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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青

6 月 11 日，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
辽沈大地，国网辽宁阜新供电公司无人机
团队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工作人员对 220
千伏水青线 44 号铁塔开展输电无人机电
力北斗飞行测试。无人机如同精灵般穿梭
在高压电力线路间，用敏锐的“眼睛”捕捉
着每一处安全隐患。据悉，国网辽宁阜新
供电公司依托电力北斗服务网开展无人机
巡检，收敛速度平均在 5 秒以内，服务可靠
性达 100%。

近年来，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网辽宁电力”）持续聚焦“智慧电
网、数字辽电”，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电网发
展，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为辽沈大地注入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

无人机平稳飞行，叶片嗡嗡作响。5
月 12 日，国网辽宁电力在鞍山 500 千伏王
石变电站举办 2024 年带电作业现场会。
带电作业人员现场应用无人机搭载 X 光带
电探伤技术，对 500 千伏唐王二线 97 下相
悬垂线夹进行检测。这项由国网鞍山供电
公司首创的技术，可不受停电计划制约，避

免 X 射线对人体辐射，将检测结果实时回
传，作业用时由原来的 1 小时缩减至 10 分
钟，目前该技术已在全国推广。

据了解，这仅仅是国网辽宁电力技术
革新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国网辽宁电力
形成了以该公司科技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科技创新部归口，专业部门负责，辽宁电力
科学研究院、经济技术研究院分工支撑，各
单位协同实施的工作体系。同时，该公司
加强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与中国电科院、
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瑞集团等签订
合作协议，制订全领域合作方案和务实合
作清单。

2023 年以来，国网辽宁电力获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国家电网公司科
技项目 51 项（牵头 16 项），扎实推进 11 项
在研国家项目（牵头 3 项）、94 项国家电网
公司科技项目（牵头 33 项）。国网辽宁电
力围绕新能源消纳、先进导体材料等优势
领域和智慧配电网、新型储能等重点培育
方向，实施了一批重大、长线、系列项目，在
系统运行机理、电氢碳综合利用等行业发
展与前沿方面加大投入，做好基础关键技
术研究与储备。2023 年，国网辽宁电力首
次在一年中同时获得国家电网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同年还
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25项。

■■推进电网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国网辽宁电
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聚焦“智慧电网、数
字辽电”，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新型电网
和电力外送通道”前瞻性、系统性研究，规
划建设“五强”主干网架和“五型”现代智慧
配电网，基本建成“电网一张图”，在国家电
网系统内首批推广智慧共享财务平台，在
东北地区率先上线营销 2.0 系统。同时开
发“辽电 e 数享”移动电力看板，研发掌上
配电、营销“了然”等移动应用，加速发展新
质生产力，为电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提升数字化项目建设管理水
平，国网辽宁电力组织辽宁电科院等单位
组建数字化项目建设监理专业团队，推进
数字化项目建设监理工作。数字化项目监
理以项目质量和进度为切入点，充分应用
评审、抽查、测试、旁站、签证等质量管理手
段和事前进度审查、事中进度预警、事后延
期解决等进度管理手段，在数字化项目开
发、部署实施及上线试运行阶段开展监理，
旨在实现项目建设的全过程监管。目前，
辽宁电科院已全面梳理了数字化项目开
发、部署实施及上线试运行阶段的工作内

容和流程。
在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国网辽宁电

力各单位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有了显著提
升。6月7日，国网昌图县供电公司通过“数
据治理赋能业绩提升”专项工作，重新划分
线段 845 条，更新变压器信息 3576 条，有效
提高了系统应用水平和数据质量，为当地
配电网迎峰度夏可靠供电打下坚实基础。
国网铁岭供电公司通过自动化技术手段在
D5000系统中定义设备负载率，创新实现设
备重载告警监视功能，最大限度增加系统
调峰能力，确保局部电网电压调整到位及
潮流控制到位，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培养技术研发人才

国网辽宁电力深知人才是企业发展的
根本动力，全面实施“卓越辽电三年工程”，
精心培育一棵棵“幼苗”，期待他们茁壮成
长，开出绚烂的花朵。

3 月 27 日，国网辽宁电力举办“创新
引领未来 攻坚卓越辽电”职工技术创新
成果展，择优选出 17 项代表成果在现场
展出，其中 5 项创新成果将参加大国工匠
交流展示。近年来，国网辽宁电力建起
一批省级创新工作室，职工创新成果科
技含量不断提升，应用前景持续扩大，涌

现出国家电网公司首席专家陈震、崔岱、
冉冉、关艳等一批职工技术创新领军人
才，成为助推辽宁坚强智能电网建设的有
力支撑和重要保障。

以国家电网公司首席专家、辽宁省送
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建设师陈震为例，
他带领创新团队开创了输电线路施工及线
路运维装备、工器具的“代、改、创”技术创
新之道，研究进口设备国产件“替代法”，提
高维修速度，降低维修成本，每年节省维修
费 60 多万元。此外，他还自主研发了物料
运输、基础施工、铁塔组立、张力架线、机具
维护、线路运维等专业的 40 多种新型装备
和工器具，攻克了上百项技术难题，解决了
工程现场施工需求，直接创效 8600 多万
元。他不仅推动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还在创新之路上培养了很多技术人才。

近年来，国网辽宁电力优化人力资源
布局，全力培育领军人才，加快建设“1616”
金字塔型人才梯队，推进人才强企战略，培
养素质卓越的攻坚队伍。该公司以重点深
化一线员工技能培养为突破口，建立技能
岗位晋升管理体系，促进能岗匹配，强化激
励约束，以先进典型引领员工成长成才，激
励广大干部员工积极向标杆先进学习，勇
于跳起摸高、争先进位，为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近期，我国已有多个新能源制氢项目
获批、投产——5 月 29 日，中国氢氨谷宁夏
太阳山绿氢制储输用一体化项目（一期年
产 1.65 万吨绿氢项目）开工；5 月 30 日，玉
都绿氢工厂建设项目在塔西河工业园区
开工建设，标志着昌吉州首个 1 万吨级“绿
电制加氢一体化”氢能全产业链闭环运行
场景项目正式落地。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内蒙古、宁夏
以及安徽等地纷纷发布了氢能产业发展
支持政策。业内普遍认为，在政策的大力
支持下，国内绿氢产业化进程有望进一步
加速。同时，由于国内制氢项目进展很
快，制氢装备技术有望快速进步，预计在

“三北”率先实现盈利。

■■多地积极布局

“由于政策的引导和电网储能调峰需
求增长，近几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
加速推进，大量源网荷储一体化制氢项目
开展前期工作。”据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
院新能源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铮介绍，
我国规划的有 300 多个可再生能源制氢项
目，全部投产后，绿氢产能将超过 600 万

吨/年。目前，已经投产、在建和规划的大
型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的大部分，都集中
在风力和太阳能资源丰富西北、东北和华
北地区。

其中，以内蒙古地区为例，该地在建
和规划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超过 200 万
吨/年 ，约 占 全 国 规 划 总 规 模 的 50% 左
右。河北张家口凭借可再生能源示范区
的优势，目前也正积极发展绿氢。据张
家 口 市 氢 能 与 可 再 生 能 源 研 究 院 高 级
研究员高国强介绍，张家口目前已建成
的制氢项目 7 个，制氢能力 22 吨/天，中
智天工、海泰氢能、国创河北等一批制氢
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加快打造绿色氢源
基地。

“我们也正充分发挥示范区风光电一
体化制氢政策，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

规模化发展，将绿氢作为重要的零碳绿色
能源和绿色材料，通过管道输氢等方式，
将张家口建成京津冀地区的绿氢基地。”
高国强说，预计到 2026 年氢能日产能 216
吨/天，年产能近 8万吨。

■■千方百计降成本

尽管我国在绿氢领域取得了一定的
进步，但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成本高、大型
绿电制氢项目无成熟应用案例、标准法规
缺失、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等困难。在多位
业内人士看来，要推动绿氢产业规模化发
展，就要千方百计地降低制氢成本和突破
技术瓶颈。

杨铮坦言，目前，我国绿氢和传统的
灰氢相比，在经济性方面还不具备较强的
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风光项

目的大规模发展。
国家能源集团所属内蒙古乌海海峰

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永表示，绿氢的
运输问题就是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长
距离氢气运输主要依赖高压气态或低温
液态技术，但这些技术的成本高，限制了
绿氢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

蔡永进一步称，从经济性的角度看，
由于绿氢生产成本较高，导致其缺乏市场
竞争力。

除此之外，绿氢制取过程还有一个
问 题 不 容 忽 视 ，即 克 服 绿 电 的 不 稳 定
性 ，实 现 电 氢 耦 合 、稳 定 输 出 。 一 位 氢
能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可再生能源
制 氢 场 景 下 ，从 前 端 的 能 量 来 源 ，到 后
端的应用场景，都对电解水制氢系统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包 括 高 性 能 、灵 活 性

和智能化等。

■■仍需多方支持

“希望国家加大对绿氢领域的科研和
技术创新支持力度。通过提供资金、人才
等方面的支持，推动绿氢技术的创新和应
用，加快绿氢产业的发展步伐。”蔡永建议，

“同时，产业希望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减免
绿氢产业相关税收来激励绿氢生产企业。
这些补贴可以覆盖设备购置、建设和运营
费用等方面，直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
高绿氢的经济性。”

杨铮建议，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行业协
会和产业联盟尽快构建涵盖绿氢上下游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等，并开展绿
氢工厂产品认证、绿色化工产品认证、绿氢
产品低碳交易等工作，研究绿氢在生产和消
纳环节的价格补偿机制。

“未来，随着风光电成本的进一步下
降，以及碳排放成本的下降，绿氢将逐步展
现其价值，预计今后在‘三北’风光电基地
绿氢的工业应用将率先实现盈利，随后海
上风电制氢和分布式光伏制氢等也在特定
条件下具备应用场景。”杨铮预测。

本报讯 6 月 16 日，在江西九江永修
县艾城镇青山村上空，一架贝尔 407 直升
机灵巧地从 1000 千伏武南特高压工程一
基基铁塔旁穿梭而过，百米高空的导线
上，江西送变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运检
人员正在配合一同开展工程验收。利用
载人直升机开展特高压验收工作，在江西
省内尚属首次，标志着江西电网输电线路
验收模式更加现代化、精益化。

当天，直升机和电网作业人员验收的
是武汉至南昌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赣 1
标区段，作业任务由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

公司和国网电力空间技术有限公司联合
开展。武汉至南昌特高压交流工程全长
456.6 千米，新建杆塔 965 基。工程于 2022
年 9 月开工，江西段于 2023 年 12 月完成
架通。

工程全线架通后，国网江西电力高效
组织启动工程移交验收。从今年年初起，已
先后开展两轮人工验收。在此基础上，首次
采用直升机开展特高压工程移交验收作业。
验收过程中，直升机机载设备及作业人员，
可利用可见光对导线、地线、光缆进行全程
录像，运用相机拍照记录线路杆塔本体、金

具、绝缘子串等部件的安装状态，通过激光
扫描线路走廊内的树木生长、地理环境、交
叉跨越、违章建筑等情况。

相比传统的人工验收，直升机飞行验
收不仅工效更高、视野更广、效果更加精
准可靠，而且减少了高空作业的风险。

另据了解，武汉至南昌特高压工程
是落地江西的第三条特高压工程，也是
建设华中特高压电网“日”字形环网的
最后一笔，该工程今年 4 月下旬已全线
贯通，已进入全面验收阶段，力争早日
投运。 （钟家斌）

本报讯 6月 17 日，随着 N0080 号塔
位两根 1250 平方毫米的银色导线缓缓
升 空 ，标 志 着 陇 东 -山 东±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甘肃段）首个架
线段 N0066-N0080 导线架设施工正式
开始。

陇东-山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是我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
化”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外送项目，是甘
肃省政府 2023 年省列重点项目，该工程
送端起于甘肃省庆阳市的庆阳换流站，
途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五省，
落点山东泰安市的东平换流站，线路全
长 926 千米。甘肃段起于西峰区什社乡
庆阳换流站，止于合水县和陕西省延安
市富县省界，全长 108 千米，共计新建铁
塔 182 基。截至目前，基坑开挖完成 180
基，占比 99%，基础浇筑完成 180 基，占
比 99%，铁 塔 组 立 完 成 152 基 ，占 比
84%。目前已全面进入架线施工，计划
10 月底全线贯通，12 月份具备带电投运
条件。

本次放线设备选用国网甘肃省电力
公司自主研发的“可视化集控智能牵张
设备”，具备最大牵引力（张力）预设、安
全保护、故障报警等功能，自动化程度

高，安全可靠性好，实现牵张设备的单机
远程控制或多机集中控制，适用不同电
压等级输电线路的施工需求，可以通过
视频监控系统和自组网、公用网络的结
合使用，实现放线全过程的实时监控。

该线路工程自 2023 年 8 月 1 日开工
建设以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采取了
集群化建设管理模式，严格管控现场安
全质量，紧密衔接各个建设环节，始终
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的理念，加强
工程统筹组织，协同推进，有序建设；优
化资源配置，全面推进机械化施工，压
降作业安全风险，提高建设效率，确保
将工程打造成为“安全可靠、质量优良、
依法合规、生态环保、示范引领”的标杆
工程、精品工程。

工程的建成，将助力加速电力绿色
低碳转型，促进陇东革命老区及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西电东送大
通道之一，该工程可进一步促进西部
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将源
源不断的清洁电能从西部输送至广大
的东部地区，有效支撑区域经济的发
展 ，在 合 理 配 置 资源、优化能源结构、
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出
重要贡献。 （雷清然 闫敏 梁晶蕊）

上图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组织直升机

开展武南特高压工程竣工验收，这也是江西电网首

次采用直升机验收特高压“大国重器”。 聂飞聂飞//摄摄
右图为6月16日，直升机在工程九江永修县

区段飞行验收，标志着江西电网输电线路验收模

式更加现代化、精益化。 彭声彬彭声彬//摄摄

近日，国网辽宁阜新供电公司人员到企业了解制氢设备生产

用电需求。 魏晓丽/摄
6月 7日，国网辽宁电科院继电保护及自动化专业技术人员

在大连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开展设备试验。 杨燕/摄

打造新引擎打造新引擎  激发新活力激发新活力

国网辽宁电力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电网高质量发展国网辽宁电力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电网高质量发展

辽宁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川渝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线路工程 7标创

新采用落地双摇臂抱杆加人字抱杆进行组塔施工，提升施工安全和施工效率。陈春娇/摄

绿氢产业有望率先在绿氢产业有望率先在““三北三北””地区盈利地区盈利
■本报记者  张胜杰

陇东-山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线路工程（甘肃段）全面进入架线施工阶段

江西首次采用直升机开展特高压线路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