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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 周序鹏 史慧敏

凝心聚力担使命，奋楫扬帆新征程。 6
月 11 日上午， 宁夏至湖南±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宁电入湘”工
程）在宁夏、湖南两省区同时开工，宁夏电
网迎来了第三次重大发展机遇， 开启宁夏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全新篇章。

宁夏能源富集， 不仅煤炭资源丰富，
“风光”资源同样充沛，既是我国大型煤炭
生产基地、 我国最大的现代煤化工产业示
范区、“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也是首个国
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 从传统能源到新能
源，宁夏加紧换赛道，持续在新能源领域发
力，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战略实
施，在全国经济大局中找准定位，成功将能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超前谋划
两条电力外送通道应运而生

2011 年 2 月 28 日， 世界首个±660 千
伏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银东直流
（宁夏宁东—山东青岛） 正式投入商业运
行，每天可将近 1 亿度电送到山东，该工程
投运打通了我国“西电东送”的北通道，也
开启了宁夏大规模电力外送的新纪元，宁
夏初步建成 750 千伏骨干网架， 宁夏电网
迎来第一次重大发展机遇。

2016 年 8 月 24 日，±800 千伏灵绍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宁夏灵州—浙江绍兴）
投运，自此宁夏直流外送规模达 1200 万千
瓦， 宁夏在全国率先形成覆盖全区的 750
千伏双环网， 宁夏电网再次迎来重大发展
机遇。 此外，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网宁夏电力”）通过合理安排电网
运行方式、风光火打捆外送、优化外送电
力曲线、省间电力互济等措施，持续提升
外送通道利用率。 国网宁夏电力外送通道
利用率位居全国前列，带动宁夏配套新建
电源装机超 1000 万千瓦， 打开我国东西
两地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2022 年 12 月 4 日， 宁夏通过银东直
流、灵绍直流等电力外送通道，累计外送
电量超 6000 亿千瓦时，达 6002 亿千瓦时，
相当于就地转化近 2.4 亿吨标准煤， 减排
59820 万吨二氧化碳、16320 万吨碳粉尘、
900 万吨氮氧化物， 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
显著。

■■■■�攻坚克难
“宁电入湘”工程实现弯道超车

宁夏处于我国三大自然区域的交汇、
过渡地带，蕴含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
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以及建
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基础条件。

2012 年， 宁夏成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

合示范区。 从 2012 年底至 2022 年底，十年
来， 宁夏新能源装机规模由 317.72 万千瓦
增至 3040.48 万千瓦，增长接近 10 倍；新能
源年发电量由 45.58 亿千瓦时增至 489.46
亿千瓦时， 增长 10.7 倍。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随着国能宁东第三十四光伏电站成功
并网， 宁夏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 3000
万千瓦，达到 3040 万千瓦，装机占比突破
50%，新能源超越煤电，成为宁夏电网第一
大电源。 宁夏电网也成为继青海、河北、甘
肃电网后， 全国第 4 个新能源装机占比突
破 50%的省级电网。

2021 年初，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大力
推动下，国网宁夏电力会同自治区发改委，
结合自治区经济发展布局， 积极开展项目
论证，先后赴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
等地对接， 积极选取第三条电力外送通道
落点，最终优中选优将落点选在湖南，并提
出“十四五”规划建设宁夏至华中（湖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如果说银东直流、 灵绍直流工程难在 “开
荒”， 那宁夏至湖南这条通道则难在 “竞
争”。 如今，西部各能源资源富集省区也开
始转变思路， 竞相规划了 9 条电力外送通
道。 刚开始，“宁电入湘”工程在 9 条外送通
道中排名靠后。

国网宁夏电力迎难而上、 攻坚克难，
紧紧抓住宁夏电网第三次重大发展机遇，

提出建设“源网荷储”“风光储输”两个一
体化示范项目，得到国家发改委的高度重
视。 “宁电入湘”工程从西部 9 条规划外送
通道排名靠后，到排名大幅前移，实现弯
道超车。

2021 年 5 月 22 日，宁夏、湖南两省区
在银川召开能源合作座谈交流会，签署《能
源合作备忘录》， 推动实施 “宁电入湘”工
程。2021 年 12 月 10 日，国家电网组织召开
“宁电入湘”等 4 项跨省区输电通道工程预
可研启动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宁电入
湘”工程“挤”进了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
2022 年 2 月 19 日，自治区政府、湖南省政
府、国家电网在银川签订“宁电入湘”工程
三方协议。 2023 年 5 月 24 日，“宁电入湘”
工程获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 标志着工程
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由于“宁电入湘”工程
输送电量的 50%是新能源， 对于宁夏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具有重要的作用， 宁夏电网
也迎来第三次重大发展机遇。

■■■■�未来可期
拉动投资超 2000 亿元

宁夏具有“地域小、风光足、电网强、送
出稳”的突出特点，连续四年新能源消纳率
超 97%， 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供
给消纳体系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次开工建设的“宁电入湘”工程线路

途经宁夏、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 6
省（自治区、直辖市），输电距离约 1634 公
里（其中宁夏段约 242 公里）。 “宁电入湘”
工程是我国第一条以开发沙漠光伏大基
地、输送新能源为主的特高压输电通道，这
是国网宁夏电力贯彻国家能源安全新战
略、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 推动自治区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发
展的生动实践， 是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和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 服务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重大举措。

“宁电入湘”工程以绿色电、清洁电为
主，通道年利用率 4500-5000 小时以上。预
计 2025 年该工程投运后，宁夏新能源装机
将突破 5500 万千瓦， 占总装机比例达到
60%，初步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以此带动宁夏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
配套产业发展。 届时，宁夏将可向湖南输送
电量 360-400 亿千瓦时/年，湖南每人每年
约有 600 度电来自宁夏。 宁夏年外送电量
将达 1200 亿度以上，新能源资源禀赋优势
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宁夏电网的安全保障
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绿色发展能力、智慧
共享能力也将全面提升。

千里姻缘“一线牵”，“宁电入湘”谱新
篇。 “宁电入湘”工程作为推动宁夏能源转
型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工程， 大幅推动宁夏
新能源上下游产业发展， 预计拉动投资超
过 2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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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 日， 江西进贤
三阳集乡的鄱阳湖畔， 武汉至南
昌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正在进行跨越湖区导线展放作
业，这也是工程全线首个进行导
线展放作业的区段。 该工程是江
西第三个特高压工程，工程进入
导线展放阶段，标志着华中地区
建成“日”字型特高压环网又向
前迈进一大步。

6 月 3 日， 武汉-南昌双回
1000 千伏线路工程鄱阳湖段放线
结束后， 工作人员在塔上开展紧
线、附件安装等作业。

武汉至南昌 1000 千伏特高
压线路工程是华中电网整体规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总投资
90 多亿元， 线路途经湖北武汉、
江西南昌等 2 省 5 市。国网江西
电力建设公司副总经理、 武南
特高压线路工程业主项目经理
胡国飞介绍说：“与其他特高压
线路相比， 武南特高压线路工
程体量大，沿线地理环境复杂。
线路全长 2×462.9 千米 ， 新建
杆塔 965 基，涉及机场 、湿地公
园等重点区域多处。 工程采用双
回路架设， 相较于两条单回路，
不仅可减少工程造价，节约占地
走廊，降低了对沿线生态环境的
影响。 ”

针对线路跨越我国第一大淡
水湖鄱阳湖的特点， 中南电力设
计院环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翔表示：“在工程
前期已对本工程环境影响进行了严格评价，
从避让、减缓、恢复和补偿等角度，详细准备
废料处理、噪声控制、鱼类、植物、动物等各方
面的保护措施。 从路径优化、钢栈桥施工、铁

塔组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生态
保护措施， 尽量安排在枯水期施
工， 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对鄱阳湖
的生态环境影响， 确保符合国家
标准。 ”

此次工程进行导线展放作业
的鄱阳湖湖区段，长度 9 千米，22
基铁塔，且需跨越正在运行的 500
千伏章万 I、II 线和在建的昌景黄
高铁。 放线作业前，国网江西电力
积极向华中电网调度部门协调线
路停电时间， 力争在汛期前湖区
水位大幅上涨前完成跨越放线施
工，并严格执行各级验收环节，确
保铁塔组立质量过硬。

跨越湖区的施工任务由江西
送变电工程公司负责实施。 在
500 千伏章万 I、II 线配合建设停
电后，该公司于 5 月 23 日正式开
始放线， 于 6 月 2 日高效完成该
段导地线架设全部作业任务。 跨
湖导线展放前， 该公司实施班组
准入、设备进场审核制，从源头上
提升工程建设安全水平。 为提升
作业效率， 该公司采用 2×“一牵
四” 同步张力展放导线的放线施
工方案， 同时采用压接式牵引管
代替传统连接方式， 大幅提升了
导线牵引的安全系数。

国网江西电力建设部副主任
陈林俊说：“工程投运后， 华中地
区将形成 ‘日’ 字型特高压主网
架， 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华中地区

电力互联互济， 消纳西南水电和西北风光等
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耗，为鄂
赣两省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清洁绿色
能源和强大电力支撑。 ”

（钟家斌 习雨同）

本报讯 截至 6 月 1 日， 备受瞩目
的国家电投山东海阳 HG34 海上固定
式光伏实证项目(以下简称“HG34 实证
项目”)已离网运行一月有余，项目运行
稳定，发电数据监测良好。

HG34 实证项目由国家电投山东
能源、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联
合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隆基绿能”）实施，是国内首个在近
海开放式海域条件下进行的桩基固定
式海上光伏。该项目位于烟台市海阳海
域,离岸 6.5 千米，平均水深 7 米，分别
建设 308 千瓦大模块和 92.4 千瓦小模
块两种实证方案，将成为未来在该海域
规划建设的装机容量为 270 万千瓦的

HG34 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项目的试
金石，通过防腐蚀、抗浪潮、抗台风、抗
洋流、防浮冰等方面的探索，为后期建
设方案提供主要设备适用性和工程经
济性等关键数据。

“本项目采用混凝土小模块与钢结
构大航架两种桩基形式，期望通过两种
桩基结构形式的验证，实现对桩基式海
上光伏各种技术方案的验证。 ”山东电
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海工事业部总
经理安杰表示，“项目采用隆基定制化
Hi-MO 5 光伏组件， 对项目的安全可
靠起到关键支持作用。 ”

HG34 实证项目如同照亮深海的
一束光，在技术、施工及运维多方面实

现“0 到 1”的突破。 在技术创新上，针
对海上光伏应用场景开发定制化组
件，其抗腐蚀、抗风及抗衰减能力均为
行业最高水平， 同时经受住了海上吊
装过程对其抗隐裂能力的挑战， 据中
检集团南方测试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检测报告显示， 项目使用的光伏组件
外观良好，无隐裂情况发生；在施工组
织上，创新两个“一次性”，即一次性完
成陆上模块结构拼接、 组件及桥架安
装、电缆敷设，一次性海上吊装就位；
在保障运维上， 光伏组件下端高于平
均水位 7 米以上，底部空间充足，可快
速、高效、安全满足不同型号运维船只
通航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5 月 31 日，隆基绿
能荣获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CPVT)颁发的光伏组件差异
化耐候性“国品优选”-深蓝海洋环境检
测证书，成为首批获得该检测证书的企
业，标志着中国光伏先进产品已具备走
入深海的技术水平。

综观全球,桩基固定式光伏应用尚
未出现在水深 7 米以上开放式海域环
境下的应用案例，HG34 实证项目的
“破局”意义不言而喻，正如隆基绿能中
国地区部副总裁夏珂所言，“HG34 实
证项目的技术和经济指标将是海上光
伏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探照灯，对光
伏下海的速度和深度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隆基绿能将依据实验数据进一步完
善海上光伏组件的技术边界，为光伏下
海提供技术保障。 ” （王一苇）

山东海阳HG34海上固定式光伏
实证项目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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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为为夕夕阳阳下下的的灵灵州州换换流流站站。。 王王天天鹏鹏//摄摄

图图为为建建设设者者在在检修灵州—绍兴±800 千伏直流线路。 王天鹏/摄

�� 图图为为建设者进行灵州—青山 750 千伏
线路工程施工。 王天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