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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加快推进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南方电网加快推进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黄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
南粤大地储能产业捷报频传——

阳江阳春，我国超高水头超大容量抽
水蓄能电站顺利通过投产复验，三项关键
技术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梅州五华，我国首套国产化抽水蓄能
机组成套开关通过性能鉴定，工程应用成
果迅速在国内推广；

佛山南海，我国首个多技术路线锂电
池储能站在“氢能之都”加快建设，将于年
内全面投产并网；

肇庆、惠州，我国300兆瓦级、400兆瓦
级的两大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同时加快建
设，国产化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研制进
入工程应用新阶段；

南方电网公司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
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聚焦储能产业在
促进新能源消纳中的重要作用，以资本运
作打造专业化上市公司平台，一体融合电
力储能和资本市场两股力量，不断为构建
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新动能。

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两个资金循环互融互促两个资金循环互融互促

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积极登陆资本
市场，认真践行上市公司公开透明的监管
规则，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融资功能，为
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

2022年9月28日，随着锣声响彻上海
证券交易所大厅，我国首个主营抽水蓄能
和新型储能的上市公司——南方电网储
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储能公
司”）在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正式登陆A
股市场。

不到1 个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南网储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为梅州抽水蓄能电站一期工程（以下简称

“梅蓄电站”）、阳江抽水蓄能电站一期工程
（以下简称“阳蓄电站”）等5个储能项目募
集配套资金，共向25家发行对象募得资金
80亿元。在配售股票信息公开表中，两家
发行对象格外醒目——东方电气集团东方
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机”）和哈
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电
电机”），分别投资 5.4 亿元和 5 亿元得到
4255万和3940万配股。

据了解，成立于1958年的我国重大技
术装备制造骨干企业——东方电机是梅蓄
电站的机组供货商；始建于1951 年、创造
我国发电设备制造史上数十个“第一”的
哈电电机是阳蓄电站的机组供货商。“募
股过程中，东方电机和哈电电机购股积极
性很高，均表示作为电站参建方，为电站
的尾工和配套工程‘添砖加瓦’是应尽之
责。”参与本轮融资工作的南网储能公司
总经理助理汤建良介绍。

2022年5月28日，随着水轮机主轴开
始转动，南方电网公司梅蓄电站、阳蓄电站
同日全面投产。抽水蓄能机组供货商位于
整个产业链上游，在工程如期建成投产和
技术质量保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梅蓄电站，南网储能公司与东方电机携

手打造“精品”机组，机组上导、下导、水导
轴承摆度均小于50微米，开创国内机组三
导轴承摆度全面进入50微米的先河，性能
远优于相关国标标准。在阳蓄电站，南网
储能公司与哈电电机共同研制的我国首台
单机400兆瓦超大容量机组顺利投运，创
新10余项国内“第一”。

“募股融资使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商
同时成为企业股东，业务运营和资本运
营的两个资金循环深度融合，在资本纽
带的作用下，资金在产业链中的流动更
加高效，上下游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更加
紧密。”南网储能公司战略规划部副总经
理李华介绍。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针对产业链的痛点、卡点、堵点，集成
各类创新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
够凸显创新对产业链发展的有效支撑。

2023 年 6 月 10-11 日，我国电气领域
的3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广东，参加由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国产抽水蓄能机
组成套开关设备”产品鉴定会。

抽水蓄能机组成套开关是抽水蓄能电
站的关键机电设备之一，技术性能和可靠
性要求高，设计制造难度大，一直被国外极
少数公司垄断，被称为我国抽水蓄能机组
主机设备的“最后一块短板”。

2020年3月起，南网储能公司与西安
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开电
气”）联合开展抽水蓄能机组开关技术装备
的科研攻关；2021年11月，完成全套开关
样机研制及全部型式试验并通过项目验
收；2022年5月，“国产抽水蓄能机组成套
开关设备”在梅蓄电站进行首套设备的工
程化应用；截至目前，产品已平稳运行满周
年，安全操作超过1200次。

经过两天严格评审，专家们给出“综
合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以批
量生产并在抽水蓄能电站推广应用”的
鉴定意见，标志着由产业链业主方和供
货商联合开展的科技攻关取得实质性成
功，促进抽水蓄能主机设备实现高质量
的全国产化。

“根据双方签订的科技成果转化协
议，开关推向市场后，西开电气与南网储
能公司按比例进行销售额分成，形成了研

发投入的稳定回报机制。”南网储能公司
创新部总经理王勇谈到，在产品鉴定意见
支持下，这套国产开关迅速找到“用武之
地”，下一站将应用于在建的浙江天台抽
水蓄能电站。

同样是攻克“卡脖子”难题，在 2023
年 6 月 29-7 月 2 日举办的深圳国际数字
能源展上，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大型抽水
蓄能机组数智调速系统一亮相，便引起高
度关注。

抽水蓄能核心控制系统由计算机监
控、调速、励磁、继电保护等四大系统组成，
被喻为抽水蓄能电站的“大脑”。此前，这
套系统的关键部件依赖进口，备品备件更
新艰难，核心功能优化存在“盲区”。该系
统国产化水平大致可分为设备级、部件级、
元件级，其中元件级自主可控水平最高，要
求整套设备中的关键技术元件全部国产。

2021年2月起，南方电网公司选取广
州、惠州两座抽水蓄能电站为平台，同时
开展四大系统的元件级国产化设备研制
工作。两年多来，研发团队先后完成元件
比选适配、技术功能研发、控制逻辑优化、
调试试验等工作。整套系统关键技术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算法高效、功能完备，完
成四大系统的元件级国产化替代工作，实
现重大技术创新 40 项，21 项技术填补国
内空白。

2023年2月，我国首套国产化抽水蓄
能调速器系统在南网储能广州蓄能水电厂
投入使用。

以励磁系统的国产化直流灭磁开关研

制为例，面对国内暂无成熟产品的现状，南
网储能公司聚焦开关体积、控制回路指标、
使用寿命、开断性能等关键技术需求，与产
业链上游企业上海立新公司联合开展部件
研制技术攻关，从开关绝缘材料、模具制
作、生产工艺全环节把控产品制造质量，全
方面开展新产品型式试验，最终于2022年
7 月底研发成功，为系统整体性能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打通了堵点。

目前，我国已纳入规划的抽水蓄能站
点资源容量超过8亿千瓦。按照“1台机组
1套系统”估算，这套抽水蓄能“国产大脑”
的市场容量将达到2500套，市场规模将超
过370亿，推广应用空间广阔。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有效发挥应用场景的规模化需求优势有效发挥应用场景的规模化需求优势

聚焦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搭建技术
路线应用的产业实证平台，能够以应用为
牵引，统筹科技攻关、试验验证、工程应用
等各个环节，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随着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等间歇性、波
动性清洁能源大规模、高比例接入电网，新
型储能同步进入规模化快速发展的“快车
道”。2023年1-6月，我国新投运装机规模
约863万千瓦/1772万千瓦时，相当于此前
历年累计装机规模总和。其中，锂离子电
池在新型储能中占比超过90%。

有着“中国氢能之都”美誉的佛山南
海，聚集了150多家氢能企业和机构，涵盖
氢能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投资规模超过
600亿元。在佛山南海电网侧独立储能项
目建设现场，一台台电池舱在650吨汽车
起重机的吊装下精准落位，一辆辆装载重
型设备的平板运输车有序进入工地，数百
名建设者正为工程年内全面并网发电加速
冲刺。该电站装机规模为300兆瓦/600兆
瓦时，投资约17亿元，占地面积58亩，投产
后每天可提供120万度的清洁电能，可直
接满足当地氢能企业的用电需求。

不同于一般新型储能电站，佛山南海
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是一座因技术创新而
闻名的“明星工程”。电站聚焦锂电池的电

芯性能、热管理、结构连接3大技术领域，
搭配组合不同技术方式，形成9条技术路
线，各路线装机规模从5兆瓦到75兆瓦不
等，相当于把9座不同技术特点的中型规
储能电站聚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技术性能
对比的“大擂台”。

目前，作为我国首个多技术路线锂电
池储能项目，佛山南海电网侧独立储能站
正加快建设。

“当前，广东正加快将新型储能打造为
万亿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我们投资十几
亿元搭建这样一个实证平台，能够针对全
省不同的新型储能应用场景，为产业创新
发展遴选出最优技术方案。”南网储能公司
科技公司董事长汪志强表示。

在抽水蓄能领域，大型可变速抽水蓄
能机组能够通过改变机组转速实现机组功
率灵活调节，更好适应新能源接入带给电
网负荷的快速变化，是产业技术、核心装备
迭代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为加快推进产
业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近
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重点依托工程推进首
台（套）装备应用的工作机制。

2022年11月、12月，300兆瓦级变速抽
水蓄能机组成套设备国产化依托工程肇庆
浪江抽水蓄能电站和我国首个超大容量变
速抽水蓄能工程惠州中洞抽水蓄能电站相
继全面开工。2023 年 6 月，我国首台 300
兆瓦和400兆瓦国产化变速抽水蓄能机组
采购制造合同在广州集中签订，标志着我
国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研制正式进入工
程应用的新阶段。当前，肇庆浪江、惠州中
洞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正加快建设，变
速机组等效转子模型制造及第一轮试验工
作已经完成，国产化大型可变速抽水蓄能
机组诞生的脚步正在临近。

新体系，新产业，新动能。从抽水蓄能
到新型储能，从工程建设到装备制造……
一幅幅以大市场培育大产业、大产业带动
大创新的新时代画卷正在加快绘制。南方
电网公司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服务新型
能源体系建设，稳中求进助力储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提交南
网高分“答卷”。

①①图为2023年2月，我国
首套国产化抽水蓄能调速器
系统在南网储能广州蓄能水
电厂投入使用。

②②图为 2022 年 5 月，“国
产抽水蓄能机组成套开关设
备”在梅州抽水蓄能电站进行
首套设备的工程化应用。

③③图为我国首个多技术
路线锂电池储能项目——佛
山南海电网侧独立储能站目
前正加快建设。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 “牢记使命，不负重
托；全力以赴，忠诚履责；确保实现
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动、工作零
差错、服务零投诉。保电万无一失，
我们义不容辞。保电有我，有我必
胜！”近日，在距离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十四冬”）开
幕100天之际，国网蒙东电力在“十
四冬”主场馆外的广场举办保供电

“倒计时100天”誓师大会，吹响打赢
“十四冬”供电保障攻坚战的号角。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15 个部门、
8家单位共计220余人进行宣誓。

“十四冬”将于2024年2月17-
2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
行，这是国网蒙东电力成立以来，主
场保电最大型的一次活动，承担海
拉尔、扎兰屯2个赛事场地保电工
作，保障重点变电站26座、输电线路
27条、配电线路60条。为此，该公
司投入技改、大修资金 3687.11 万
元，主要用于提升设备健康、智能
运维、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工作。

国网蒙东电力严格落实国家
电网公司党组和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政府对“十四冬”的各项指示精
神，将“十四冬”保电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出
台《2023年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保供电总体工作方案》，构建1个
指挥分部、2个前沿指挥所、6个场
馆核心保障团队保电整体布局，协
调推进“十四冬”保电各项工作。

国网蒙东电力为“十四冬”主场馆专门修
建110千伏卓越、依山变电站，融合智能巡检

机器人智能巡检、输电线路在线监
测系统、无人机等智能巡检装备，提
升科技保电水平，消除巡检盲区。
通过两座110千伏变电站和8条10
千伏保供线路实现对“十四冬”主场
馆的多回路供电，大大提升了供电
可靠性。

此外，为确保“十四冬”举办期
间电网设备健康运行，国网呼伦贝
尔供电公司积极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在前期各单位隐患自查
的基础上，对重要线路和变电站进
行专项深度隐患排查，共计发现各
类 隐 患 缺 陷 3256 项 ，完 成 缺 陷
3029 项，治理率 93.02%，建立隐患
档案，明确治理责任人，并根据等
级划分将缺陷隐患列入检修计划，
后续完成剩余隐患消缺。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开展
5 次“十四冬”保电应急实战演练，
以模拟“十四冬”场馆主电源线路
故障，提高应急演练与事故抢修
能力。该公司党委第一时间成立

“十四冬”保电临时党支部，坚持
将党建融入保电核心工作，实现
服务“零距离”，充分发挥党员模
范先锋、战斗堡垒作用，为“十四
冬”顺利举办营造稳定的电力供
应环境。

百日为期，国网呼伦贝尔供电
公司将集结 1718 人的保电队伍，
满足 10 分钟快速应急响应要求，

确保全面实现保电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
动、工作零差错、服务零投诉“四个零”工作
目标。 （卜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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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金昌供电公司：

助力金昌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助力金昌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截至目前，甘肃省金昌市

新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454.47 万千
瓦，占统调装机容量的 71.5%。其中，
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386.04 万千
瓦，风电总装机容量达64.55万千瓦。

金昌电网建成投运 330 千伏新能
源汇集升压站 5 座，110 千伏新能源汇
集升压站4座，共汇集新能源发电装机
240 万千瓦，电化学储能装机 40 万千
瓦/80 万千瓦时，逐步形成风电、光伏
发电、电化学储能等融合发展的新型
电力系统。据了解，金昌市“十四五”
第二批新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 220 万
千瓦，第三批新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
240万千瓦。预计2023年底，金昌市新
能源总装机将突破550万千瓦，2024年
底将突破750万千瓦，“十四五”末将突
破1000万千瓦。

近年来，随着金昌市新能源发展迅
速，涉及制造光伏组件、光伏板、三元
正极材料、动力电池等众多新能源企
业在金昌建厂生产基础材料及原件，
大宗型企业用电负荷逐步攀升。今
年，金昌电网最大负荷135.7万千瓦，同
比增长8.56%，日最大供电量2965万千
瓦时，同比增长7.8%。

为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国网金
昌供电公司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契
机，着力建设永昌县河清滩光伏园区、
金川区西坡光伏园区及金川区金武路

光伏园区。以千万千瓦级风光电基地
为目标，全面发挥金昌市政策优势、能
源优势、区位优势，全面贯彻落实金昌
市委市政府和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的
决策部署，紧盯“双碳”目标，积极服务
新能源建设和发展。

2023年，面对“十四五”第一批新能
源集中并网的挑战，国网金昌供电公司
切实履行高质量服务河西地区清洁能
源发展的职责使命，组建新能源并网工
作专班，优化简化新能源并网工作流

程，以并网业务办理为核心，构建金昌
电网新能源并网“一站式”服务工作站，
利用“线上线下”同步办理模式，实现

“一次办好”的目标。
同时，国网金昌供电公司编制印发

《新能源并网服务工作手册》，建立《新
能源并网管理卡》，组织开展 4 期新能
源并网培训班，使新能源并网工作职能
更明确、管理更规范、流程更清晰、服务
更便捷，实现新能源并网服务全流程闭
环管理。同时，可并行办理可开展的流
程安排，精简流程，明确时限，统一计
划，协同推进，使调度、通信、营销、自动
化等各环节无缝衔接，进一步提升服务
质量，有效缩短并网手续办理 25 个工
作日，助力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追风逐日，任重道远。国网金昌供
电公司将积极履行央企责任与担当，坚
持保障新能源应并尽并，杜绝“带病入
网”，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深入优化新能
源并网条件确认流程，全面服务新能源
产业发展，加快电网建设提升新能源送
出能力，推动750千伏河西变第三台主
变扩建工程、750千伏水源变建设工程
以及陇电入浙特高压直流外送输变电
工程如期建设完工。同时，进一步优
化金昌网架结构，提升甘肃主网的支
撑保障能力，持续拓宽新能源消纳外
送通道，推动金昌市新能源产业健康
绿色可持续发展。 （史善东）

图为甘肃金昌珈伟二期75兆瓦光
伏发电项目。 杨吉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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