看，河南海陆过渡相页
岩气要将“三明治”储层一体“打包”有效开
发。 “这样就必须创新研发适合于复合岩性
储层的压裂工艺体系，将‘三明治’储层中
的页岩气、 煤层气和致密气都采集利用出
来，才能实现经济开发价值。 ”

当前， 河南省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
60%以上，大气污染防治难度大，实现“双
碳”目标压力大。 《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
源体系和碳达峰碳中和规划》提出，河南省
将加大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勘探开
发力度，推进郑州、开封等页岩气先导性勘
查开发示范项目建设。

河南省地质局相关人士表示， 虽然在
成藏机制、 工程工艺技术及装备等方面尚
存在诸多难题， 但该井阶段性成果已使河
南在化石能源转型和落实“双碳”目标方面
具有了一定现实意义。

■■ 还需政策和资金支持

冯辉指出， 我国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具
备良好的资源潜力， 在南华北盆地的研究
已取得很多重要的阶段成果，但成藏机制、
储层改造等基础性理论研究仍待深入，资
源评价方法的不完善、“甜点” 识别与预测
技术不成熟以及钻完井压裂试气工艺、装
备存在技术瓶颈， 仍然是当前过渡相页岩
气勘探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他受访人士也指出， 海陆过渡相页
岩岩相变化快， 与煤层、 致密砂岩层等互
层，现有海相页岩气评价标准不适用，因此
海陆过渡相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的方法、
参数与标准仍不完善， 还需通过实施更多
探井， 因此建立过渡相页岩气资源评价和
调查标准体系十分迫切。

冯辉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我们要
突破现有地质理论认识、 工程工艺体系认
知以及技术瓶颈， 先导性井组试验和科研
攻关必须跟得上。 目前这口井的综合成本
在 1 亿元左右， 未来在地质上要解决 ‘甜
点’问题以增‘添堵’，在工程上要解决成本
问题以增效益，还需将开采成本降低一半，
才能实现经济可采、工业开发。 ”

“页岩气勘查工作前期具有公益性质，投
资大、风险高，现在该区最大的风险探索期已
过去，问题已探明，潜力已揭示，需要企业以
问题为导向针对性地制定勘探开发策略，更
需要政策和资金支持。 ”冯辉说，“希望未来
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下，借‘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契机，勘探开发好海陆
过渡相页岩气这块不好啃的‘三明治’。 ”

中广核电力 4 月
12 日透露，阳江核电
自首台机组商运以
来， 累计上网电量突
破 3000 亿千瓦时，等
效 减 排 二 氧化碳超
2.48亿吨，替代标煤消
耗 9045 万吨，造林约
67.5万公顷，为粤港澳
大湾区可持续发展提
供强劲绿色动能。

阳江核电站是国
家重点能源建设项
目， 一次核准建设六
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
机组，于 2019 年 7 月
全面建成， 是我国核
电“规模化 、系列化 、
标准化” 发展的标志
性项目 。 图为阳江
核电基地。

阳江核电/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