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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 周磊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风电光伏园
区，风机叶片迎风旋转、光伏板熠熠生辉、
吸热塔高耸云端，它们持续将大自然的馈
赠转化为可再生能源。随着“沙戈荒”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的加快，茫茫沙海中涌
现出一个个新能源“绿洲”，源源绿电通过
条条银线奔流向远方，点亮千家万户。

青海作为三江之源，拥有丰富的风光
资源。青海省近年来充分挖掘区域内清洁
能源的巨大潜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加快推进“沙
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配套电网工程建
设，积极服务基地项目高效并网，促进新能
源大规模开发和外送，保障能源安全稳定
供应，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骨干网架持续完善

支撑新能源发展

1月31日，在青海“沙戈荒”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配套电网项目 750 千伏丁字口
输变电工程现场，施工人员在凛冽的寒风
中忙碌着。戈壁滩上施工机器加紧运转，
轰鸣声震耳欲聋，施工人员全力投入电网
攻坚。

“去年 10 月起，我们在重点电网工程
现场开展‘保安全、精质量、稳进度’百日攻
坚行动，集中力量大干 100 天，全面加快
750 千伏昆仑山输变电工程、红旗输变电
工程、丁字口输变电工程，以及玉树、果洛
二回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国网青海
省电力公司建设部主任何恩家介绍。

春节假期结束后，青海重点电网工程
建设加快。“春节前夕，大家战严寒、保工
期，铆足干劲开展基础阶段施工。目前，
工程正按照复工‘五项基本条件’和‘七步
法’标准流程做细做足准备工作。”750千
伏丁字口输变电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后春
东说。

2023 年 4 月，750 千伏日月山—杜鹃
输电线路工程投运，标志着青海全面建成
750 千伏东部“日”字形、西部“8”字形坚
强骨干网架，成为西北首个交流系统送、
受电能力均超过千万千瓦的省级电网。
2023年，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聚力攻坚电
网工程项目，按期投产750千伏昆仑山变
电站、750 千伏月杜双线等 15 项重点工
程，实现35千伏及以上工程52项开工、52
项投产。

在坚强电网的支撑下，青海省新能源
发展保持强劲势头。截至1月31日，青海

电网电源总装机达5567.38万千瓦，其中清
洁能源发电装机5178.24万千瓦，新能源发
电装机3874.71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占
比达 69.60%，发电量占比约 47.13%，新能
源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在总发电装机和发电
量中均占主体。

“一站式”服务“沙戈荒”

项目高效并网

2023年12月，华能青海发电有限公司
坤喆光伏电站等青海第一批“沙戈荒”大型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陆续并网。“依托国网新
能源云平台，新能源发电项目并网流程全
都能线上办理，材料统一线上提交，审批进
度、审批结果随时可以在线查看，项目并网
效率大幅提升。”坤喆光伏电站项目经理孙
岩冰说。

国网新能源云平台是由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建设的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运行监测服
务平台。该平台提供建站并网、消纳分析、
交易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新能源发电企
业通过手机APP即可办理并网业务，还可
以在线实时查询业务办理流程和进度。

“国网新能源云平台对于接入项目
审批的各环节有明确规定和管控，我们
严格据此执行，提供规范、高效、优质的
并网服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发展部
规划一处处长王猛介绍，该公司保证新
能源发电项目接入方案审批工作在规定
时限内进行回复，办理流程和处理过程
保持公开透明。

为保障新能源电源“应并尽并、能并早
并”，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还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队员定期走访新能源发电企业，主
动了解项目并网接入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

题，及时掌握验收申请并网服务需求，组织
专业人员做好政策告知、业务咨询、安全指
导，提供高效专业支撑。

“我们是青海首批‘沙戈荒’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建设项目，电网企业对我们的关
注度很高，安排专业人员常驻项目一线，指
导协调并网事宜。在我们提出验收申请
后，他们及时组织全专业协同并网验收，联
合厂家运维人员开展并网调试，从验收、整
改到投运全过程只用了不到3天时间。”大
唐（兴海）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蔡成
斌说。

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系统

促进新能源消纳

“新能源发电精细化消纳分析应用就
是对站内、网架、调峰、市场等多项数据信
息加以综合分析，找到影响电量消纳的因
素，研究制订改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新能
源发电利用率。”2月20日，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水电及新能源处专责
张真打开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系统，仔细
查看并网新能源场站的运行数据。

新一代调度技术支持系统是国网青海
省电力公司承接公司“新能源滚动优化消
纳”示范项目时自主研发而成，建立了涵盖
采集、监视、分析、预测、计划、控制等全环
节的新能源发电调控运行技术支持体系，
实现了实时监控、分析校核、自动控制等8
类主要创新应用。“这套系统自2022 年年
底上线试运行以来，助力新能源电量消纳
受阻原因分析的准确率提高20%以上。我
们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精准施策后，青海新
能源利用率同比提升了0.8个百分点。”张
真说。

随着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高质量建
设，青海省着力提升清洁电能存储、消纳和
外送能力。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采取中长
期跨省跨区、跨省调峰辅助服务交易等手
段，积极组织新能源电量外送，优化风光互
补、大工业峰谷分时响应等举措，深挖新能
源电量消纳潜力，有力促进新能源大规模
消纳利用。近一年来，该公司推行新能源
发电定制化调度控制，累计完成531万千
瓦装机容量新能源场站的控制性能优化，
共提升发电能力110万千瓦。

“在绿电外送中，青海首条特高压通道
——±800千伏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发挥了主动脉作用。”青海电力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温振江介绍，
2023年青海累计外送电量178亿千瓦时，
覆盖全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
新 能 源 外 送 电 量 146 亿 千 瓦 时 ，占 比
82%。目前，青海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通
道已纳入“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

与此同时，青海大力推行电网峰谷分
时电价机制，引导重点用能企业错峰生产，
将生产时段由午夜改为白天，不仅提升了
用电负荷侧与电源侧的匹配度，也进一步
促进了新能源电量的消纳利用，让更多绿
电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本报讯 截至今年1月底，山西省风光新能源
装机容量突破5000万千瓦，达到5093万千瓦，占
全省总装机容量的38.18%，其中风电装机2503万
千瓦，太阳能装机2590万千瓦。

“十四五”以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积极响
应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持续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
型，深入推进能源供给结构优化，加快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全力服务新能源高质量发展，风光装机容
量年均增速达 14.98%，2022 年 12 月突破 4000 万
千瓦、2024年1月突破5000万千瓦。

为了促进新能源消纳，国网山西电力加快步
伐布局新能源汇集站，“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12
座500千伏和4座220千伏新能源汇集站，已投产

500千伏新荣、朔州明海湖扩建和220千伏平右等
3座新能源汇集站，提升新能源接网能力。借助
技术手段，深化应用新能源云，提升新能源全过程
服务效率。打造强对流天气风电精准预测模式，
不断提升新能源预测准确率。该模式自2023年7
月份全面应用以来，强对流天气下风电出力预测
准确率达 95.5%、相比常规预测提升了 2.3%。在
晋电外送中，不断提升新能源电力占比。

2023 年，山西全年外送电量再创新高，达
15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山西新能源
外送电量 95.8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95%。目
前，山西新能源利用率持续保持在 97%以上。

（张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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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地时间2月29日，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ITER）组织与中核集
团中核工程牵头的中法联合体正
式签署真空室模块组装合同。这
是中国在成功安装其心脏设备之
后，再次承担其核心设备的安装
任务，中国人将再次为ITER计划
顺利推进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了解，真空室模块组装是
目前 ITER 项目最重要设备在关
键路径上的工作，对整个ITER项
目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真空室外形像一个甜甜圈，但是
由于尺寸巨大，为了便于安装，整
个真空室被分成了 9 个真空室模
块，但真空室模块本身也是三层
夹心结构，由内到外分别为 40 度
真空室扇段、真空室冷屏和环向
场线圈。本次中标的真空室模块
组装工作就像穿衣服一样，将真
空室冷屏、环向场线圈在装配大
厅集成组装到真空室扇段上，然
后再整体吊装到托卡马克堆坑
内。真空室模块9个扇区，单独完
工交付，9个扇区的计划安装总工
期为35个月。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是一个
能产生大规模核聚变反应的托卡
马克，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人造
太阳”，由中国与欧盟、印度、日
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七方共同
实施。

我国于2006年正式签约加入
该计划。计划实施以来，中方始
终恪守国际承诺，中国企业和科
研人员勇挑重担，与国际同行齐
心协力，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自2008

年以来，中国承担了 18 个采购包
的制造任务，涉及磁体支撑系统、
磁体馈线系统、电源系统、辉光放
电清洗系统、气体注入系统、可耐
受极高温的反应堆堆芯“第一壁”
等核心关键部件。

据介绍，一直以来，中核集团
积极参与全球最大“人造太阳”研
制相关工作。2019年9月，中核集
团中核工程牵头的中法联合体与
ITER 签订 TAC-1 安装合同，标
志着中国开始深度参与实验堆

“心脏”——托卡马克装置核心设
备的安装。在合同执行过程中，
项目团队始终秉持国际合作精
神，实现安全生产，质量总体受
控，完成一系列重大里程碑节点，
合同履约总体评价高。ITER 组
织总干事彼得罗·巴拉巴斯基
（Pietro BARABASCHI）表示，中

国在技术和人力方面为 ITER 作
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建设现场
拥有强大的高技能建设人才队
伍，中国承接核心装置安装合同，
正在出色完成组装任务，非常值
得信赖。

中核集团副总经理申彦锋表
示，协议签署意味着中核集团中
核工程牵头的中法联合体已经成
为目前 ITER 项目主机安装的唯
一承包商，这是 中 核 集 团 坚 持
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
核工业产业链分工合作，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核工业高质
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致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生动实践，将极大提高中国
在国际大科学工程中的参与程度
与贡献度，助力核能“三步走”发
展战略。 （温儆吾 彭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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