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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浙江电力国网浙江电力::

以以““绿绿””为笔为笔,,绘就绿色低碳发展新画卷绘就绿色低碳发展新画卷
■黄琳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国家先后对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
源体系作出重要部署，明确了我国能源电
力转型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国网浙江电力深入践行“电等
发展”，加快电网转型升级，以数智坚强电
网引领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能源清洁
化水平和全社会能效水平，推动经济社会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建强网架 提升电网承载力

“截至2023年12月底，浙江省新能源
累计装机3909.5万千瓦，已提前两年多完
成浙江省‘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新能源倍
增目标。快速增长的新能源为浙江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对浙
江电网提出更高要求。”国网浙江电力调
度控制中心水电及新能源处处长陈文进
表示。

绿色清洁能源正逐渐成为生态浙江建
设的主引擎。如何让源头绿色化的道路行
稳致远？国网浙江电力以数字化坚强电网
引领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通过建强主网网
架，构建灵活自愈的新型配电网，提升电网
的承载力和灵活自愈力，实现新能源利用
率100%。

1月16日，国家电网公司组织开展甘

肃—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可研评审，标志
着该工程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作为国
家“十四五”重点输电工程，该工程是国内
首个全容量特高压柔直工程，建成后将为
浙江新增800万千瓦送电能力，支持浙江
能源清洁化，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国网浙江电力加快构建以特高压交流
环网、特高压直流为主干的新型电力系统
骨干网架，畅通外来电输入和省内新能源
优化配置通道。

除了提升外来电水平，国网浙江电力
还打造现代智慧配网，提升常规电源、负
荷侧调节能力。2023年2月，在浙江丽水
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国网浙江电力建
成了全国首个主配微网三级协同电网，依
托微网协调控制装置、移动式储能装置等
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在遇到上级电网故
障时，大均乡微电网可主动与主网脱离，
独立不间断供电，实现全时段绿电 100%
供应。

行动远不止于此。今年，国网浙江电
力预计电网建设投资超327亿元，计划开
工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3003千米、变
电容量 2584 万千伏安。开工建设温州瑞
安500千伏新能源汇集站创新示范工程，
深化海宁现代智慧配电网建设，加快嘉兴
新型配电网、湖州“两山”新能源云、宁波氢
电耦合直流微网等示范工程建设，实现新
能源高渗透率场景下的能源供给相对自立
和资源有效控制。

提升能效 推动能源消费低碳转型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供给绿色化是根
本，消费清洁化是落脚点。国网浙江电力
不仅推进能源供给的清洁化，还推动能源
消费的低碳转型。

在工业领域，国网浙江电力积极发挥
能源综合优势，组建能效服务专家团队，为
企业定制“供电+能效”服务，帮助企业提
升能源利用率，降本增效。

2月28日，国网宁波供电公司江北供
电分公司市场拓展班班长马国平来到宁波
江北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查看车棚光伏使
用情况。宁波江北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年用电量2.1亿千瓦时，是宁波
江北区的用电大户。针对爱柯迪企业实际
用能情况，2023年6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应用节能技术、利用
可再生能源三个方面开展数字化低碳工厂
建设，助力企业低碳转型。

“通过数字化低碳工厂建设，我们可以
通过平台实时掌握每个车间、产线设备的
用能情况，调整优化生产结构，每年可节约
用电1600万千瓦时，减少用能成本1040万
元左右，实实在在做到了降本增效，非常感
谢供电公司的大力支持！”爱柯迪董事长、
总经理张建成说。

在生活领域，绿色用能、绿色出行也成

为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在安吉余村，该
村于2023年8月7日完成首次绿色电力交
易，合计交易电量287.8万千瓦时，发放绿
证50张，实现余村全域绿电供应。

在杭州余杭，当地供电公司推出远
“杭”无忧项目，打造梯级丰富的充电网络，
提高地区充电桩覆盖率。目前已建成民宿
充电站100座，充电桩111个。

数字驱动 赋能“双碳”治理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是一项庞大而复杂
的工程。越是如此，越需要通过科学治理，
解决能源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后电力发输配
环节产生的新矛盾，形成高效运转的能源
电力生产消费体系。

2 月 25 日，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朱宏达来到长兴中豪纺织有限公
司，对企业屋顶光伏进行巡视检查及并
网验收，并为企业送上能效账单。“这次
光伏并网发电后，每年可以发电 57 万
度，可以减少我们企业 8%的用电量，降
碳环保我们也能体现价值。”中豪纺织总
经理殷树豪说。

为降低碳排放量，国网湖州供电公司
通过企业碳效码应用为中豪纺织开展用能
诊断和分析。在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的帮助
下，该企业一方面对生产设备试点实施数
字化改造，另一方面利用闲置的600平方
米厂房屋顶资源，安装分布式光伏，进一步

降低企业碳排放水平。两重碳效提升措施
“双管齐下”，预计该企业单位增加值碳排
放量可下降20%左右。

企业碳效码是浙江省能源大数据中心
平台上的一个应用。该中心上线“企业碳
效码”“节能降碳e本账”“碳普惠”等20余
个数字化应用，实现了对浙江能源、工业、
建筑、交通、农业、居民生活、科技创新等领
域的碳排放进行实时监测、智能分析和科
学评价，是浙江以数字化推动“双碳”治理
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成果。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累计实现8947家
企业多能数据线上接入，推动全省4197家
重点用能企业执行用能预算化管理，为
1127家企业提供能效在线诊断，处理65万
余条用能异常数据。

数字化是国网浙江电力推动实现“双
碳”目标的一个鲜明特色。针对新能源大
规模发展和其不稳定特性，国网浙江电力
还构建基于数字化的源网荷储一体互动新
型调度体系，提升新能源多时间尺度功率
预测精度，增强主动支撑能力，保障电力系
统调节能力、运行效率和安全水平。“2023
年，浙江光伏、风电功率预测准确率达到
96.7%和91.6%，比2022年提高了0.5和1个
百分点。”陈文进说。

从能源生产到能源消费再到能源治
理，国网浙江电力加快以数智化坚强电网
引领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步伐，以绿色绘
就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

本报讯 近期，去冬今春第四轮寒潮来
袭。南网超高压公司累计33条（段）线路出
现覆冰，主要分布于云南昭通，贵州黔南、黔
东南，广西桂林、贺州、河池等地区。

南网超高压公司早安排、早部署，适时调
整升级为低温冰冻Ⅱ级应急响应，积极做好

“灾前防、灾中守、灾后抢”各项工作。每天投
入200余人近70辆车开展应急值守和融冰作
业，其中派出防冰人员117名分赴现场驻守。
安排应急队伍243人实施24小时应急待命。

截至3月1日8时，南网超高压公司共开
展融冰62条次，其中为其它省网公司融冰3
条次。

针对本次寒潮降温剧烈、持续时间长，覆
冰速率快的实际情况，南网超高压公司党员、
团员带头日夜奋战，持续融冰。在融冰频繁
的牛寨换流站、桂林变电站、黎平变电站等站
点增加35人，充分做好设备操作和特巡特维
工作。

2月24日元宵节当天，在曲靖局所辖牛从
直流牛侧接地极线路上，灌木丛覆冰厚重，茫
茫一片。曲靖局党员袁栋梁、团员龚彦辉一马
当先，携带所需工器具艰难登山。覆冰后，这
原本就崎岖陡峭的山路，让运维人员耗费了比
平时多近3倍的时间才到达塔位。现场寒风
凛冽，大家不畏严寒，相互配合，齐心协力高效
完成现场工作，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元宵节。

南网超高压公司生技部输电设备管理科
经理郑武略介绍，该公司在应用“一键顺控”

等更高效率的先进新技术的同时，在牛从直
流、山河甲线等线路上，积极探索使用无人机
带绝缘棒撞击地线方式开展除冰作业，累计
实施21次，取得良好效果。

该公司柳州局安排5组员工携带无人机
和除冰棒开展输电线路架空地线除冰作业60
余架次。柳州局的“飞手”们结合线路档距、

地形、温湿度、现场风速等条件，利用无人机
拖载一米长的绝缘棒，在空中给足动力撞击
覆冰地线，覆冰纷纷坠落。

“经过多位置反复撞击除冰，我们得出经
验，就是在档距弧垂最低点撞击两次，除冰效
果最佳，具有方便、快捷、效率高、成本低的特
点，可为西电东送主通道快速除冰提供有力

支撑。”柳州局输电管理所数据分析班班长黄
志欢介绍说。

黄志欢还提到，在除冰作业中，为防止无
人机螺旋桨桨叶结冰造成坠毁，他们使用自
己研发的新型防覆冰涂料涂抹无人机桨叶，
再没有出现无人机坠毁的情况。

（陈云亭 邓云天 戴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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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月24日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运维人员特巡所辖牛从乙牛侧接地极线

210号塔途中。 戴永平/摄
图为2月25日南网超高压公司柳州局员工使用无人机

带绝缘棒撞击方式清除架空地线覆冰。 黄志欢/摄

图为 2月 24日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运维人员在牛从乙线牛侧接地极线路开展

模拟导线覆冰厚度测量。 戴永平/摄
图为南网超高压公司柳州局员工在特巡500千伏桂山甲乙线。

焦伟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