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 新能源
发电在电网中占比不断提高， 系统电力
电量平衡、 安全稳定控制等正面临前所
未有的情况。而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迫切需要，也呼
唤构建功能更加强大、运行更加灵活、更
加具有韧性的新型电力系统。

近日，在华北电力大学 2023 新型电
力系统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提出，当前，
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过程中， 电源特性
的转变与地域发展差异等问题亟需引起
重视。

■■ 新型电力系统
面临多方面转变

从新型电力系统的基本特征看，与
会专家指出，其电源结构、电源定位、电
源形式、电源特性等都发生了转变。

“在电源形式方面， 多种电源形式并
存，新能源集群、风光水火储一体、新能
源+储能、新能源+氢能、新能源+水电、新
能源+荷+储能等多元开发新模式将不断
涌现；在电源特性方面，在现有技术条件
下，风光电源的间接性、波动性将使电源
出力特性更加复杂多变，未来需要性能稳
定的新能源品种。 ”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
究院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周焕生指出。

在新能源逐步成为主体电源后，电
网的资源优化配置平台作用将更加突
出。周焕生进一步表示，数字电网或将成
为承载新型电力系统的最佳形态， 发挥
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促进源网荷储协调。
“电网的结构将由现在传统的大电网互
联，向‘主干网+中小型电网及微电网’
的柔性互联形态发展，形成清晰合理、分
层分区的输电网结构， 配电网也将具备
更加高效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储能负荷
开放接入和双向互动。 ”

作为新型电力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
和显著特征， 储能的接入给电网的安全
和调度运行都带来挑战。 “因此，储能的
规划、 调度与控制技术也是当前亟待研
究解决的重大难题。目前，国内储能成本
较高，服务于单一对象，经济性和利用效
率低；储能作为电力新系统的新元素，面
向对象众多， 但与各个对象之间的业务
与交互关系模糊， 缺乏完善细致的运行
策略和结算机制； 储能智能化辅助决策

能力不足， 运行和控制依赖于人员的调
控，增加了相关人员的工作量和职责。 ”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院研究
院专责翟苏巍表示。

■■ 城乡电力系统建设
各有侧重

农村和城市地区电力系统发展的地
域差异， 也是未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今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要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发展农
村可再生能源，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
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

构建农村清洁能源体系， 需要大规
模发展分布式新能源并网， 但当前农村
电网的资本化水平和数字化水平与这一
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当前要向现代化农
村电网方向转型， 除了面临供电负荷的
增长外， 还有规模化的分布式能源接入
带来的问题。农村电网覆盖面比较广，人
员运维比较困难， 新能源的承载能力较
差。”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网规划研
究中心覃惠玲指出，“具体来说，‘十三
五’期间，我们虽然对农村电网做了升级
改造，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户均容量、电网
供电可靠性指标等基建方面。 而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不仅要求农村电网助力乡
村产业发展，还要全面服务生态目标，构
建农村清洁能源体系。 ”

这些都对电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覃惠玲认为，未来可通过智能化提升、农
村配电网感知能力提升、 新能源消纳能
力提升， 以及数字赋能等打造农村现代
化电网。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办公室处长程序表示，随着“双碳”
目标下新型能源体系的深入推进， 我国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北京
城市副中心在走绿色发展道路期间的轮
廓也逐渐明朗， 亟需以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为引领，支撑传统能源体系绿色转型。

“对此，以数字化低碳城市电网为基
础，可以在电、气、热、油等多种能源综合
利用基础上，推进多能互补和电能替代，
逐步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
在源网荷储全要素方面，开展技术、机制
和模式相关创新， 促进源网荷储协调互
动。 ”程序建议。

■■ 示范项目
提供借鉴经验

对于现代化农村电网后续建设，覃
惠玲认为， 国家对现代化农村电网建设
方向提出了要求， 但仍然缺乏具体的量
化指标。她建议，未来要巩固农村电力保
障水平，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也要逐步缩
小不同地区的农村电网平均供电水平差
距， 同时提升农村网架水平和清洁能源
消纳能力， 提升农村电网的数字化水平

和电气化水平。
根据各省区资源禀赋、 建设基础等

情况， 南网也正在布局一批新型电力系
统示范区，有序推进省、地、县、园区四级
示范项目建设。其中，在分布式光伏并网
示范方面，为解决随着城镇、农村等建筑
屋顶大量分布式光伏接入带来的配电网
末端电压高、谐波、三相不平衡等问题，
贵州建设了六盘水羊场乡柔性配网示范
工程，采用交直流同杆架设、台区柔性互
联、分布式光伏+储能、有载调容调压等
技术，取得较好效果。“项目实施后，年平
均停电时间由 0.17 小时/户缩短至 0.12
小时/户、 电压合格率由 99.91%提升至
99.94%， 中压线路自愈率由 50%提升至
87%，分布式光伏消纳率达 70%以上。 ”
周焕生说。

在绿色低碳方面， 据广东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市场营销部资深工
程师何嘉兴介绍， 作为全国第一批低碳
试点城市，广州搭建“穗碳计算器”微信
小程序、“穗碳”电碳大数据平台、“穗碳”
工业绿色金融平台、 广州市产业园区信
息化服务平台、“穗碳” 绿色低碳服务平
台等， 互联政企产融各界的低碳需求与
供给能力，以数字赋能各界应用场景。

在储能方面，翟苏巍认为，储能的
运行控制应进一步考虑电网、用户多方
协同。 “储能参与电网调节，也应该有更
多的交易机制。 与此同时，应充分发挥
储能一站多用、分时复用等功能，提高
利用率。 ”

������本报讯 记者张胜杰报道 7 月
18 日，由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科工
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国内首台氢能混
动地铁施工作业车在湖北襄阳正式
下线。

本次下线的氢能混动地铁施工作
业车是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科工装备
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全新城市轨道交通
施工车辆。 该车采用氢气作为动力能源，
具有最大容量为 1200 升的储氢系统，最
高运行速度可达 80千米/小时，最快加氢
30分钟，可持续运行 32小时。该车与传统
燃油作业车相比，全生命周期可累计减少
碳排放 225吨。

据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科工装
备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经理朱洪发介
绍，该车采用氢燃料电池（PEMFC）与

锂电池混合供电模式提供驱动力，与
完全依靠动力电池驱动车辆方式相
比， 这种混动系统具有自重轻、 加注
快、冬季低温特性好等优点，能够有效
弥补电池耐低温性能不佳的短板，排
放物仅为热量与水， 完全实现了碳和
污染物的零排放， 且噪音低、 能效比
高，符合国家新能源战略发展方向。这
种动力技术有望成为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绿色发展新方向。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副会长丁树
奎表示， 当前全国地铁运营里程已达 1
万公里，在建里程 6000 多公里。 地铁施
工和运维车辆正在加速推广普及新能源
车，市场潜力巨大。 他指出，此次下线投
运的氢能混动地铁作业车对推动行业绿
色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首台氢能混动地铁施工作业车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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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进入加速转型期
■■本报记者 林水静 杨晓冉 碳酸锂期货及期权

在广州期货交易所上市
本报讯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碳酸

锂期货于 7 月 21 日上午 9 点在广州期货交
易所上市。 碳酸锂期权将于 7 月 24 日上市。

碳酸锂被称为“白色石油”，是国家战略
性重点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
玻璃、陶瓷、医药等领域。

据了解， 当天上市的碳酸锂期货共有 7
个合约，交易单位为 1 吨/手。 2022 年，全球
碳酸锂产量为 60.6 万吨，其中我国产量 37.9
万吨，占比 63%，主要分布在江西、四川、青海
等省。 国外产量 22.7 万吨，占比 37%，主要分
布在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等地。

据广州期货交易所商品事业部高级执
行经理郭晨光介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
锂消费国，2022 年我国碳酸锂消费规模超
过 2000 亿元， 近三年内波动幅度都超过了
50%。 碳酸锂期货上市后，为产业企业提供
了套期保值的方式以规避价格风险。公开透
明的期货价格有助于我国将碳酸锂生产和
消费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对国际锂资源的定
价影响力。 （杨时）

上半年 5家企业
原煤产量过亿吨

本报讯 原煤生产稳定增长， 进口高位
增长。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1-
6 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生产原煤 23.0 亿吨，
同比增长 4.4%，6 月份全国生产原煤 3.9 亿
吨，同比增长 2.5%。 1-6 月，全国进口煤炭
2.2 亿吨，同比增长 93.0%。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统
计，排名前 10 的企业原煤产量合计为 11.8 亿
吨，同比增加 4420 万吨，占规模以上企业原
煤产量的 51.3%。 具体情况为：国家能源集团
30309 万吨，增长 1.7%；晋能控股集团 21866
万吨，增长 7.0%；中煤集团 13275 万吨，同比
增长 2.2%； 陕煤集团 12554 万吨， 同比增长
9.7%； 山东能源集团 12120 万吨， 同比增长
0.1%； 山西焦煤集团 9307 万吨， 同比增长
4.3%；华能集团 5408 万吨，同比增长 10.3%；
潞安化工集团 5259 万吨， 同比下降 2.7%；国
电投集团 3984 万吨，同比增长 5.2%；淮河能
源集团 3786万吨，同比增长 3.6%。 （宗和）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陕西段
两条隧道实现贯通

本报讯 7 月 18 日，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
项目管理分公司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陕西
项目部发布消息称， 中铁北京局承建的西三
中陕西段柿园子、 管家坪 1 号隧道相继实现
贯通。 这是继 6 月中旬穆家山、管家坪 3 号、
石窑沟 3 条隧道贯通后取得的新进展。

柿园子隧道、 管家坪 1 号隧道分别位于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和商洛市商州区境内，
隧道均地处秦岭东段，合计长 823.6 米。 管家
坪 1 号隧道围岩等级跨度广、变化大，且伴有
山体渗水现象，施工难度较大。中铁北京局西
气东输西三中陕西段项目部按照“短进尺、强
支护、快封闭、勤量测”的施工原则，坚持“三
检制”“旁站制”的管理制度，通过安装视频监
控、环境监测系统，实时检测围岩等级变化和
山体渗水情况， 为隧道施工安全构筑坚实防
线，确保隧道安全文明施工。

据悉，西三中陕西段管道建成投产后，将
实现西部资源和东部天然气市场有效连接，
进一步完善我国中东部地区天然气管网布
局，提高天然气调配供应灵活性，为沿线地区
的能源供应、 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提供重要
保障，助力“十四五”期间构建天然气管网“五
纵五横”新格局。 （刘静）

上海：
到 2025年示范应用
燃料电池汽车超 1万辆

本报讯 7 月 20 日， 由上海市交通委员
会、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经信委联合制定的
《上海交通领域氢能推广应用方案 2023-
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发布。

《方案》指出，围绕上海城市群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应用实施方案目标， 到 2025 年，力
争实现示范应用燃料电池汽车总量超过 1 万
辆，将主要拓展重型商用、小型汽车、综合交
通 3 个领域示范应用。 重点形成宝山、嘉定、
青浦、金山、临港等五个各具特色的燃料电池
汽车应用聚集地、示范先行区。

《方案》显示，上海市将加快完善氢燃料
供应体系和燃料价格形成机制， 逐步形成安
全、稳定的氢能供给保障网。促进燃料电池汽
车检测、 维保等运营支撑体系以及氢燃料生
产、运输、储存、加注等产业链趋向成熟，营造
良好的使用环境。 适时探索氢能在水运、航
空、铁路领域示范应用的可行性。

《方案》强调，上海市将加强氢瓶、加氢站
技术创新， 突破更高压力的氢瓶和加氢站的
技术制约， 加快大容量 70MPa 加氢站建设，
提升加氢效率和气瓶容量； 根据燃料电池汽
车应用场景和发展规模预期， 科学制定并发
布全市加氢站布局方案，推进 70MPa 加氢站
项目有效落地；力争在 2025 年前，完成不少
于 70 座加氢站建设。 （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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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人员在为下线运行的氢能混动地铁施工作业车做安全防护。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科工装备有限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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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 位于
新疆拜城县境内的塔
里木油田博孜-大北
区块地面骨架工程天
然气外输管道成功投
产。 该外输管道工程
是博孜-大北超深气
区 100 亿立方米产能
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提升天然气供
应能力、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在 7 月 14 日
拍摄的博孜-大北区
块地面骨架工程天然
气外输管道克拉 2 清
管站及周边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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