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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馨月 陆冬琦

7 月 31 日，广西“碳电寻源”系统正式上线运
行。该系统由广西电力交易中心和广州电力交易
中心联合研发，依托电力交易数据，实现度电精准
溯源、碳排放全景监测，引领绿色低碳消费，推动行
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绿色动能。

今年 4 月，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公布《关于
发布 2021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组织
计算了 2021 年全国、区域和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不
包括市场化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量）以及全国化石
能源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供核算电力消费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时参考使用。

“‘碳电寻源’系统共上线电能溯源和碳排放计
算两个模块。该系统根据国家最新发布的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等数值，作为系统计算的基础参数。”广
西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贝宇介绍。

在“碳电寻源”系统中，电能溯源模块基于交易
计划、结算电量等用电大数据，按照用电类型可精

准追溯电力市场用户市场电量的来源电厂；碳排放
计算模块则基于最新发布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
照计算原则得到市场电量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和排放强度，设计电碳指标体系，多维度呈
现能耗及碳排放，帮助电力市场用户了解能源消费
结构，便于电力市场用户优化能源管理。

“广西能源类型丰富，‘碳电寻源’系统相当于
电力交易用电用户的‘数字碳账单’，它基于电力交
易大数据，通过准确分类统计用户的购电成分，有
利于溯源度电到厂，动态分析能源生产、传输、消纳
全过程数据，客观度量电力市场用户购电形成的间
接碳排放，统计分析能源流向和用能特点，让每一
度电都‘有迹可循’，实现电力环节‘碳足迹’可溯
源，也为政府、行业及企业提供了用能转型决策参
考。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完善系统的更多功能。”
贝宇表示。

“碳电寻源”系统上线后，广西超 1.4 万电力市
场用户通过手机登录广西电力市场交易平台，一
键直达“碳电寻源”功能专区，就能查询“数字碳账
单”。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能源部负责人韦
春晓通过手机，可以一键查询到本企业能源消费

结构，并依托直观量化的数据指标和图表，精准了
解本企业和所在区域、行业的用电及碳排放情况，
进一步优化自身能源管理，深度挖掘企业碳减排
潜力。

当前，全国碳市场扩容，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进
入碳市场，企业对自身碳排放会越来越关注，“碳电
寻源”系统为碳市场发展提供有效的碳数据支撑。

“未来，钢铁行业将进入全国碳市场，这对我们
的碳排放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迫切需要
准确掌握电力碳排放情况。‘碳电寻源’系统不仅为
我们分析自身用电结构提供了可参考、可核查的途
径，也帮助我们监测自身企业碳排放变化情况，以
便做好碳资产管理。”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环保部能源室经理文旭林表示。

业内专家表示，“碳电寻源”系统可以量化分析
电力市场用户用能结构及实际生产碳排放量，将企
业购入的清洁能源显性化，并且与碳排放挂钩，这对
企业感知绿电价值，提升绿电消费意愿具有重要意
义。该系统的上线将进一步激活绿电交易市场，助
推全社会形成主动消费绿色电力、促进新能源发展
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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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交控绿色发展集团高速公
路路域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第一期）设计
施工总承包（EPC）项目正式开工。据悉，
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
投运后预计年均发电量 1.45 亿度，光伏发
电年均减排二氧化碳 11.96 万吨，节约标准
煤 4.36万吨。

交通运输行业作为资源消耗和碳排放
大户，排放约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10%。随
着全球对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交通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与高
速公路的结合迎来巨大市场需求。在业内
人士看来，“光伏+高速公路”模式的普及，能
够有效减少交通运输碳排放，进一步推动绿
色交通发展，为实现“双碳”目标作出贡献。

■■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据了解，高速公路沿线分布式光伏发
电是一种新的光伏应用场景，包括路堑边
坡光伏、地面固定支架光伏、屋面光伏、车
棚光伏等。

今年以来，“光伏+高速公路”备受关
注，相关支持政策频出。2 月，交通运输部
印发的《2024 年全国公路服务区工作要
点》明确，围绕“双碳”目标，落实交通运输
领域和公路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有关工作要
求，推动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推进服务区光
伏基础设施建设；同月，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印发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设计建设
指导意见》的指出，鼓励利用高速公路沿线
土地资源，探索光伏发电等绿色能源在高
速公路上的应用，促进优势资源互补，促进
更绿色、更融合、更智能、更高端的综合交
通可持续发展。

3 月，《四川省高速公路“绿电自给”工
程建设规划（2024—2025 年）》提出，在全
省打造 36 条光伏高速公路，构建具有四川
特色的高速公路“绿电自给”能源供给系
统。到 2025 年，四川将初步建成高速公路
清洁能源供给体系，高速公路分布式光伏
装机容量达到 120 兆瓦，年发电量超 15 万
兆瓦时，减少碳排放量超 10 万吨，基本实

现高速公路分布式光伏项目日间发电量与
其沿线隧道、服务区日间用电量平衡。

各地“光伏+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也纷
纷按下“加速键”。今年 7 月，上海电气环
保集团参与建设的朱桥服务区正式建成并
实现并网发电。该服务区是上海首个结合
光伏发电技术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其建设
容量达到 243 千瓦时，预计日均发电量约
为 500 度。据初步测算，朱桥服务区每年
可节约标准煤约 73 吨，并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 100吨。

■■探索就近消纳场景

在受访人士看来，“光伏+高速公路”
应用价值显著。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
盟秘书长彭澎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产业各方看重“光伏+高速
公路”模式推广，原因在于该模式能够有效
利用高速公路沿线的闲置空间的同时，
还为高速公路提供清洁的电力供应。“例如
未来加油站会逐步变成充电站，高速公路
沿线的闲置土地资源布置太阳能光伏组
件，将所发的电为高速公路的运行和新能
源汽车提供用能保障。在此背景下，高速
公路有望成为消纳光伏的重要场景。”

不过，虽然“光伏+高速公路”极具潜
力，但建设也仍存一定挑战，如场景复杂、
施工难度高、投资成本高、技术成熟度较
低、土地和规划审批困难等，同时安全性方
面的要求也更高。

“由于高速公路环境的特殊性，高速公
路上的组件安装不再采用平铺方式。具体
来看，高速公路上有很多栏杆，限制了组件
的安装方式，需要尝试进行立式、垂直式的
安装。同时，由于高速公路的地形和构造
限制，无法像其他分布式光伏那样挑选朝
向，需要根据地形选择最优的安装模式。”
彭澎指出。

另外，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
心教授孙传旺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光
伏发电具有不稳定性特征，而高速公路沿
线多位于偏僻地区，电力消纳空间有限，且

受限于并网技术和政策体系不完善，光伏
电力输送和消纳效率有待提高。

在此背景下，加快探索高速公路沿线光
伏发电就地就近消纳场景，成为未来大规模
开发公路沿线光伏发电亟需解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来看，“光伏+高速公路”
通常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
能够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的电量，优
先供给本地负载使用，当发电量超过本地消
纳能力时，多余的电能自动馈入公共电网。
业内普遍认为，这种模式将成为提高分布式
新能源电力消纳的有效方式之一。

■■逐步完善产业配套

总体来看，除了交通运输行业，“光

伏+渔业”“光伏+林业”“光伏+水利”等更
多“光伏+”应用场景也在持续丰富中。业
内专家指出，通过将光伏与多个领域相结
合，实现土地和资源的综合利用，能够在为
各领域提供清洁能源的同时，降低成本、提
升效率。

彭澎认为，未来在推进“光伏+”不同
场景时，首要注重的是如何使光伏更好地
融入特定场景中，而不是像其他分布式光
伏那样追求最大发电量。“光伏+高速公
路”模式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产业配
套不完善的问题，如支架标准缺乏等，给项
目规划建设带来一定挑战，未来还需集合
产业之力逐步完善。

孙传旺建议，在供给侧，需要加强技术
创新，提升光伏应用技术和储能开发技术，

建立交通设施与新能源设施耦合机制。在
需求侧，建议推广分布式电力市场和绿电
绿证市场化交易，提高公众对于“光伏+”
模式的认知水平，推动绿色交通建设社会
接纳度。同时，加强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
作，推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完善配套基
础设施，提升光伏电力的接入和消纳能力；
此外，政府应简化审批流程，提供财政补贴
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光伏+”项目投
资建设。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多场
景下“光伏+”综合开发模式将持续推动
光伏跨界融合发展，形成无处不在的“光
伏+”发电应用格局，进一步推动我国能
源体系向安全低碳、清洁高效的新型能源
体系转变。

““光伏光伏++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交通向交通向““绿绿””而行而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美娇姚美娇  杨梓杨梓

图为山西太忻高速分布式光伏发电科研试验段项目（局部），该项目被工信部等部门认定为智能光伏试点示范项目。刘逸凡/摄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高峰出力超7000万千瓦

本报讯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用电需求持续攀
升。7 月 31 日，由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
坝 6 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顶峰保供，
高峰出力超过 7000 万千瓦，创历史新高。白鹤滩水电站出力
达 1600 万千瓦，实现投产以来首次满发运行。

三峡集团长江电力积极承担电力保供责任，在国家电
网、南方电网统一调度下，在保证防洪安全前提下，持续加大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电力供给力度，充分发挥梯级电站骨
干电源点作用和强大顶峰能力，有效缓解用电区域供电紧张
局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防洪度汛关键期，三峡集团长江电力
始终严格按照国家防总、长江防总调度指令和水利部有关工
作部署，统筹考虑上下游防洪安全形势，继续加强水文气象
预测预报，深入开展梯级水库联合优化调度，加强梯级电站
巡检和机组运维管理，全力保障长江流域防洪安全和国家能
源安全。 （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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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南京地
区高温红色预警，为确
保高温季节装置安稳
运行，扬子石化操作人
员采取系列措施，对装
置高点、远点重点部位
加密巡查频次，对关键
操作参数进行内外操
比对，对球罐等重点设
备实行喷淋降温，做好
装置空冷等换热设备
的护理，减少环境温度
对生产的影响。图为
装置员工对关键设备
进行测温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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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网超高压公司大理局：

新东直流累计送电量
突破1500亿千瓦时

本报讯  截至 8 月 8 日 0 时，滇西北至广东±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新东直流”）累计送电量突破
1500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煤燃烧 4320 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 1.15 亿吨，减排二氧化硫 83 万吨，有效发挥了“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输电通道作用，在近期中电联发布的全
国电力可靠性年度报告中，新东直流以 100% 的高可靠性居
全国第一。

自 2018 年 5 月新东直流投产以来，南网超高压公司大理
局新松换流站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本质安全、“三基”
建设、星级班站建设为工作指引，以“厉行规范、一次做对、成
本最低”为工作准则，深入践行“雷厉风行、严勤细实”工作作
风，牢牢守住安全底线，2023 年获评南方电网公司五星班站，
成为南方电网公司首个“基建+运维”双五星换流站。

新松换流站持续优化生产运维机制，保障新东直流平稳
运行。一是完善年度检修质量管控机制。建立了“过程验收、
结票验收、复电验收”三层级验收机制，确保关键验收节点全
覆盖，彻底解决验收不到位问题，实现连续 6次年度检修一次
性复电成功。二是推行运行规范化建设。建立“一手册、两规
范、三张表”运行反违章机制，运行人员自暴露违章从月均
14.7次降至6.3次，降幅高达57%，2023年自主查处2项A类违
章，获得超高压公司通报表扬。三是完善设备主人责任制。
设备主人自主策划实施全站端子箱防潮封堵，利用高分子材
料，有效提高防潮效果，项目实施后受潮类缺陷数量下降60%
以上。新松换流站持续优化运维举措，实现“五个零”优异成
绩，保持了投运至今连续6年安全生产“零”事故事件，连续24
万余项倒闸操作“零”差错，3400 余张工作票许可“零”失误，
350余万条告警信号监盘“零”遗漏，设备巡视“零”疏忽。

投产至今，新松换流站已连续安全稳定运行2500余天，每
年可向广东地区输送云南清洁水电电量约200亿千瓦时，相当
于深圳全年用电量的四分之一。新松换流站将秉承“雷厉风
行、严勤细实”的工作作风，继续扛牢电力保供政治责任，持续
做好设备运维工作，为促进西部地区清洁水电消纳、促进粤港
澳大湾区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戴昊辰 谭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