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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3 日，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苏州
智慧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
在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中心将
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推进
跨学科技术交叉融合，促进示范项目落地和先进
成果转化。

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如何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双向共舞，科技创新和
落地实践深度融合，是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变量”。苏州是长三角的重要城市之一，拥有全
国规模最大的地市级城市电网，连续 4 届举办国
际能源变革论坛，落地了“一交两直”特高压通
道、苏通 GIL 管廊、同里新能源小镇等一大批世
界最先进的能源技术，为全球能源转型做出了积
极探索。

当前，苏州正在加速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标杆
城市。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能源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联合国网苏州
供电公司共建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苏州智慧能源
联合研究中心，立足苏州、面向长三角、辐射全
国，开展智慧能源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推进示范
项目落地和先进成果转化，服务产业创新发展，
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为实现“双碳”目标探
路先行。

“苏州是能源消费大市，对于加快实现能源绿
色转型有着更加迫切的需要，智慧能源研究中心
落户苏州，将积极推进能源转型领域的理论先行
和示范落地。”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黄开胜
说。成立后，研究中心将把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
院在能源领域的全部资源与研究力量迁移到苏
州，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实现双方优势互
补、资源整合，并以苏州电网的实际需求为出发
点，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将
科研和市场紧密衔接，推动能源技术创新发展和
产业升级。

据介绍，目前苏州智慧能源研究中心已经入
驻了“双碳”服务、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装
备制造等四项重点研究领域的 11 个科研团队，团
队成员来自清华大学、南昌大学、同济大学、国家
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国网苏州供电公
司等多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单位。“我们
将以苏州新型电力系统标杆城市建设为契机，推
动更多研究成果孵化转化，培育新的产业增长
点，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国网
苏州供电公司总经理蔡榕说。

作为产业碳中和科技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
副研究员刘广鑫介绍，该团队将面向“双碳”目标
和产业绿色发展主战场，开展产业碳中和的工业
代谢、碳足迹评价、技术集成、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研究。“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从顶层设计到技术
评价、集成平台、试点示范，再到决策支撑的创新
链，将碳中和的设计构想转变成服务企业绿色发
展的产品，助力长三角和国家产业低碳转型与高
质量发展。”刘广鑫说。

“配电网是联系用户的‘最后一公里’，提高
配电网的智慧化水平和供电可靠性，关乎民生福
祉。”现代智慧配电网科研团队负责人杨晨介绍，
该团队将聚焦柔性互联技术在配电网中的推广
应用，构建全自愈智能中低压配电网网架，以及
中低压交直流系统关键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刘小涛表示，
苏州将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围绕人才招引、平
台赋能、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全力支持研究中心
建设，助力尽快取得标志性创新成果，携手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多作贡献。      （张聪 朱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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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苏州智慧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 7 月 18 日，四川资阳，金沙江上游—湖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川 13 标段完成导线
展放工作，标志着该标段顺利贯通。这也是金沙江
上游—湖北特高压工程 4 省市、25 个标段中首个贯
通的标段。

川 13 标段新建铁塔 263 基，线路全长约 129 公
里，是工程全线最长的标段，同时也是全线交叉跨越
最多的标段，线路交叉跨越共计 846 处，其中，跨越电
力线路 23 次，高速公路 5 次，铁路 5 次，河流 2 次。沿
线丘陵地形占比 77%。

“这个标段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基础浇筑、铁塔组
立的过程中全部使用机械化施工，机械化水平达到了
100%。”业主项目部负责人蒋乐介绍说。

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调增近 30 名特高压工程
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协力优化现场施工流程，想方
设法提高机械化率，以机械代人，缩短施工周期；选用
全景可视化架线装备克服交叉跨越多的难题，实时监
测导线的位置和张力等参数，降低作业风险和架线故
障发生率，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建管单位在施工过
程中采用远程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巡检的方式动态管

控作业风险，在确保现场本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
工程全线率先贯通。

川藏高原水电和新能源资源富集，蕴藏巨大，是
我国重要的战略性能源基地。金沙江上游—湖北特
高压工程设计输电功率 800 万千瓦，建成后可将金
沙江上游水电机组群电量输送到华中地区，预计年
输送电量 400 亿千瓦时，成为我国“西电东送”大动
脉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多地陆续开展导线展放作
业，工程进入放线高峰期，预计将于 2025 年投运。

（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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