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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产气超累计产气超800800亿立方米亿立方米
本报讯 6月 28 日，我国最大页岩气生产基地——中国石油

川南页岩气田累计产气达到 801.9 亿立方米，是目前我国首个
累产气突破 800 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田，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建设国家天然气（页岩气）
千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
了坚实的能源保障。

据了解，川南页岩气田主要分布在四川内江、自贡、宜
宾、泸州和重庆渝西等地区，是中国页岩气资源最为丰富的
地区之一。

中国石油 2006 年开始勘探开发页岩气，是国内最早勘探开
发页岩气的企业。十余年来，西南油气田等中国石油川南页岩
气田参与开发单位持续加大页岩气勘探开发力度，奋力推进页
岩气革命，着力推动科学开发、科技创新和降本增效。川南页
岩气田不断刷新国内页岩气日产、年产、累产纪录，培育出国内
首口测试产量超百万方深层页岩气井——泸 203 井，在大页 1
井、资 201井新层系取得突破，日产量突破 4000 万方。

中国石油聚焦核心技术，创建页岩气开发关键技术体
系，通过持续攻关，形成了地质体稳定性评价技术、地质工
程一体化三维建模和模拟技术、开发优化技术、优快钻井技
术、精细压裂技术五项川南页岩气开发关键技术，并牵头制
定发布了首个页岩气国际标准，引领国际国内页岩气规模
效益开发。

目前，中国石油在川南页岩气田中深层建成国内首个“万
亿方储量、百亿方产量”页岩气田，正建设深层第二个百亿方产
量页岩气田，新层系正评价准备第三个百亿方产量页岩气田。
到 2025 年底，中国石油川南页岩气田年产量将超过 180 亿方，
预计约占全国天然气产量的 8%。

按照测算，8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如果全部转化成热能，相
当于 8 个三峡电站同期发电量产生的总热量。有数据表明，8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可供日均用气量 1 立方米的家庭 2.1 亿户、6.5
亿人一年用气，可以带动地区 GDP 增长 6880 亿元，创造全产业
链就业岗位约 360 万个，对地区就业贡献率约为 6%，经济价值
和社会效益显著提升。 （彭刚）

本报讯 6 月 30 日，由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投资
建设的 500 千伏光辉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作为云南
省首个 500 千伏新能源汇集输变电工程，该工程的投
运将对云南加快建设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积
极打造南方电网服务“双碳”目标的“绿色名片”提供
有力支撑。

据悉，该输变电工程是云南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工程。该工程
包含 500 千伏光辉变电站及其线路工程，其变电站站
址位于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本期建设 2 台 1000 兆伏
安主变，500 千伏出线 1 回，220 千伏出线 6 回，工程总
投资 5.69亿元。

该输变电工程作为云南首个大规模“新能源集
群+独立储能”示范工程，将配套新建永仁县独立储能

示范项目作为 500 千伏光辉变电站配套支撑电源，该
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待建成投产，预计年平均放电
量为 18 万兆瓦时，将为新能源项目提供容量租赁服
务，可有效解决新能源出力间歇性问题，在提升电力
系统灵活性和保障电网安全稳定等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和重要作用。

该输变电工程中的 500 千伏光辉变电站是云南省
首个汇集“百万千瓦级”新能源送出变电站，也是南方
电网公司首个“千兆瓦级”500 千伏光伏汇流站，主要
承担楚雄州北部永仁、元谋、大姚 3 个县的集中式新能
源并网送出任务。根据楚雄北部新能源规划，待 500
千伏光辉变电站 4 台主变全部建成后（本期建成 2 台
主变），预计接入该变电站的新能源装机容量可达 400
万千瓦。

据了解，500 千伏光辉输变电工程面临着新能源
出力随机性强、波动性大、调频资源减少、无功调节需
求增大等多重技术难点。为此，云南电网公司成立了
多个攻关小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运用多项技术创
新，实现数字化基建标杆管理、新能源集中区域网侧
STATCOM 应用、新能源检测及主动支撑技术示范、

“光储并存”协同优化控制等多个创新示范项目落地
应用。

500 千伏光辉输变电工程创造了云南电网公司新
能源接入容量、储能并网规模等多项历史纪录。随着
该工程的投运，楚雄宜莲光伏、物茂光伏等 24 个新能
源场站以及永仁县 300 兆瓦/600 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
将陆续实现投产并网，对推动云南绿色低碳和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莎 唐亮星 梁凯 龚晓圆）

本报讯 7 月 2 日，2024 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
会（以下简称“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
议发布了《2024 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活动方
案》，大会将于 7 月 26—27 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举办。

据悉，大会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鄂
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厅、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承办，旨在集纳新理念、
探索新路径，有效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全面做好现
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大力培育和发展新材料产
业，积极抢占产业制高点、技术制高点、开放制高
点，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着力构筑多能互补、多业并进、多点支撑、多
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成东
介绍，本次大会以“新质生产力、经济新动能”为主
题，通过“一会一展两赛事两发布三分会”方式举
行。“一会”为开幕式，“一展”为世界新能源新材料
展览展示，“两赛事”为暖城杯·2024 中国新能源汽
车鄂尔多斯挑战赛、2024 氢能“专精特新”创业大
赛，“两发布”为 2024 新能源新材料榜单、重大科技
成果发布，“三分会”为 2024 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大
会、新能源及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煤基新材

料分会。
另据鄂尔多斯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彦彰介

绍，本次大会将呈现五大亮点：一是科技引领突
出。本次大会设置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展，展览
展示面积 5 万平方米，重点打造国际合作、智能
智造、科技创新、技术成果、高端技术等核心展
示板块，将集中展示我国新能源新材料的创新
实力和发展成就，风、光、氢、储、车五大产业全
链 条 以 及 煤 基 新 材 料 最 新 研 发 成 果 和 应 用 场
景，国际国内头部企业在前沿领域的关键核心
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为与会者带来一场行业
前沿科技盛宴。

二是内容创新多元。在大会内容设计上，力
求创新，确保每一次交流都能引发深度思考，每
一次展示都能创造惊喜，每一场赛事都能激发生
机活力，每一次发布都能引领行业趋势。大会采
用“一会一展两赛事两发布三分会”的架构，全面
深入展现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成果、新业态，进一步强化自治区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在对外交流合作中的重要窗口效应与广
泛影响力。

三是成果重磅落地。大会将发布全国新能源
潜力企业百强榜和新材料企业百强榜，以及零碳

供能系统、零碳解决方案、硅碳负极材料、煤基纳
米碳氢燃料技术、生物质制航油关键技术等 5 项重
大科技成果，举行远景红杉碳中和基金重大项目
签约仪式，邀请中石油化工集团、隆基绿能、远景
科技等企业负责人作企业发声，推动一批具有示
范性、引领性的新能源新材料项目落地实施，积极
对接国内外优质企业和项目资源，促进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合作交流，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在内
蒙古自治区的快速发展。

四是国际交流深入。大会邀请全球新能源
新材料领域嘉宾，包括国际机构组织负责人、院
士、专家，以及巴斯夫、陶氏化学、三井化学等世
界 500 强及跨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等多位外方
代表参加，促进国际技术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
自治区在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和
国际影响力。

五是产业融合推进。大会期间，将举办一
系 列 供 需 对 接 、技 术 交 流 和 项 目 洽 谈 活 动 ，推
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深
度融合和协同创新，实现产业互补互促发展，促
进形成多元产业链生态，为推动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贡献力量。 （能文）

本报讯 6 月 29 日，随着
10 千伏卧龙路发电程序执
行完毕，国网北京房山供电
公司配网防汛提升工程涉
及的 13 条 10 千伏线路已全
部送电，218 基电杆迁移出
河道、324 基河道周边电杆
完成加固，北京房山地区电
力设施防汛防灾能力得到
大幅提升。

受 2023 年 7 月 特 大 暴
雨影响，房山部分山区发生
塌方和小规模山洪等突发
情况，张坊、佛子庄、霞云岭
山区电力线路、设备设施受
损严重，经过房山供电公司
全力奋战，2023 年 10 月底，
山区电网灾后重建全面完
工。为进一步提升山区电
网防汛防灾能力，在平原防
涝、输电线路防汛、山区电
网加强、电网生命线建设、
防汛应急五个方面布局提
升，全面启动配网防汛三年
提升工程。

2024 年，配网防汛提升
工程以强化防汛保障能力、
提升电网防御力、应变力、
恢复力为目标，开展配网防
汛能力提升工作。灾后重
建完工后，立即开启配网防
汛提升工作筹备，房山供电
公司组建配网防汛提升工程工作专班，先后组
织项目经理、运行等相关人员 55 人，累计达
310 余人次对受灾配网现状进行全面勘查，制
定配网防汛三年提升方案。

同时，房山供电公司与房山区政府建立区
级电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畅通手续办理渠
道，仅用一周时间就取得第一批 9 项防汛工程
立项核准批复，较原审批时间缩短 80%。此
外，房山供电公司还与房山区城管委、水务局、
公路分局等单位紧密协作联动，共同推进西部
深山区及河道周围配电网升级改造工作，实现
配网防汛提升工程与房山区政府规划相统一，
共同强化区域防灾能力。

在佛子庄镇陈家台村，靠近大石河一侧，受
洪水影响，电力设施受损严重。为提升电力设
施防汛能力，施工人员将原本在河道内易受洪
水影响的电杆迁移至岸边，组立顶端直径为350
毫米的加重杆，基础采用卡盘固定的方式，较普
通混凝土电杆，稳定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受地形限制，山区部分河道两侧山体陡峭，
电杆不具备从河道迁出条件，配网提升工程采
取新立钢管杆替代传统的混凝土电杆方式。施
工采用灌注桩工艺，桩基础深16米，桩径2.1米，
将钢筋笼放入桩基坑后，再浇筑55立方混凝土。
经过 28 天养护周期，钢管杆地基坚如磐石。在
此基础上再进行16米杆塔的组立工作，改造后，
可有效提高抗水流冲击、抗洪水漂浮物撞击能
力，保障山区电力可靠供应。

施工过程中，项目经理根据日计划制定安
全管控措施，施工现场安排管理人员到岗把
关，通过视频远程安全监控手段，全方位把控
施工现场安全。

“我们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积极应用配网不
停电作业技术开展 10 千伏线路切改工作，尽可
能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配网防汛项目专责
刘建猛介绍。对于某些作业点无法开展带电作
业的，会采用应急电源车为用户供电，作为带电
作业的补充手段，保障居民用电可靠。

通过实施配网防汛提升工程，房山地区电
网韧性水平大幅提升，为今夏度夏防汛工作奠
定坚实基础。在主汛期即将到来之际，房山供
电公司周密调度、提前部署，在佛子庄、张坊等
防汛度夏重点区域增设 5 个应急抢修物资库，
筹备应急抢修队伍 13 支、人员 80 人携带备品
备件定点驻扎，4 辆发电车备足油料驻点待命，
42 台发电机提前按区域部署到重要点位，全力
以赴做好“防大汛、战高温、保供电”各项准备
工作。 （郭尚霞 刘建猛）

本报讯 7 月 1 日凌晨，受冷涡影响，河
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出现大范围雷暴大风、
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电力
设施损毁。

险情发生后，国网保定市清苑区供电
公司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各部门协调
联动，密切配合，按照“先复电、后抢修”“能
带电、不停电”的原则，组建 16 支抢险突击
队连夜赶赴各个现场，精准排查线路设备
故障、迅速制定抢修方案、紧急调集抢修物
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同时，利用客户微
信群、朋友圈等方式对恶劣天气引发的故
障情况进行广泛告知，提醒广大客户注意
安全。此外，加强对重点区域、重要客户及
输配电线路的巡检力度，及时排查和消除
线路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线路设备
安全可靠运行。

7 月 2 日凌晨 2 时，大多数人早已进入
梦乡，保定市清苑区 10 千伏王胡庄 563 线
路抢修现场，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由于
该线路主干和分支多处倒杆断线损毁严

重，且该线路为 10 千伏和 0.4 千伏同杆架设，施工难度非常
大。抢险突击队队员们冒雨进行施工，衣服早已被雨水浸
透，双手双脚也沾满泥浆。为了早点为居民们送电，他们克
服暴雨、黑夜作业环境复杂等困难全力加速推进抢修任务。

截至 7 月 2 日凌晨 3 时许，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奋战，
受损 10千伏线路均已恢复送电。 （祖志平 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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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将在鄂尔多斯举办

云南首个500千伏新能源汇集输变电工程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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