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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董若溪

2024 年 12 月 20 日，220 千伏紫东—函
谷 II 回线路工程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2024 年电网建设任务
圆满完成。至此，2024 年河南电网共新增
线路 1665 千米、变电容量 1254 万千伏安，
河南电网网架结构进一步加强，供电能力
稳步提升。

近年来，国网河南电力逐年加大电网
投资力度，紧抓电网建设安全、质量、进度、
造价、技术、队伍“六个关键要素”，锚定标
准化、机械化、绿色化、数智化“四个建设方
向”，为建设美丽河南、加速中部崛起提供
了充足电力。

■■ 精益化管理
电网发展加速跑

“豫西—豫中电网优化系列工程是‘十
四五’以来河南省主网架开工建设的项目
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通道协调最复杂
的电网工程。”国网河南电力建设部主任胡
志华说。

自 2022 年 12 月开工建设以来，国网河
南电力坚持“进度服从安全、管理服务进
度”，对豫西—豫中电网优化系列工程开展
精益化管理，多次召开协调会，统筹调配资
源力量，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全力推进工
程建设，累计优化调整路径方案 15 次，避
让文物遗址 20 余处、生态敏感点 7 处，合规
使用林地 138处、压矿 2处。

国网河南电力建设部副主任朱汉伟
说：“我们针对线路与高铁、高速、石油管线

等交叉跨越 20 余次、55 条线路需停电施工
等难题，大力实施‘昼夜不间断作业’‘零点
工程’，高峰时段同步开展 11 项作业、同时
投入 600 余人，在确保人身和电网安全的
前提下，最大限度加快工程进度，减少停电
改造和跨越施工时间。”

经过 2 年的持续攻坚，2024 年 4 月 18
日，洛阳马寺—郑州惠济 500 千伏线路一
次送电成功，标志着豫西—豫中电网优化
系列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较原计划提前 75
天完成。工程投运后，豫西电力外送能力
由 370 万 千 瓦 提 升 至 520 万 千 瓦 、增 长
41%，可有效满足三门峡地区新能源电力
消纳外送需求，进一步提升了河南电网供
电保障能力。

此外，2024 年国网河南电力还投运
500 千伏周口南、港区东工程及中州时代
配套工程，为河南最大内河港周口港发展、
郑州航空港比亚迪工厂、中州时代重点项
目建设提供可靠电力支撑；建成 500 千伏
嘉和第三台主变扩建工程，可提升洛阳地
区 70 万千瓦供电能力，全面满足洛阳副中
心城市建设需要，为中原经济发展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

■■ 机械化施工
激发保供新动能

“近年来，河南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电
力负荷增长不断加快。电力保供要求更
高，新能源项目大量上马，电网建设进入大
规模、快节奏、高标准的新常态。”国网河南
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胡军台介绍。

机械化施工是保障电网工程高质量推

进的“不二法门”。对此，国网河南电力积
极构建“管理+技术+装备”三核驱动工作
模式，大力推广机械化施工，累计印发编制
覆盖各环节的管理文件、技术原则和设计
图册等 24 项管理技术创新成果，购置并应
用深基坑作业一体化装置、落地抱杆、旋挖
钻机等先进施工装备，全面实施吊车或落
地抱杆组塔，一批“小、灵、快、能”工器具实
现规模应用。

截至目前，河南省平原地区架空输电
线路工程全过程机械化率超过 96%、山区
突破 73%，变电、电缆工程全过程机械化
率均超过 95%，电网建设现代化转型步伐
坚实有力。三年来，国网河南电力共完成
装备提升资金 2.6 亿元，通过推广预制装
配建设、全栓接等技术，打造“零焊接、零
叠装、零涂刷、少湿作业”现代化施工现
场 ，新 建 变 电 站 建 构 筑 物 装 配 率 达 到
99.4%、预制率达到 100%，电网建设方式
进一步升级。

■■ 数智化赋能
民生用电有保障

“电网建设管理链条长、设计环节多，
涉及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传统基建管
理模式需要人工录入各类信息资料，存在
数据重复录入、多头报送、数据孤岛难以贯
通等问题。”国网河南电力建设部二级职员
鲍俊立说，“仅电网建设电子归档，平均每
项常规输变电工程就需要归档 509 种过程
资料，员工面临大量的数据录入工作。”

为提升电网建设质效，国网河南电力
积极践行数智化要求，全面应用数字化管
理平台，推动 9 个专业 12 个源端业务系统
集成贯通，实现 66 类 4964 项数据共享共
用，大幅减少数据重复录入；优化线上应用
场景，现场作业环节开票效率提升 75%，站
班会时间由 45 分钟缩短至平均 2—5 分钟；
支持工程档案在线生成、自动归档，实现业

务单轨运行，审批盖章类业务平均处理时
间由 3-7 天大幅缩短至 1—2 小时，有效减
轻基层负担、提升管理效率。

国网河南建设分公司负责人贾胜超
介绍：“我们还研发了工地数字化全景平
台，自动推演全过程施工工序，智能研判
管线布放冲突、设备吊装碰撞等潜在问
题，动态调整施工方案，保障施工计划稳
步推进。”

2024 年夏季，河南省最高用电负荷首
次突破 8000 万千瓦并创历史新高，成为全
国第 5 个用电负荷突破 8000 万千瓦的省级
电网，坚强网架为民生用电提供了鼎力支
撑。据统计，三年来，国网河南电力累计完
成主网建设投资 318.1 亿元，投产 110 千伏
至 500 千伏工程 542 项、开工 576 项，新增
线路长度 7584 公里，变电容量 4597 万千伏
安，500 千伏变电站跨越 50 座“大关”，全面
满足“十四五”以来超 1600 千瓦的用电负
荷增长。

■黄一哲 杨培斌

2024 年 12 月 31 日，天津电力交易中心组
织完成 2025 年年度交易工作，其中绿电成交电
量 134.14 亿千瓦时，同比 2024 年年度绿电交易
增长 168%。与燃煤相比，绿电的应用可减少标
准 煤 燃 烧 约 164.86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约
944.48万吨。

近日，天津市工信局印发新版《天津市绿
电交易工作方案》，进一步完善绿电交易市场
体系，加强绿电市场与中长期市场的协同与融
合。在政策支持引导下，天津绿电市场正迎来
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年期”绿电交易将成
为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

依托 2024 年 6 月成立的天津市绿电绿证
服务中心，天津电力交易中心打造全体系政企
协同绿电绿证服务举措，积极扩大省间低价绿
电资源、打磨省内绿电市场机制。天津电力交
易中心交易部主任畅雅迪介绍：“近日，我们达
成 2025—2029 年甘肃送天津的省间绿电交易，
累计成交绿电电量可达 172.55 亿千瓦时，年平
均电量 34.51 亿千瓦时，其中包括天津市首笔、
国网首批跨区域的将发电企业资源直接贯通
至绿电需求用户的‘多年期’绿电交易。”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天津新能源装机以
及企业绿色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2024 年
12 月 31 日，全国首个防波堤风电项目——华能
天津港东疆北防波堤风电一期项目正式并网
发电，实现了陆域国产大型风机防腐防盐雾技

术在防波堤上的首次应用。“仅 12 月，我们已经
服务 6 家新能源企业的 20.3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
并入电网。2024 年全年，我们共服务 291.4 万
千瓦新能源装机并网，有效支撑新型电力系统
的高质量发展。”国网天津电力调控中心水电
及新能源处副处长刘颂说。

2025 年，天津电力交易中心不断开发绿电
交易品种，拓展甘肃、锡盟二期、京津唐电网送
天津 5 年期绿电交易，山西送天津 3 年期绿电
交易，以及天津本地 5 年期等长期绿电交易。

“2024 年我们企业已经完成了 100% 使用绿电
的目标，实现了算力与绿色电力的一体融合，
未来‘多年期’绿电交易为我们企业提供了持

续稳定的绿电资源保障，进一步增强绿色算力
供给水平，助力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国家超
级计算天津中心运维部部长杨杰说。

自2021年全国绿电市场启动以来，天津电力
交易中心持续深度挖掘绿色能源消费潜力，不断
拓展绿电交易渠道，丰富多周期绿电交易品种。
经过4年的不断探索和迭代，绿电交易向更长周
期延伸。畅雅迪介绍，截至目前，天津绿电供给
资源能够充分满足天津本地企业对绿电的需求。
天津绿电市场已经加速迈入“多年期”，天津电力
交易中心将持续优化提升绿电交易组织和市场
服务，通过电力市场化交易加速清洁能源消纳，
为天津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 2024 年 12 月 29 日 22 时 17 分，随
着 750 千伏大漠变电站全站设备带电运行，青
海“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送出配套电网
项目——750 千伏丁字口输变电工程竣工投
运，青海新能源开发利用和能源电力保供再添
一条“绿电高速路”。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增
强青海海西地区主网架结构，提升区域电网供
电可靠性和新能源消纳水平，推动青海新能源

高质量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绿色转型。
750 千伏丁字口输变电工程位于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冷湖镇，是服务国
家“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加快打造
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的重点能源工程。该工程
于 2023 年 8 月开工建设，工程本期新建一座
750 千伏大漠变电站，建设 2100 兆伏安主变压
器 2 组，建设 750 千伏线路 2 条连接至 750 千伏

鱼卡变电站，建设 330 千
伏线路 10 条连接至周边
新能源汇集站和主电网
变电站。工程投运后可
满足茫崖冷湖风光气储
一体化园区新能源送出
需要，服务国家“沙戈荒”
大基地项目及省内其他
重点能源项目 400 万千瓦
风电的接入，并为后续青
海海西地区新能源开发
预留了空间。

“在‘沙戈荒’大基地
项目全面开建后，青海新

能源装机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近 3 年新增新
能源装机超 2000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翻
了近 1 番。我们全力服务‘沙戈荒’大基地建
设，开工建设 750 千伏昆仑山、红旗等 15 项配
套电网工程，更好满足新能源并网消纳需求，
促进电力系统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国网青
海省电力公司建设部主任何恩家介绍，750 千
伏丁字口输变电工程的建成投运，将青海 750
千伏骨干网架向西拓展 230 公里，打通柴达
木盆地西北部与青海主网送出通道，加速构
建青海海西地区绿色电网“生态圈”。

“十四五”以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逐年
扩大电网投资额和建设规模，累计投入电网建
设资金 356.4 亿元，新建和续建 35 千伏及以上
电网工程项目 257 项，加快建设玉果二回线路、
哇让抽蓄电站等重点能源工程，推动实现省内
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通道纳入国家规划。同
时，统筹兼顾好水电与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
深化应用多能互补协调调控技术，完善源网荷
储协调平衡策略，提升电力交易服务水平，更
好地服务青海能源保供大局，助力国家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建设。 （周磊 张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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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4 年 12 月 27 日 21 时 01 分，随着
220 千伏彰武光伏治沙电站五家子升压站 3 号
主变带负荷、差动保护测试正确，哈丰线、五哈
线成功送电，标志着国网阜新供电公司承建的
华能阜新彰武 50 万千瓦光伏治沙示范项目 220
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光伏发电项目同步并
网，比工程预期提前了 8 个月。该项目推行的

“光伏+治沙”模式为全国荒漠化生态治理提供
了可借鉴的新思路与新方法，为推动生态修复
与新能源产业融合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光伏项目能提前并网，得益于供电公司的
全力支持。电力员工冒着严寒保工期、加班加
点赶进度，为光伏项目加快并网提供了便利。”
华能阜新彰武 50 万千瓦光伏治沙示范项目的
项目经理马岩介绍，光伏治沙是通过在沙化土
地上建设光伏电站，抬高光伏板阵列高度、拉大
间距形成沙尘屏障，有效消减风速、减少沙尘危
害。同时通过板间种植农作物开展荒漠化治
理，实现光伏发电、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等多重
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为更好地服务光伏治沙项目，国网阜新供
电公司发挥属地优势，积极与各级政府对接，统
筹项目全流程管理，超前谋划光伏治沙项目接
网方案，优化简化项目审批流程，明确接网前期
关键环节，为其提供接入方案审核、并网手续办
理、项目建成后验收一条龙服务，确保光伏治沙
项目高效并网。该项目并网后，阜新新能源总
装机容量达 532 万千瓦，占全市发电装机容量
的 71.69%。

彰武县紧邻科尔沁沙地的南缘，是辽宁的
“风口”和“沙窝子”。彰武县因地制宜推出光伏
治沙项目，破解沙化地区人、地、生态间的矛盾，
构建“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生态治
理体系。华能阜新彰武 50 万千瓦光伏治沙示
范项目是光伏治沙新模式的代表项目，建成后
年发电在 8 亿千瓦时左右，可节约标准煤约 24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65万吨。

这一示范项目是构筑辽宁中部城市群生态
屏障的重点示范工程，配套建设的 220 千伏送
出工程是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4 年重
点工程。自 9 月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国网阜新
供电公司深化“政府主导、政企联动、共建共享”
的电网建设模式，成立新能源配套电网工程建
设专班，全过程跟踪协调解决工程前期及建设难题，克服气象、环境
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力推进工程进度，最终完成 99 基铁塔组立、31 千
米 220 千伏主供线路的建设。220 千伏送出工程投运后，将为彰武地
区提供优质电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并为后续生态治理、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

随着项目的顺利并网，一排排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们不
仅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更为辽宁中部城市群和京津冀地区筑起了
一道绿色屏障。这片曾经荒漠的土地正逐渐变为绿洲，成为光伏产
业与生态和谐共生的典范。 （魏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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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阜新彰武 50 万千瓦光伏治沙示范项目 220 千伏送出工程铁
塔组立现场。 魏晓丽/摄

图为信阳五岳抽水蓄能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程。 王存芳/摄

750 千伏大漠变电站全景。张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