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重达 12000 吨的上部组块与导管架精准对接。

■王旭 李洋 许慧杰

晌午，山东能源兖矿能源兖矿物
流科技公司大东章集配站的地面上，
一股股热浪不住地翻滚。顾不上阳光
的毒辣，货检整备段的师傅们提前来
到铁轨旁， 等待着发运列车的到来，
仔细给每一节车厢“会诊把脉”，确保
每一列满载煤炭的列车能够“安全健
康”发往目的地。

“这煤从地底下挖出来挺不容易
的，不能在咱这发运的路上出岔子。”
王建民扛着大锤边走边说，他上下打
量着黑黢黢的车皮，不断寻找着“病

灶”。只看老王收住脚步，双脚前后站
定，膝盖微曲，肩上的大锤已紧握在
手中，锤头冲后扬过头顶，画出半圆
弧线后，“咚”的一声砸在了车皮的变
形处，几锤后药到病除。 50 多岁的王
建民已经给车皮“把脉治病”了大半
辈子，7 斤多的大锤每天都要挥舞几
百次， 已经数不清为多少车厢维过
修、整过形。

老王治疗“外伤”的同时，另一名
检修员程刚，已经手脚并用地登上梯
子，爬到了车厢内诊治“内伤”，仔细
清扫红土、砂石、石灰，确保煤质不被
污染。 在骄阳的炙烤下，车厢彷佛一

个个大“烤箱”，高温、半封闭，扫帚挥
舞的瞬间就进入了“蒸桑拿”模式，程
刚身上的工作服湿漉漉的粘在后背
上。 每节车厢两侧都需攀爬 1 次，车
厢有 2 米半高，一列车 50 到 60 节车
厢，一列车就需要攀爬 300 米，高运
期间一个班次 6 列车 ， 需要攀爬
1800 米。 “一个班下来，两条腿都不
是自己的了。 ”就连像程刚这样身强
力壮的年轻人也感叹工作量的庞大。

给车皮“把脉治病”是整备段每
一位职工的家常便饭， 为了满足 24
小时随时发运， 和日均 9 列的发运
量， 段长杜伟博及时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作业方式， 提前做好作业前准
备工作，人员整装待发，材料、工器
具一应俱全，并提前开好“药方”，采
取平行作业、分组作业的方式，精益
工作流程。

“我们的人去等车， 也不能叫车

等我们， 一列车提前 30 分钟完成清
扫加固作业， 一天能节省 4.5 个小
时，就能多拉一列煤！ ”杜伟博对时间

算得很细，“多拉快跑”
的作业流程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单日最高
整备清扫了 16 列车，
确保每一列车“安全健
康”发运。

“冬送温暖， 夏送
清凉。 ”无论什么时间、
什么季节，兖矿能源无
数个像王建民、程刚一
样默默无闻的职工，勤
勤恳恳工作在岗位上，
为能源保供奉献着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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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
万吨油气平台完成海上安装

本报讯 记者吴莉报道 7 月 19 日，中
国海油发布消息， 随着重达 12000 吨的上
部组块与导管架精准对接，渤中 19-6 气田
中心平台在渤海中部海域完成浮托安装，
标志着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工程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

渤中 19-6 气田中心平台是一座集生
产、 生活为一体的 8 腿多功能综合海洋油
气平台。 平台高 32 米，相当于 11 层楼高，
长 65 米、宽 56 米，甲板面积接近 9 个标准
篮球场，可以同时容纳 120 人工作和生活。

由于平台上部组块重达 12000 多吨，超
过了海上船舶浮吊吊装能力的极限，其海上
安装采用“浮托”方法进行，即借助潮汐的自
然力量，以类似于举重运动员“挺举”的方
式，将上部组块精准地安装到导管架上。

据海油工程渤中 19-6 总包项目经理
鞠文杰介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将总长
近 200 米的主作业船，驶入每侧仅有 10 厘
米间隙的导管架桩腿之间， 操作难度非常
大。 8 个插尖和桩腿对接时，精度达到毫米
级，堪比宇宙飞船与空间站的对接难度。此
外，作业区域位于油气平台密集区，海底环
境复杂，对施工技术的要求很高。

为此， 作业团队在作业前组织多轮技
术交底和风险分析， 对系泊布置、 运动监
测、载荷转移、精准定位等工序进行预演。
同时，开展现场施工路由勘察，精准计算设
计抛锚位置和锚链走向， 在跨越管线处悬
挂浮筒，避免刮蹭。 在浮托过程中，通过安
装分离缓冲装置和桩腿对接耦合装置，有

效减缓了组块载荷转移期间驳船与导管架
的碰撞， 保障浮托作业安全平稳进行。 最
终，历时 10 多个小时完成浮托作业，实现
对接精度误差不超过 5 毫米。

“随着中心平台完成浮托安装， 渤中
19-6 气田一期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经超
过了 85％。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工程建设
中心总经理文近来介绍说， 预计年内投产

后，将有效缓解华北地区用气短缺问题，为
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
能源和化工产品。

据了解， 该平台所在的渤中 19-6 气

田，是我国东部第一个大型、整装的千亿方
大气田， 目前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
2000 亿立方米、探明凝析油地质储量超过
2 亿立方米。

本报讯 7 月 16 日 16
时 30 分， 随着国网甘肃
超高压公司 750 千伏河
西变河发线结束试运行，
标志着甘肃电网单次接
入汇集站间隔最多的新
能源扩建工程正式投入
运行，将进一步优化河西
电网结构，提升“西电东
送”通道新能源并网输送
能力。

750 千伏河西变电站
位于甘肃省金昌市河西
堡镇， 地处河西走廊中
段，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
建成投运，主要担负着河
西电网与新疆电网的可
靠联接及河西地区风电、
火电、光伏的电能消纳外
送和电气化高铁的用电
需求，是西北电网向华中
电网电力输送的重要枢
纽变电站，对实现跨区域
能源外送和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河西变本轮新能源
接入工程是甘肃 “十四
五” 新能源存量接入项
目， 扩建河西变 5 个 330
千伏间隔， 主要吸收金
昌、武威地区 8 个 330 千
伏汇集站的光伏电，并网
至甘肃 750 千伏主网，预
计并网容量 420 万千瓦。
自 6 月份集中开展母线
停电接入至今，国网甘肃
超高压公司充分发挥专
业特长，积极协调各工程
建设单位、 管理单位，针
对本次作业参与单位多、
持续时间长、作业风险高
等特点，督促各工程参建
单位开展现场勘察、审核
“三措一案”、优化验收启
动时序，编制电网风险事
故预案、 启动操作票、验
收卡等，细化人员责任分
工， 严肃到岗到位管理，
狠抓技术与安全双监督， 与工程各参
建单位通力合作、协同联动，全面提升
工作质效，确保安全、优质、如期完成
验收启动任务。

据悉，甘肃省风光资源禀赋优越，
风能、 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分别位列
国内第 4 位、第 5 位，丰富的风光资源
为全省发展新能源产业提供了有利条
件。 近年来，国网甘肃电力以全力服务
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为抓手， 积极服
务“双碳”目标，截至目前，甘肃新能源
装机占比突破 50%， 新能源发电量占
全省发电量的 33.21% ， 同比增长
25.37%，助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750 千伏河西变新扩建间隔的正
式投运， 可有效提高迎峰度夏期间电
网设备可靠性， 积极服务和支撑河西
地区新能源并网，将有力推动金昌、武
威地区富集新能源上网， 为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增添新动能。

（尹岚 苏容 鞠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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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施工人员正在切割组块与船舶之间固定。

图为主作业船载着平台上部组块驶向目标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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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贵州州省省首首个个大大型型独独立立共共享享储储能能电电站站成成功功并并网网

7月 19日， 贵州
省首个大型独立共享
储能电站———中核紫
云 200MW400MWh
储 能 电 站 （ 一 期
200MWh）建成并网，
该项目采用科华数能
S3液冷储能系统解决
方案， 可参与电网的
调峰调频 与 需 求 响
应服务 ， 助力贵州
迎峰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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