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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0—21 日，2024 开放原
子开发者大会暨首届开源技术学术大会在
武汉举行。大会以“一切为了开发者”为主
题，工信部、武汉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樊文飞、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等科
研院所和高校代表，重点央国企、行业协
会，华为、深开鸿等开源领军企业参会并分
享。此次大会共设“六会”“两赛”“一秀”

“一节”，政、产、学、研、创齐聚一堂，共商开
源大事，共赴开源未来。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
网公司”）落实国家开源体系建设战略部
署，在构建开源生态体系建设中积极探索、
创新实践，作为首家央企加入开放原子开
源基金会，并在本次大会开幕式上受邀与
工信部、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共同见证
OpenHarmony 5.0 Release 版本重磅发布。

在大会开源应用案例发布仪式上，南方
电网公司作为唯一企业代表上台，“电鸿”物
联操作系统“C 位”亮相备受瞩目，《电鸿之
光》成为唯一播放的行业应用实践宣传片。
同时，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受邀发表题为《赋能未来：电力行业构建
开源生态的责任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众多
开发者、社区、设备供应商对“电鸿”实践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愿。

南方电网公司作为推动“电鸿”开源生
态的组织者，在工信部支持和开放原子开
源基金会的指导下，基于国家开源体系定
向研发“电鸿”电力统一物联操作系统，覆
盖能源电力领域云边端全环节，实现电力
世界“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

“‘电鸿’物联操作系统采用的分布式

软总线技术，好比在数字电网分散的物联
硬件中架起一条隐形高速公路，打通硬件
边界，通过软硬解耦，实现电力设备更大范
围的链接共享，发挥最佳效力。”南方电网
公司数字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电鸿”如同幕后“大脑”，链接指挥海
量终端交互协作。有了“电鸿”，一台设备
现场安装调试由 4 小时缩短至 20 分钟，输
配电领域更是解放了“上塔下井”80% 运
维的人力，降本增效近八成。“电鸿”作为
开源实践应用首位案例， 成效显著。

回到最初的问题，“电鸿”是什么？是
底座、是标准、是体系、是“朋友圈”、是生
态？这些答案都对，因为这是每个人心中

“电鸿”的样子。
“我们在工信部认可、开放原子开源基

金会指导下，联合各方主体共建开源社
区。加之电力系统是典型的工业网络系
统，设备总量规模最大，复杂度最高，应用
场景丰富。“鸿所”统一的终端，占据全国工
业终端类型的 60%。操作系统是软件的

‘魂’，扎根行业方能枝繁叶茂。我们将以
更深层次的标准化，更大范围的链接共享、
更高标准的技术创新，服务千行百业，惠及
千家万户，发挥“电鸿”的最大价值。”南方
电网公司数字化部相关负责人说。

当前，南方电网公司已与海思、全志、
瑞芯微等国内知名芯片和模组等众多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已完成 60 款
芯片、12 款模组和 54 类电网设备的“电鸿”
化适配，覆盖 63% 的关键智能设备类型，
350 家产业链厂商加入“电鸿”生态，超过
800 款终端开展了适配工作，“电鸿”合作
生态圈持续快速扩大。

未来不止于此。南方电网公司将把
“电鸿”生态建设作为公司基础性、战略性
工作，长期坚持、持之以恒，聚焦为国家贡

献工业物联操作系统的目标，以广州南沙、
珠海横琴、深圳前海三大电鸿全域综合示
范区为样板全面推广，打造全面、透明、实

时的新型电力系统全景一张图，支撑面向
国家、行业、用户等多维视角场景，作为产
业链枢纽推动行业发展，催生能源体系新
生态，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这也是“电鸿”研发基地标语的由来，
南方电网公司面向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
源体系，打造未来能源生态体系的数字底
座——“电鸿”。 （彭雅莹 闵鲟）

■李萌 王欣 刘斯扬 
  李琛 陈波 沙子键

近年来，云南电网公司牢牢把握新一轮国企改
革“三个总”，强化改革攻坚，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发
展，着力提升核心业务价值创造能力，全力打造南方
电网世界一流企业建设重要标杆，9 项对标指标处于
行业一流水平。

■■ 引入“智慧大脑”，
新能源调控更聪明

在 大 理 白 族 自 治 州 ，清 洁 能 源 装 机 占 比 达
100%。然而，新能源高比例接入对电网而言如同盲
盒，难预测、难监测、难控制，如何保障电力安全、稳
定供应？“源网荷储充”智能调控平台应运而生。

大理供电局将 AI技术融入新型电力系统调度运
行和控制管理，实时处理潮流断面的动态控制、风险
自动识别、辅助电力系统快速响应等异常情况，快速
精准完成潮流计算、潮流校核、运行建议，并进行运
行方式自动调整等智能决策，最终实现电力系统的
自主控制和自动化运行。

在电力调度中心显示屏上，不同颜色的曲线清
楚地显示源网荷储充的运行状态，工作人员只需及
时控制调整即可。从大理天峰山风电场接入 220 千
伏祥云变电站的 309.25 兆瓦新能源，通过平台自动
调控，仅用 20 秒便完成潮流计算、分析、校核全过程，
快速高效地将绿电送往云南省内及粤港澳大湾区。

大理是云南“西电东送”的重要起点之一和滇西
北清洁能源送出枢纽，大理供电局供电区域电源总
装机超过 1835 万千瓦，新能源年发电量占比 60% 以
上，灵活、高效的电网调控运行方式是新能源富集区
域发展的迫切需求。

“通过平台，潮流分析时间由以前的 3 小时减少
至 20 秒，方式调整时间由 30 分钟降至 6 秒，有效解决
了新能源‘白天送不出、晚上不够用’的问题，也避免
了误操作、误调度的风险，在南方区域率先实现电网
运行方式的智能调控。”大理供电局水电及新能源组

组长李玉江介绍。
云南电网公司不仅在新能源调控领域植入“智

慧大脑”，而且在数字化技术加持下，一系列电力智
能应用的新场景纷纷落地，让运行管理更高效、电
力供应更安全稳定。

■■ 全体系策划，
创新构建云南特色智能巡维模式

“在 500 千伏主变停电操作过程中，传统模式下，
我们需要 3 个人在现场配合，整个操作过程大概需要
4 个半小时。采用智能运维模式以后，25 分钟就能
完成，操作由小时级迈入分钟级。”保山供电局电力
调度控制中心主网调控组组长张华生介绍，“不仅
如此，在迎峰度夏专项检查工作中，我们需要对 3 万
多块压板进行检查，以往需要 18 个人连续干两天，
智能运维模式下只需 4 秒钟就能完成。”

从以天为单位，到分钟级、秒级，作业时间快
速骤降的背后，是云南电网依托智能巡维模式的
创新应用实现的快速蜕变。

云南电网 1937 座 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分布在
16 州市，由于云南山高谷深，从巡维中心前往最远的
变电站需要 6 小时车程，全省车程 3 小时以上的变电
站占比超过 20%。“路程 3 小时，操作 5 分钟”“一项作
业，不同专业轮流等待”“人工核对压板，数量多、效
率低、容易遗漏”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变电站员工。

针对传统运维难度大、成本高等短板弱项，云南
电网公司加快数字化转型及科技成果应用，全体系
策划构建了涵盖“巡维操监控”“测评检修”运行检
修专业 9 大核心指标的“SOMP”标准化智能巡检
体系，实现智能运 维 标 准 化 体 系 从 0 到 1 的 重 大
突 破 ；开 展 智 能 感 知 、智 能 识 别 分 析等关键技术
研究，集成研发出变电生产运行支持系统，并在电
网系统规模化推广应用；首创“视频+无人机+二
次设备”联合巡检模式，融合在线监测、无人机、机
器人等多源感知信息，实施“空天地”立体化的智慧
巡检……一套具有云南电网特色的变电专业数字化
转型和生产指挥建设模式逐渐成熟。

在推进数字生产转型过程中，云南电网公司采
取“集中力量攻难题”“花小钱办大事”“试点先行，
全面推广”的管理策略，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在
昆明、曲靖、保山等地开展试点，率先建设智能巡维
中心，将各项智能技术连点成线，把单一技术向多
技术融合应用转变；二是通过技术叠加管理，织线
成面，全面构建数字生产管理体系，专业融合走向
深入；三是把技术、管理、组织模式优化叠加，生产
关系全面变革，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通过将数字技术融入生产管理全过程，云南电
网公司赋能基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西部追赶实
现提速换挡。

今年，云南电网建成 30 个智能巡维中心，实现
16 个地市供电单位“全覆盖”，同步构建“智能监控+
区域运维”的生产组织模式，实现生产业务集约化
远程管理、值班方式灵活高效，实现“向管理要人”
和“向技术要人”转变。强化数字赋能和数字驱动，
推动数字化转型走实走深。

通过集中运用数字智能技术，实现巡视无人
化、维护精益化、操作程序化和监控区域化；构建

“远方巡维为主、现场巡维为辅”的设备运维机制和
“远方指挥、现场执行”的作业管控协同机制，进一
步释放数字生产效能。设备巡视业务远程替代率达
60% 以上，维护业务替代率达 30% 以上，操作效率提
升 60% 以上，班组业务承载能力提升最大达 82%。

■■ 研发硬核科技，
服务城市数字化治理

伴随数十台印刷机、打孔机、烫金机同步作业的
轰隆声，云南玉溪水松纸厂生产车间的配电箱里，巴
掌大小的“触角”实时感知生产设备的能耗、安全、温
度、湿度等多元信息，在数秒内就能完成信息感知、
存储和计算分析。

“我们厂安装了68套智能感知装置，覆盖印刷、激
光打孔、烫金、分切、复卷等所有生产作业流程，这些智
能装置可以实时监测并精确核算生产过程中消耗的
水、电、气等生产要素数据，并及时将数据反馈给管理
人员和生产人员，指导企业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帮助我
们降本增效。”玉溪水松纸厂总工程师王新华介绍，有
了智能感知装置的加持，跨行业数据实现链接，大
数据的价值得到挖掘和释放，传统企业提升运营管
理效率、实现智能化转型升级更有信心和底气。

王新华提到的智能感知装置，是云南电网公司
自主研发的“感存算一体智能感知终端”，能实现表
计数据智能识别，缺陷异常 AI 智能判断，入选第七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十大硬核科技成果”。

在万物互联的智慧化发展趋势下，这项自主创
新项目旨在依托延伸千家万户的电力“一张网”，通
过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能源、安防、环境、交通等
行业领域数据互联、数据共享，构建一张万物“互联
网”实现城市海量基础信息精准动态感知、风险提
前预警和事件及时处置，为云南城市治理和政务服
务提供智慧化支撑，助推高质量发展。

目前，云南电网公司已在大理、玉溪安装完成
5000 套智能感知装置，为大理环洱海生态廊道的古
城、喜洲、洱源、双廊挖色等区域，玉溪沿河公租房、
沿河工业园区大工业用户等配备上了能实时感知
分析多领域信息的“触角”，并通过智能感知平台让
各场景数据可观、可测。

云南电网公司：

数字化转型提速换挡 价值创造能力再跃升

图为在 2024 开放原子开发者大会暨首届开源技术学术大会开幕式上，OpenHarmony 5.0 Release 版本重磅发布。 南方电网公司/供图

图为在开放原子开发者大会暨首届开
源技术学术大会开源应用案例发布仪式
上，“电鸿”物联操作系统备受关注。

南方电网公司/供图

图为云南玉溪供电局首创“RPA+AI”赋能变电站巡检，大大提升巡检效率。代薇/摄

■杨家明

俄罗斯和中东是主要的高硫燃油
产出地，俄乌冲突、巴以冲突、黎以冲
突等地缘冲突均影响高硫燃油供应预
期。我国高硫燃油全部依靠进口，地
炼是主要需求方，如果地缘冲突升级，
国内高硫燃油到货不及预期强化，高
硫燃油近月合约往往表现偏强。

回顾 2024 年高硫燃油极端上涨
行情，都与地缘升级有较大关系。

今年 4月，乌克兰的袭击导致俄罗
斯炼厂约 90 万桶/天炼油产能、16 万
桶/天燃料油供应（75万吨/月）受损，叠
加 6—7月中东发电旺季燃油发电需求
强势，燃料油期价强势，后期随着俄罗
斯炼厂产能恢复，燃油期价回落。

今年 10月，伊朗、以色列的矛盾升
级，市场担忧中东石油供应中断预期下
燃料油期价强势，后期随着地缘冲突降
温，燃油期价回落。

近期，俄乌地缘冲突持续升级，俄
罗斯罗斯托夫州新沙赫金斯基炼油厂
受到袭击，同时随着俄罗斯、伊朗原油
价格不断接近基准石油价格，美国强
化对俄罗斯石油制裁，导致市场买家
对俄罗斯燃料油采购谨慎，更青睐于
合规资源。这些因素导致：FU 期价独
立于 SC、LU 走强，裂解价差走高；FU
近月内外价差迅速拉大；FU 月差迅速
拉大，FU 期货品种很好地反映了地缘
冲突以及制裁升级导致的国内高硫燃
油供不应求的基本面。

展望后市，俄罗斯本国炼厂每周
开工率创 8 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12 月，俄罗斯
—亚洲、俄罗斯—中东燃料油到港大增，中东—亚
洲燃料油到港大增，新加坡燃料油库存达到八年同
期高位。我们认为，当前亚洲高硫燃油市场供过于
求，制裁担忧导致买家大幅减少，浮仓在东南亚堆
积。历史上看，制裁期间伊朗原油浮仓大幅增加，
折价销售可有效帮助浮仓下降，预计后期折价销售
增多国内高硫燃油供应紧张局面将大幅缓解，内外
价差也将恢复至正常水平。

此外，低硫燃油需求持续受到冲击。一方面，
2022 年 12 月 IMO 通过的《MARPOL》附则 VI 修正
案，地中海排放控制区的硫含量相关修正案于今
年 5 月 1 日提前实施，这是继波罗的海、北海、北美和
加勒比海 ECA 之后，由 MARPOL 附则 VI指定的第
五个 ECA，机构预估更 严 格 的 硫 含 量 排 放 要 求

（0.1%）将导致该地区高硫燃油船用需求（安装脱
硫 塔 船 只 受 益）从 60 万 吨/月 增 至 66 万 吨/月 ，
MGO 增加 32 万吨/月，ULSFO 增加 8 万吨/月，低
硫燃油从90万吨/月降至 44 万吨/月；另一方面，新
加坡 LNG、生物燃料需求快速提升。我国自今年
12 月 1 日实施取消 UCO（餐余用油）出口退税和部
分成品油出口退税率由 13% 降低至 9%，国内 UCO、
成品油过剩加剧，成品油弱势或拖累低硫燃油。同
时，UCO 调和的 B24 生物船燃对低硫燃油需求的替
代也将加速。截至 12 月，我国已有 6 个完成船用生
物柴油加注的港口为宁波舟山港、广州南沙港、深
圳蛇口港、厦门港、青岛港以及连云港。低硫燃油
当前面临的是成品油弱势以及新型燃料的替代，需
要供应端贡献更多减量。我们注意到，11 月国内
低硫燃油产量大幅下降，12 月东北地区低硫渣油转
产沥青，低硫燃油供应压力逐步缓解，短期呈现供
需双弱局面。

（作者为中信期货化工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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