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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电网公司绿色能源成果亮相南博会云南电网公司绿色能源成果亮相南博会
■夏瑶 何中阳 潘媛

7 月 23—28 日，第 8 届中国—南亚博
览会暨第 28 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以下简称“南博会”）在云南昆明滇池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南方电网云南电网
公司亮相本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具体展
示了云南电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系列
成果。

此次展览，云南电网公司展区展出内
容分为五个篇章，聚焦“探索新型电力系
统，构建低碳能源枢纽”，从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的“源”“网”“荷”“储”四方面展现云南
电网公司多措并举，全力推动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取得的成果。

云南绿色资源禀赋突出、区位内联外
通、技术积累雄厚，清洁能源装机及发电量
占比常年保持 90% 左右、电力碳排放强度

（0.12 千克/千瓦时）、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
比（43%）等核心指标全国领先，最有优势
和条件率先建成新型电力系统，为全国提
供示范样板。

近年来，云南电网公司全面落实“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牢牢把
握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推动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科学谋划新型电力系统总体布局，争
做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先锋队”，发挥
优势、彰显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走在前
作表率。云南电网公司抓牢协同基础、绿
色关键、电网核心、创新动力，在深化共建
格局、推动低碳转型、建强枢纽平台、突破
关键技术四个方面走在前列。

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电源方面，云
南电网公司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互补，积极
参与新能源投资，聚焦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需求，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坚持绿色建
造理念，大力推进全过程机械化施工和开

发应用新能源并网调试技术，打造“绿色
低碳型”电网工程。围绕“四横四纵一中
心”的 500 千伏省内骨干网架进行加强及
延伸，建强骨干电源、新能源富集地区电
网送出通道，支持清洁能源开发和风光水
储一体化建设，全力保障“四个六百亿”电
源并网，服务支撑云南持续做大做强绿色
能源产业和绿色低碳转型，助力云南高质
量打造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

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电网方面，
云南电网构建了源网荷储协同平衡与消
纳的技术体系，在深挖发用电侧灵活性
资源等方面发力，持续加强云南电力防
灾应急保障能力、提升电力系统安全运
行水平、推动配电网高质量发展，基本实
现 了 新 能 源 全 额 消 纳 ，新 能 源 并 网 、消
纳、运行调控等各项工作在国内处于领
先水平。

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负荷管理方面，
云南电网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
市场机制引导，引领绿色低碳转型，谱写
能源消费“新风景”。云南电网“三零三省
四办”走出云南新特色，“线上共享联办+
线下政电融合”服务获国家发改委推广，
数字化服务水平再上台阶。云南省电力
能源行业大数据中心获省级授牌，获得省
发改委“云南省双碳监测平台”和“云南省
新型电力系统监控平台”建设授权。促成
建立首个由省长任组长的省级能源委，在
全网率先获得政府授权成立电力负荷管
理中心。在全国率先开展日前增量交易
试点，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参与交
易，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全国第一，
绿色能源交易电量占比全国最高。充电
桩保有量达 8353 个，云南区域市场占有率
排名第一。

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储能方面，云南

电网公司深化新型电力系统调峰调频研
究，开展了氢储能、分布式储能及独立储能
电站的研究及实践。建成了国内首个集制
氢—固态、液态储氢—用氢于一体的综合
示范试验室，打通光伏制氢—储氢—用氢
全技术链。由云网能源公司投资建设的移
动式储能设备累计 38套，总容量 5.5MWh，
累计解决问题台区 50 多个，为近 3 千户用

户改善电能质量。在楚雄，全省首个500kV
新能源汇集站（光辉变）建成投运，全省首
个独立储能电站（容量 300MW/600MWh）
成功并网，拉开独立储能电站投运序幕。
这些技术的融合与创新，将推动能源结构
的转型和升级，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

“十四五”期间，云南电网公司还将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南
方电网公 司 各 项 决 策 部 署 ，抢 抓 机 遇 、
踔厉奋发，激发新动力，奋进新时代，加
快 建 成“ 清 洁 低 碳 、安 全 充 裕 、经 济 高
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新型电力系统
先行示范区，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和绿色能源强省，实现“双碳”目标贡献

“电网力量”。

外国学生参观云南电网展区，讲解员为其讲解相关展品。夏瑶/摄

■郑轩 李嘉吟 

受台风“格美”影响，7 月 26 日 8
时至 29 日 9 时，湖南省资兴市最大
降雨 673.6 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八
面山瑶族乡 3 个村通信中断。由于
通往灾区的道路受阻，国网郴州供
电公司紧急调配直升机，对电力设
施受损情况开展特巡，及时投入灾
后抢修。

7 月 29 日上午，一架载着巡检人
员和应急生活物资的直升机前往资
兴兴宁、州门司镇等道路受阻的灾
区进行巡视，并向受困群众投放食
品及生活必需品。

国网郴州供电公司运检部阳志
鹏表示:“我们利用直升机对道路、
桥梁受阻的变电站和线路开展了多
轮次巡视并根据摸排情况制定了详
细的抢修计划。”

根 据 巡 检 人 员 提 供 的 基 本 情
况，国网郴州供电公司紧急制定抢
修计划，200 多名电力工人抵达州门
司镇，对 10 千伏分顶、分兰、分州等
线路同时进行抢修。截至 7 月 29 日
19 时，州门司镇附近四个台区、1400
多用户已恢复用电。

湖南郴州：高空特巡提速电力抢修

■王翌萌

“ 线 路 重 点 区 域 巡 视 完 毕 ，一 切 正
常。”7 月 29 日，国网玛多县供电公司员工
正在对 10 千伏星七路开展特巡维护，及
时处置隐患缺陷，确保玛多县第三片区清
洁取暖项目供电稳定无忧。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总人口约为 1.45 万人，县域
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属高寒草原气候。
由于年平均气温零下 4 摄氏度，除了每年 8
月进入锅炉检修期，玛多县全年采暖期长
达 11个月。

玛多县幸福家园小区是玛多“5.22”震
后新建小区，住户多数都是震后拆迁安置
户，小区取暖被划入玛多县清洁供暖规划
第三片区。2023 年底，幸福家园小区约有
500 户居民取暖接入三片区清洁取暖项
目，新增供热总面积约 5万平方米。

走进幸福家园小区，一座座多层小楼
整齐排列。巴桑南杰是从草原牧区搬迁
到幸福家园小区的一户居民。过去在草
原上，取暖都是烧煤或烧牛粪，不仅烧不
热，气味还很呛鼻。入住新楼房以来，巴
桑南杰一家对于取暖的变化感受深刻，小
区的电锅炉集中供暖让家里温暖、舒适又
干净。

为保护黄河源头生态环境，有效解决
居民取暖问题，国家电网公司与青海省
委、省政府合力推进玛多县清洁取暖工程
建设。自 2017 年起，玛多县分片区、分乡
镇陆续建成投运“煤改电”清洁取暖项目，
当地群众逐渐告别传统取暖方式。当前，
全县分为 8 个供暖片区，供暖总面积达
43.53 万平方米。其中，有 5 个供暖片区安
装了蓄热式电锅炉，用于片区内用户的集
中供暖。

“蓄热式电锅炉能高效地将水加热输
出，出水温度可达到 80 摄氏度，供暖效果
显著。同时，蓄热式电锅炉还具有储能特
点，比原有的燃煤锅炉更清洁、高效。”国
网果洛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王兴宇说。
为持续提升三片区震后新建居民楼的供
暖能力，今年国网定点扶贫投资 1209 万
元用于启动三片区清洁供暖二期扩建项
目，计划新增安装 2 台 4 兆瓦蓄热式电锅
炉。同时，为全面提升三片区的清洁能源
利用率，项目将配套建设光伏和蓄热式电
锅炉柔性互动数据采集系统，实现电供暖
设备与光伏发电的柔性互动，最大化消纳
清洁电力。

如今，玛多县清洁取暖示范项目已经成
为三江源头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
据测算，通过玛多县清洁取暖项目实施，每

年减少煤炭消耗2.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6
万吨、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0.3万吨。

自玛多县打造清洁取暖示范县以来，
全县清洁取暖负荷超过 6 万千瓦。为全面
提升玛多县配电网供电可靠性，彻底改变
一条配电网线路贯穿全县的情况。近年

来，国网青海电力大力推动玛多电网改造
升级，累计投入资金 4.6 亿元，全县已建成
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4 座，新改建配电线
路 18条，形成了配电线路互联互供形态。

当前，330 千伏玛玉Ⅱ回线路、330 千
伏杉果Ⅱ回线路、330 千伏直却变电站、

110 千伏智格变电站等重点电网工程项
目正在加快落地实施。“这些项目建成投
运后，果洛州电网将更加坚强，有力支撑
后续新增清洁取暖等项目用电需求。”国
网果洛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宋承鹏介
绍说。

7 月 29 日，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应急抢修人
员对受灾核心区域州门司镇供电线路 10 千伏
分顶、分兰、分州线同时进行抢修。

曹华斌/摄

　本报讯 7 月 28 日，“国和一号”现代产
业链共链行动（第三届联盟大会）在山东威
海启动。“国和一号”产业链联盟成员已增至
122 家，有力支撑了我国核电产业链的完整
性、安全性和先进性。

“国和一号”是我国核电技术研发和产
业创新的重要成果，代表当今世界三代核电
技术的先进水平，也是我国自主设计的全球
最大功率非能动核电机组。

“ 国 和 一 号 ”在 立 项 时 就 肩 负 特 殊 使
命，即解决我国大型先进核电机组批量化
建设的能力与安全问题。瞄准这一目标，
国 家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依 托 上 海 核
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发起组建“国和
一号”产业链联盟，协同产业链上下游，打
造发展共同体，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
业链现代化，填补我国核电产业多项技术
和工艺空白，解决了我国核电关键技术受
制于人的问题，推动我国核电产业升级换
代。截至目前，“国和一号”研发过程中共
形 成 知 识 产 权 成 果 14000 余 项 ，形 成 新 产
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新软件等 2000
余项。

此外，以“国和一号”型号研发为牵引，
在大型企业技术帮扶和市场带动下，一大
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技术研发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目前，“国和一号”产业链联盟
122 家成员单位中，有民营企业 37 家、专精
特 新“ 小 巨 人 ”企 业 42 家 。“ 国 和 一 号 ”供
应 链 2900 余 家 主 要供应商中，民营企业占
比达 70%。 （庄晓梦）

黄河源头黄河源头““温暖温暖””与与““绿色绿色””同在同在

国网玛多县供电公司员工正在玛多县清洁取暖项目锅炉房的配电室内进行安全用电检查。王翌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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