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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雅莹

翻山越岭日行数十公里，百米高塔悬
空 8 小时带电作业……南方五省区地貌复
杂多样，于峻岭之间保障电网安全，传统人
工电力巡线称得上“难于上青天”。

而如今，当巡检员拿起手机提出诉求：
“请帮我检测这张图片线路有什么缺陷？”
一枚不起眼的销钉便跃然眼前，千里之
外，有事不决问模型。2024 年，电力行业
首个自主可控大模型“ 大 瓦 特 ”周 岁 未
至，却已实现南方电网公司智能客服、输
电 巡 检 人 工 替 代 率 达 80%，负 荷 预 测 实
现网省两级全替代，运用遍及南网五省
区 80 余个场景。同时，平台完成百亿规
模参数训练，部分指标赶超国际水平。

今年 5 月，南网“大瓦特”携深度融合
大模型技术的人形机器人，亮相第七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聊查图写信手拈来，赢
得行业喝彩。

“AI+电力”探索步入第七年，从小步
急行到从容领跑，大模型时代开启宏大叙
事——全栈国产化架构锻造核心竞争力，
电力超级大脑的传说正由梦想走向现实，
也将核心技术紧紧攥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从零到一  大模型国产化破局

南网“大瓦特”，国产化何以出奇迹？
“大瓦特是国内罕见的全栈国产大模

型，挑战很大，模型开发需与国产算力卡
密切配合，硬件性能、生态构建及行业上
下游协作缺一不可。”谈及南网“大瓦特”
国产化，南方电网公司高级技术专家梁
寿愚难掩自豪。

AI 是大国角力关键之匙，在壁垒多番
升级、算力“卡脖子”隐忧与日俱增的背景
下，唯有自主可控，才能在关键领域打赢芯
片硬仗。

然而，此前并无成功先例。“有互联网
企业认为，全国产化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可
能实现，甚至以为我们用的就是国内互联
网企业研发的新一代知识增强大语言模
型。”梁寿愚感慨，直到演示了基于大瓦特
的电力设备巡检、保护装置下定值告警识
别等智能体，才用实证解答了外界疑惑。

当前，“大瓦特”已具备电力系统的思
维链能力，突破软硬件适配、预训练、模型
微调等多个技术门槛——每分钟能处理
100 张问题图片，同时识别 20 类缺陷，效率
为传统人工智能算法的 10 倍；能针对电
网异常情况秒级自动化生成处置预案，
及时响应 15 分钟电力市场调节要求。

深耕人工智能领域近十年，梁寿愚负
责的 AI 负荷预测系统单轨运行，是行业第
一个 AI 全替代人工的案例。一年前，他顶
住压力接下 513 重点工程，而今“大瓦特”
已在南方五省区发、输、变、配、用电各领域
80余个场景实现了广泛应用。

南网“大瓦特”面世，是大模型时代“中
国创造”的荣光，尽管道阻且长，但研发人
员用突破性的成功回应了业界质疑。

在2023年9月的“大瓦特”发布会上，国
务院国资委、广东省发改委相关人士，以及
电力行业人工智能联盟企业、高校等共计
30多家单位的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国务院国资委科创局听取了“大瓦
特”的成效介绍后指出，南方电网公司人
工智能产业化势头很好，未来还将委以产
业发展重任。

南方电网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贺
晓柏在发布会上表示，南方电网公司认真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自主引领、统
筹布局、开放创新，深度挖掘电网企业在
电力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场景、专业优
势，同时携手各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与
能源电力行业深度融合，为数字时代经
济体系优化升级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
电力需要作出更大贡献。

短短一年间，新生的人工智能公司同
样在加速奔跑，他们日复一日在清晨走进
研发室，查看数据训练算法……

对于苦处、难处，他们并不多言。
“大瓦特”算法负责人赵必美笑称自己

是“野路子”出家，因为他来自总部后勤部
门，此前并无专业经历。问及“自学成才”
的秘诀，内敛的他想了半天说道：“AI 很有
趣，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这个时代研
究人工智能是幸福的，大家都有奉献精
神，可以选择领跑，也可以跟着跑。无论
怎样，我们都在前行。”

国产化匹配的功臣、算力技术负责人
任正国，曾任职于多个知名互联网企业。
说起研发感受，他点赞了南网数字集团浓
厚的研发氛围：“南方电网让我看到了央
企的使命感，很荣幸能在这里，为‘从零到
一’出一份力。”

“大瓦特”建模的特殊性，可视为对电
力世界的模糊压缩。由于个体生命经验
的局限，普通人都能在大模型的世界里找
寻到自己的问题，“预训练+微调模型”给
出答案、落地场景，训练终止之日前的结
局无人知晓，对热爱人工智能的他们来
说，仿佛在等一出戏的落幕，静待数据涌
动，生成模型。这种知道未来向好的笃
定，与精彩将以何种方式呈现的未知，都
妙不可言。

“我所说的机器真正变成生产力，是它
能够像人一样，自己有意识主动识别、整体
完成任务。”梁寿愚解释道。

■■智能起跑 瞄准电网运行痛点

在最初的数字蓝图里，AI+电力，是物
理电网感知的交互延伸。早在 2017 年，南
方电网公司履行央企职责，融入战略先发
入局，启动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专项规划，
助推电网生产运营向智能化加速跃升。

AI 风起时，风口处描绘着令人心动的

前景，概念悬浮难落地却是普遍共识。那
年，数字化转型尚未正式开启，人工智能到
底能为电网做什么？电力系统精密庞杂，
发输配变统一完整，AI 的小切口又在哪
里？摆在人工智能团队专家董召杰和吴丹
面前的起跑之问，真实又迫切。

科研如走夜路，方向不明时最是难
熬。他们有近一年时间奔走在南方五省
区，探寻电网各领域信息化业务需求，收
获不多，碰壁不少。转折点是无人机机
巡检作业——输电线路巡检日均产出图
片 成 千 上 万 ，缺 陷 却 只 能 靠 人 眼 辨 别 。
在广东电网机巡中心，他们看到颇为感慨
的景象——每台电脑前备着一排排眼药
水，数据分析员深夜熬红的双眼，在他们
脑海里挥之不去。

简单、重复、数据量级大，三大要素恰
好相合，AI 图像识别大有可为。然而，电

力巡检是复杂开放的工业场景，仅凭 AI 通
用垂直的思维定势，弯路在所难免。“算法
训练远比想象中困难。” 董召杰举了个
例子：“输电线路的防固开口销，起初我
们理所当然认为，一个螺母必配一个销
钉，以图像坐标距离约束，判断开口销直
线段是否位于螺母圆周内，便可判定销
钉缺损。但事实上，开口销只在相对位移
或摩擦的固有位置才存在。”

“通用场景分类、目标检测算法行不
通，甚至闹了笑话。” 董召杰坦言，要克服
IT 专业与一线业务的壁垒，他们日日跟
在老师傅身后运维检修，夜夜与数据分析
员一道识图查缺，对近百种电网部件如专
业巡检员般熟悉，以至于走在路上，看见
杆塔线路就会下意识去找有无部件缺陷。

南方电网电力线路总长度近 120 万
公里，东西地理跨度 2000 公里，输电线路
设备缺陷种类繁杂，样本尺寸等级大小不
一，唯有亲历其中，才能为超 500 种缺陷
找寻它们的位置。

人工智能团队自嘲，有多少人工就有
多少智能，数据采集海量、算力资源稀缺，
从方案开始，他们的每一刻几乎都交给了
这第一场起跑，拨开迷雾，寻得前行方向。

“就像养大一个孩子，数据代码把 AI 孵化
出来，我们只能成为它的妈妈，但还得找个
业务端的爸爸一起灌输知识，训练出真正
解决电网痛点的模型，孩子才算真的长好
了。” 董召杰说，他们自创“知识+数据融
合”方法论，在开源算法分节点巧妙嵌入
业务知识，落地一线应用成效显著，每年
节省巡检人力成本近千万元。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背后，是巡检员
年均巡线行走 250 千米的惊人数字，是跋
涉于山林荒野、冰天雪地的坚韧和奉献。
人工智能是电网产业升级的机遇和转折
点，人工智能团队的信念是有朝一日，机
器能把人从繁重复杂的工作与不必要的
危险中解放出来。

风起青萍，智能初现。此刻距离圆梦
的“大瓦特”问世还有整整五年，一瓶眼药
水 开 启 的 AI 之 路 ，是 南 方 电 网 公 司 为

“AI+电力”划下的第一道起跑线。

■■平台突围 自主可控共赢算力时代

人工智能的价值并不仅止于巡检，是
否爬得过山顶，关键在平台。

数字化转型东风骤起，2019 年成为人
工智能拔节生长的分水岭，南方电网公司
正式启动数字电网建设，从顶层设计上明
确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支撑电网数字化转
型的目标，是推动能源生态深度融合、服
务数字中国建设的担当之举。

同年，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有限
公司揭牌成立，《电力人工智能白皮书》
等陆续出台，“AI+电力”从图像视觉走向
自然语言，通往大模型的转盘开始拧动，
未来搭载大瓦特的人工智能平台建设启
动。随后，从 95598 智能语音起步、四足
智能巡检“机器狗”雏形初显，再到机巡
缺陷识别算法轻量化，语义识别、人脸识
别等技术相继萌发，AI 赋能电网各业务
板块的应用。

南方电网数字电网与人工智能重大科
研团队也于 2019 年正式成立。“平台建设
是严丝合缝的事情，需要较真的人，我的
原则是‘研发无重复，问题不过夜，未闭环
不运行’。”团队技术负责人、二级领军技
术专家黄文琦，是个面相温柔的姑娘，但
却是当年算法研发伙伴最“害怕”的人。

“零漏洞”是她对平台算法的一贯要求，工
期再紧，但标准绝不能低。

“工期倒排无缝衔接，一季度写方案，
二季度做算法，直至成功部署上轨，为能源
产业提供 9.4 亿次算法模型，困难很多，但
从没想过放弃。” 黄文琦对工作的热爱溢
于言表。

“我们突破了作坊式生产，不再受限于
地域或狭窄场景，大数据汇聚，有了足够
的算力，人工智能才能走得更远。” 南网
数字集团二级领军技术专家梁凌宇说道。

此后数年，平台建设历经四期更迭，不
断前行驶入深水区，从黄文琦和梁凌宇手
中接过火炬的李成说，他们是让人敬佩的
人工智能先行者。

作为人工智能平台项目负责人，李成接
下的重任同样艰巨。现有平台领先国内，但
未自主可控，“卡脖子”后门难防，他们忍痛
断臂，从头启动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的自主研发，明确全栈国产化技术路线。

四年苦心经营，断臂之痛谁能知晓？
但这是国家所需，痛又何妨！

李成说：“能源行业首个人工智能自
主创新平台，谁都没做过，大家都不是专
家，我得带着团队找到对的方向。”国产化
适配最大的壁垒是应用，“首个首创”想来

恢宏，但科研还需深度验证，自己成为业务
方，与仅仅赋能业务方，不可同日而语。

从每一个技术路线，到每一个算法框
架，这一年，团队实验室常常响彻争论声，
技术方案返工是常事，笔记记了厚厚十几
本，新想法等不到第二天开会，就第一时间
召集电话会面。大家一次次亲身感受业务
落地，为许多问题找到依据，才换来数月后
站在专家评审会场，胸有成竹应对尖锐提
问与论证的底气。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团队在 AI 全栈
国产化替代的航道上持之以恒摸索着，得
益于南方电网公司高瞻远瞩，举全网之力
参与应用场景建设，平台生态也蓬勃发展
起来，算力“赛马”新机制调动社会力量，
与百度、华为、商汤等形成合伙人关系，建
成能源行业最大规模样本库，融合训练环
境、算力资源等，为开发者提供灵活、易用
的一站式模型服务。

2023 年 9 月 26 日，南方电网公司正式
发布自主研发的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平
台，并肩亮相的还有平台首款产品——电
力行业首个自主可控电力大模型，专为电
力系统设计的“大瓦特”应时而生。

“平台的发布，标志着全面服务电力行
业上下游生态的体系化服务能力基本形
成，未来将促进行业智能化转型，带动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发布会上，南网数研院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荣掷地有声。

从数据到知识，从单线到矩阵，先后耗
时五年，打磨一个全国产化自主可控的平
台并不容易。对于近 600 名平台建设者而
言，这里每一组算法都是一个孩子，每一个
场景里都写满了感人的故事。

时至今日，从蹒跚起步到步步坚实，
艰难、忍耐一笑过去，唯有壮心、豪情长留。
电力超级大脑的未来图景徐徐展开——南
方电网已布局千亿量级大模型，数字人走
进电网，人形机器人取代变电领域人工
巡检，“AI+电力”潜能持续释放，增强电
网的洞察力，加深体验感，以“大瓦特”为入
口向终端应用扩散，为“电力元宇宙”筑基。

龙战于野，唯快不破。大国数字博弈
的角力场，山不争高自成峰，数据在电能里
驰骋，先发者不一定制人，但出手必定势不
可挡。随着国产大模型时代的秒针飞转，
以南方电网“大瓦特”为代表的创新实践，
扳动着数字电网建设的齿轮，奔向未来。

（本篇稿件图片均由南网数字集团提供）

■王钦

人勤务耕忙，不误好农时。在呼伦贝
尔广袤的乡村大地，一台台智能农机在农
田中央播种、一架架 5G 无人机正在田中有
条不紊地工作、一座座光伏大棚整齐排列、
一辆辆新能源小货车满载农资行驶在乡间

小路，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农耕画卷”。
当前，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以下简称

“国网呼伦贝尔公司”）依托“村网共建”服
务模式，主动聚焦农业生产实际，响应农
户用电需求，开展电亮乡村服务，保障农
业用电无忧，以满格电力为农业生产用电
安全护航。

服务好农时 富美乡村产业兴

正值水稻插秧收尾阶段，莫旗汉古尔
河镇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开展水稻育苗
工作。国网呼伦贝尔公司紧盯“黄金时
期”，持续开展“助力农业生产”专项行动，
根据当地耕种进度实际情况，结合检修工
作开展电力设备安全隐患大排查，对农耕
用电设施“把脉问诊”，及时排查用电隐
患，满足农户耕种时期用电需求。

国网呼伦贝尔公司主动对接农林场负
责人，推行上门服务，现场收集农户耕种生
产用电需求、开辟机井通电“绿色通道”，深
入田间地头持续跟踪服务，深化春耕供电
服务管理质量，提前制订用电保障方案，采
取多项措施提高供电可靠性，及时解决农
户用电难题，助力地区农业生产开好局、起
好步。在扎兰屯大河湾镇尖山子村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大豆试验基地，该公司根据
基地农户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电驱播种
机撒种等现代化农业种植技术的特点，利

用“线上+线下”多元化服务方式，创新性
推动“小疑惑线上视频一对一指导、大问题
线下专业人员现场帮扶”模式，为农户提供
用电安全保障，提醒农户在使用农机设备
过程中科学用电、合理用电，防止私拉乱接
安全隐患存在。同时，该公司重点排查耕
种区域内防外破、防鸟害等措施落实情况，
结合检修集中整治架空线路、配电变压器
等设备隐患，确保设备健康上岗，助力农
户提高种植产量，不断增收致富。

服务新能源 绿美乡村和谐发展

“如果光伏板表面粘附污垢或缺少光
伏组件日常维护，不仅影响光线的透射
率，对发电系统的安全性能和降低发电量
都会造成极大影响。”近日，国网呼伦贝尔
公司蒙古马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走进田
间地头，“零距离”对接农户，帮助检查光
伏大棚的光伏发电和用电设备，全力保障
农业生产无忧。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鄂伦春

地区光伏大棚逐渐增多，为做好光伏大
棚项目服务工作，保障安全用电，国网呼
伦贝尔公司持续开展“电保姆”服务，主
动协助客户解决光伏发电使用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做好运行中的跟踪服务，定期
开展光伏体检，对用户的发电情况进行
实时监测，确保供电安全可靠。

在阿荣旗地区，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为当地用户带来绿色可靠电能，
国网呼伦贝尔公司主动开展光伏用户上门
指导，对助力农业生产、畜牧养殖的光伏
发电设备仔细检查，排查光伏设备及线路
情况，确保压接接头牢固、并网电缆安全
稳定，对检查出的问题，帮助客户及时解
决，保障优质电能助力农业发展。

当前，国网呼伦贝尔公司还不断拓宽
乡村服务渠道、挖掘用电服务深度，结合

“村网共建”全方位做好农业生产和特色种
植用电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用电需求，以常态化农业发展保电服务推
动呼伦贝尔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村网共建村网共建””电亮乡村美如画电亮乡村美如画

图为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服务乡村光伏大棚。

图为南网人工智能团队。

图为电力行业首个自主可控大模型“大瓦特”算力底座。 图为南网人工智能团队演示“大瓦特”无人机机巡图像查缺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