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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2 日 2 时 10 分，330 千
伏红乐变电站 3G244 红赖牵 II 线间隔启
动正常、极性测试正确，进入 24 小时带
电 投 运 试 运 行 阶 段 。 这 标 志 着 兰 新

（张）三 四 线 甘 肃 牵 引 站 330 千 伏 外 部
供 电 工 程（兰 州 段）4 条 线 路 提 前 一 个
月实现带电投运。该工程带电运行后，
将有力支撑兰张三四线铁路牵引站通
车用电需求，进一步提升高铁供电可靠
性，为“强省会”行动实施提供坚强的能
源电力保障。

兰张三四线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和“十二五”“十三五”铁路发展规
划重大项目，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重要的
交通基础设施，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
黄金段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兰张高铁分为兰州至武威段、武威至张掖
段两段建设，与兰新高铁、宝兰高铁、银兰
高铁相接。全线贯通后，将成为兰州至新
疆方向继兰新高铁之后的第二条高铁通
道，有助于加强陆桥通道与京兰通道的连
接，完善甘肃省西部地区高速铁路网布
局，促进河西走廊快速客运通道的形成。

其中，兰武段建成通车后，兰州至武威的
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3 个多小时缩
短至 2 个小时以内，对进一步完善西部地
区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铁飞驰，电力是强大引擎。兰新
（张）三四线甘肃牵引站 330 千伏外部供
电工程分为兰州段和武威段，兰州段包括
4 条线路和 2 个变电站间隔扩建工程。其
中，4 条线路包括 330 千伏红乐变电站至
兰州新区赖家坡牵引站主、备两条线以及
330 千伏永登变电站、750 千伏武胜变电
站至永登石咀子牵引站两条线。工程共
新建线路 4 回 54.2 千米，新建铁塔 163 基。
工程建成后，源源不断的电力将通过牵引
站向铁路网供电。

国网兰州供电公司负责建设的供电
线路沿线经过地区海拔为 2000 至 2200
米，面临丘陵山地多，施工环境复杂、难
度大的建设情况。该公司第一时间组建
工程攻坚专班，多措并举抓安全、保质
量、促进度，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督导
项目建设进度，建立“月通报、早预警、促

纠偏”工作机制，按月梳理工程进度计划
和存在问题，制订问题应对措施，工程各
参建单位勠力协作、攻坚克难，及时补充

班组数量，通过不断优化建设方案、调整
建设时序，全力保障工程建设任务。

（史双绚 何金鹏 火兴运 吴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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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国家重点项目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流工程，计划新建四川甘孜、天府南、成都东和重庆铜梁
4座1000千伏变电站，总投资288亿元，新建双回特高压线路658公里，预计于2025年投运。工程投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超过350亿千瓦时，
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建设。

图为5月20日，川渝1000千伏天府南特高压交流变电站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人民图片

川渝川渝1000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建设忙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建设忙 今年全国首个新建LNG
接收站项目在福建落地投产

本报讯 5 月 21 日上午，一艘满载
6.6 万吨进口液化天然气（LNG）的“玛
可玛”号 LNG 运输船靠泊厦门港后石
港区隆教作业区 1 号泊位，在厦门海关
所属漳州海关的监管下顺利开展接卸
作业，标志着今年全国首个新建 LNG
接收站项目落地投产，填补了厦漳泉
地区无 LNG 接收站的空白，为福建省
清洁能源进口开辟了新通道。

据了解，漳州 LNG 项目位于福建省
漳州市龙海区隆教畲族乡兴古湾北侧，于
2017 年 11 月获国家发改委核准，一期包
括 3座 16万立方米 LNG储罐、1座 8—27
万立方米LNG专用接卸泊位、4套高压气
化外输设备设施和10台槽车装车撬以及
相关配套生产设施，一期设计 LNG 加工
能力为 300 万吨/年，高压气化外输能力
为1800万方/日，槽车装车撬外输能力为
180车/日。

该项目是国家天然气“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项目、福建省和漳州市重点建
设项目，所配套的外输管道经西气东输
三线与全国天然气管网主干道相连，与
秀屿 LNG 接收站共同构成福建省双气
源环路供气管网格局，将有效丰富和提
升国家油气基础设施配置、渠道和能
力，对构建天然气供应重要海上通道、
加快实现“全国一张网”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外贸及
来料加工总产值将达百亿级，还可通过
建设 LNG 冷能利用综合产业园实现年
冷能利用相关产值达 10 亿元，每年可替
代煤炭使用 540万吨，可减排 900万吨二
氧化碳、18万吨二氧化硫，相当于年植树
2400万棵，这将对建设绿色低碳“美丽福
建”发挥显著作用。 （韩志涛）

我国首艘海岛（礁）综合地质
调查船正式列装交付

本报讯 5 月 24 日，我国首艘海岛
（礁）综合地质调查船“海洋地质二十六
号”在海南正式列装交付。

“海洋地质二十六号”调查船是我
国首艘定位于海岛（礁）综合地质调查
与研究的新型多功能科考船，全船采用
双机全回转舵桨推进，具有良好的稳定
性、操纵性和适航性，并配备了海洋工
程钻探系统、静力触探系统等 30 多套国
内先进的海洋地质调查技术装备，可用
于海洋工程勘查、海洋能源与矿产调
查、海岛（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等多门
类调查研究。它的交付使用将有力补
充我国海洋地质综合调查装备力量，为
海洋与海岛（礁）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海
上工程建设及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下一步，“海洋地质二十六号”调查
船将开展海岛（礁）综合地质调查，为海
洋与海岛（礁）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海上
工程建设及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
建成自然资源日常管理提供重要基础
数据。 （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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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深 化 电 力 体 制 改 革 的 重 要 一
环，增量配电网在差异化服务、新能源消
纳、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诸多积极
成效。

日前，地方电网与增量配电网高质量
发展专项调研活动在连云港等地举行，并
在唐山迁安召开了调研座谈会。《中国能
源报》记者了解到，配电主体多元化推动
了配电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了新型电
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发挥好

“鲶鱼效应”，增量配电网正在持续探索创
新模式。

■■ “鲶鱼效应”显现

配电网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在
保障电力供应、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冷轧基地增
量配电网业务试点 20 千伏变电站内，主设
备安装、外墙粉刷和厂区硬化等工作正在
加紧进行，预计将于今年底建成投入使
用，建成后可为唐山燕阳冷轧有限公司等
两家大型企业供电。

该项目由唐山祺远供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祺远供电”）投资建设运营。据
悉，祺远供电是华北地区首家可以开展增
量配电业务的民营企业，在助力迁安市政
府招商引资、履行公共电网责任、提供保
底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第

二批试点普惠 110 千伏变电站已于 2023 年
7 月并网投运，为迁安威盛固废环保实业
有限公司、迁安鼎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供电，2023 年全年供电量达 3500
万千瓦时，解决了周边企业新增负荷用电
需求。

“无论是前期的用电手续办理，还是
现场勘察、验收送电，祺远公司的服务都
非常优质、高效、便捷，保障了我们企业用
电的经济性、安全性、可靠性。”鼎泰五金
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川表示。

自电改“9 号文”提出“鼓励社会资本
投资配电业务”以来，社会资本的进入让
更多主体参与配电业务，给整个电力行业
带来巨大活力。

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配
电圆桌论坛秘书长展曙光告诉《中国能源
报》记者：“包括祺远供电在内的增量配电
网试点项目有一个共同点，即在配电网区
域内，用户用电基本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甚至还带动了周边电网的变化。这正是
增量配电网发挥‘鲶鱼效应’的结果。”

连云港徐圩新区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
点项目（以下简称“徐圩新区试点项目”）作
为国家第一批 106 个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
点项目之一，目前改革创新成果更为明显。

徐圩新区试点项目位于连云港徐圩
新区石化产业基地内，批复面积为 39.68 平
方公里，园区用电持续享受试点红利。记
者了解到，徐圩新区试点项目主动承担了

供电线路土建和电气投资，将线路接入至
企业红线边，有效降低了新区“政企共担”
土建投资压力。此外，积极帮助试点区域
用户开展电力市场化交易，累计为园区企
业节省购电成本 8500 万元。依据相关政
策规定，除对污水处理等绿色环保产业免
收基本电费外，已累计向用电企业传导需
求响应补贴、深谷电价减收约 800万元。

■■ 多举措创新抓机遇

自 2016 年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工
作启动以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共
批复 5 批次 483 个试点项目，除已明确退
出 改 革 的 24 个 试 点 项 目 外 ，目 前 共 有
459 个项目。其中不乏在技术创新、管理
创新和模式创新等方面走在前列的试点
项目。记者了解到，一些优质的配电网
项目成了“香饽饽”，包括大型发电集团
在内的很多企业都在主动询问想要对其
投资。

在展曙光看来，在创新方面，徐圩新
区试点项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配电
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配电投资机制创新
等方面，徐圩新区试点项目已经取得很多
成效。比如，其中一个 220 千伏变电站和
用户合建，不仅做到了让利给用户，同时
还能够把用户这部分容量利用起来向整
个区域供电。”

根据《连云港徐圩新区增量配电网规

划（修编）》批复意见，徐圩新区试点项目
规划建设 6 座 220 千伏变电站，现已建成投
运孔桥、炼化、深港、嘉宏 4 座 220 千伏变电
站，累计完成投资约 22 亿元。区域内 220
千伏变电站建设采用公用变、专用变、公
用变+专用变合建三种模式，以满足电力
客户差异化用电需求。

在唐山迁安调研座谈会上，天大求实
综合能源与微电网工程院经理张亚凯提
到，目前增量配电网项目提供的低电价、
绿电等，已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大
优势，这些项目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在区
域内进行绿电供应。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欧盟委员会官网
发布的电动汽车电池碳足迹计算规则草
案及附件中提到，除非电池企业使用直供
电，否则其电力碳足迹就用全国电网的平
均值。多位关注增量配电网发展的行业
人士均指出，这些隐形“碳壁垒”给增量配
电网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目前，徐圩新区试点项目已接入的光
伏项目装机规模为 220 兆瓦，可为园区企
业每年提供绿电 3.4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
省上级电网购电成本约 2 亿元，并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新区清洁能源占比，每年可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34 万吨。此外，企业绿
电服务方面，每年可优惠提供 34 万张绿
证，降低企业绿电指标采购成本 680 万元，
为试点区域内的出口企业提供更清晰的
绿电溯源服务。

■■ 因地制宜逐步破解难题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推进，配电
网正逐步由单纯接受、分配电能给用户的
电力网络转变为源网荷储融合互动、与上
级电网灵活耦合的电力网络，在促进分布
式电源就近消纳、承载新型负荷等方面的
功能日益凸显。

记者了解到，鸡西通达售电公司配
电网已接入分布式光伏 20.3 兆瓦，项目
总设计 100 兆瓦，剩余产能还在投建中。
为加快推动企业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
升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和电力系统运行效
率，鸡西通达售电公司还在积极探索源网
荷储一体化布局，打通“最后一公里”—电
网储能建设，分别在新发矿、杏花矿、荣华
矿三处建设 16750 千瓦时锂电池储能仓，
年吞吐电量 2235 万千瓦时，总经济效益
462 万元/年。

针对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唐山祺远
供电有限公司营销部主任刘玉水也提到，
下一步，祺远供电计划依托 110 千伏、220
千伏两个变电站，建设光伏、风力发电、电
解水制氢、储氢和氢油电综合能源服务中
心，将新能源发电、电网运行、用户管理、
电力市场化交易、制氢、储氢和综合能源
服务中心等接入智能集控中心，集中管
控，打造多能互补、低碳高效的新型能源
体系。

图为工作人员在兰新（张）三四线甘肃牵引站33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兰州段）施
工现场GC40到GC42安装导线间的间隔棒。 史双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