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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探访投运15年的河口风电场

记录一座老风场的安全运维进阶之路
■本报记者 杨梓

■郭紫华 陈俊超

2024 年 12 月 28 日至 30 日，2024 年江
西省第二届消费品博览会在南昌举办。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组织 9 个定点
帮扶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参
加活动，获得本次活动优秀组织奖，公司
驻上饶市广丰区铜钹山镇高阳村第一书
记吁鹏、驻赣州市兴国县社富乡九山村
第一书记邱卫星等 5 位同志获驻村第一
书记优秀带货奖。

搭借全省消博会的大舞台，国网江西
电力将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延伸到终端，
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依托展位摆摊设
点，推广帮扶村优质农副产品 20 余种，现
场销售 2.83万元，采购意向 20余万元。

消费兴农是国网江西电力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的行动之一。今年以来，该公司
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国家电网公司
工作部署，多措并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健全组织体系，谋当下立长远。国网
江西电力派遣驻村工作队，遴选骨干人才
驻村帮扶，累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63名，驻
村队员118名，驻点帮扶92个村，帮扶群众
21.63 万人。公司驻村工作队深入一线了

解村情民意，结合帮扶村资源禀赋，协助村
两委制定发展思路。同时，千方百计拓展
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并结合公司实际需求，
通过工会慰问、食堂采购等方式帮扶农产
品销售。

发挥专业优势，改善农村用电。近年
来，国网江西电力聚焦农村地区用电需
求，大力实施配电网提升“123”工程，大幅
提升农网供电能力。以更加贴近客户和
快速响应诉求为目标，主动将供电服务网
格融入基层政府网格，延伸乡村供电服务
渠道，探索“自助、智能、驿站”式村网共建
模式。2024 年建设 626 个“村网共建”电
力便民示范点，解决农村供电服务最后一
百米问题。

奉献“电力爱心”，共建乡风文明。为
营造乡村治理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关心
关爱乡村学生成长成才，国网江西电力建
设 18 个“电力爱心超市”和 4 个“电力爱心
教室”，开展环境卫生清理、群众运动会、
慰问群众等活动 433 场次，发放 49.3 万积
分，以“小积分”换取“大治理”。

实施“授渔”计划，电靓和美乡村。国
网江西电力聚焦服务“三农”和乡村人才
振兴，充分发挥电力专业优势和优质培训

资源，实施“电靓和美乡村之授渔计划”，
提升农村地区电工类就业能力。该公司
计划分三年组织 1000 名有意愿从事电力
行业的驻点帮扶村及农村群众参加电工
专项培训，考取特种作业操作证，助力乡

村人才振兴。目前，该公司已组织 346 名
群众开展低压电工理论和实操培训，并安
排参加低压电工取证考试，以实际行动缓
解当前农村地区社会电工短缺的现状，塑
造公司“电靓和美乡村”特色品牌。

12月 28日，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驻上饶市广丰区铜钹山镇高阳村第一书记吁

鹏正在向参加江西省第二届消博会的顾客介绍来自当地的马家柚汁农产品。

电力驻村第一书记“出摊带货”亮相江西省消博会

国网江西电力多措并举助力乡村振兴国网江西电力多措并举助力乡村振兴

渤海湾畔，水碧天蓝。黄河入海口，
绿能澎湃。在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北部沿
海，198 台风机错落矗立，叶片在海风吹拂
下徐徐转动。

这里是华能东营河口风电场，装机总
容量 30 万千瓦，占地面积 2365.13 平方公
里 。 项 目 分 六 期 建 设 ，于 2009 年 开 工 ，
2013 年全部并网发电。截至目前，河口风
电场已安全稳定运行 5000 余天，自投产以
来，累计发电 72.17亿千瓦时。

近日，《中国能源报》记者来到河口风
电场，实地探寻一座老风电场是如何保障
场站安全稳定运行，并依靠科技创新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

■故障率稳步下降

据介绍，华能东营河口风电场年发电
量为 5.67 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5 万吨。项目利用
老河口盐碱荒滩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实
现了盐碱荒滩的高效利用，有效助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然而，项目建设初期，当地特殊地质给
工程带来诸多难题。据河口风电场场长胡
鹏飞介绍：“一方面，该地区的海水对水泥
以及钢筋具有极其严重的腐蚀性；另一方
面，这里属于滩涂，风机安装后，随着时间
的推移，设备可能会逐渐出现倾斜下沉的
现象，给工程带来安全隐患。”对此，项目团
队经过长期的研究，已实现在滩涂上建造
安全稳定的风机承重底座，并申请了专利。

在河口风电场，20 余人肩负着保障
198 台风机每日正常运行的重任。值得注
意的是，河口风电场最早的风电机组于
2010 年投入运行，随着设备的老化以及自
身存在的问题，诸如非计划停机增多、停
机时间延长、状态检修不够精细等情况时
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风电场的发电
效率和稳定性，如何实现安全高效发电成
为风电场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胡鹏飞表示，随着设

备的老化和自身故障问题的出现，他们积
极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技术改造措施，并建
立 24 小时消缺制度，同时选择在低电价、
低风速的时段进行检修消缺工作，通过这
些综合性的措施，全力提高设备的安全性
与可靠性。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当前风电
场的风机利用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故障
率连续三年稳步下降。

■解决“卡脖子”问题

风机数量众多，PLC 控制系统在对风
机运行监控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它如
同风机的“大脑”，指挥监测风机安全稳定
运行。

不过，长期以来，PLC 控制系统关键部
件对外依赖严重。“前年，一个简简单单的

模块大概几千块钱，但是供货期限得一两
年，风机怎么可能停运这么久？这就是典
型的‘卡脖子’问题。”胡鹏飞坦言。

胡鹏飞介绍，在这 198 台风机里，起初
有 99 台配备的是国外企业的 PLC 系统，但
后来该国外企业系统的 PLC 关键部件却
遭遇停产，部件发生故障时我们只能对原
有部件进行维修。但 PLC 的集成度非常
高，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维修难度极
大；二是维修后的部件使用寿命很短，根
本经不住长时间运行，以致故障率持续攀
升，设备的稳定性也越来越差，严重影响
了风机的正常运行和整体效益。

为推进电力基础设施自主可控，2021
年开始，中国华能自主研发的“睿渥”国产
化 PLC 风力发电机组主控系统在河口风
电场完成 98 台机组改造应用，属于全国

首批开展的风电机组 PLC 国产化改造项
目，投运机组的风机主控系统模块、控制
策略、调试软件完全基于国产化平台自主
开发，具有 100% 知识产权。

“PLC 国产化改造后，再也不存在供
货难的问题了。内置的程序也是我们自
己编写，真正实现了自主可控，摆脱了对
外依赖。”胡鹏飞感叹。

华能利津风电场场长助理刘鹏程同
样表示：“过去使用国外企业的 PLC 主控
模块，因设备停产只能进行维修使用，故
障率很高，差不多每三天就需更换一个主
控模块。实现国产化改造后，到现在没发
生过主控模块故障。以前绞尽脑汁想着
如何恢复主控模块的可靠性，这次改造从
根本上解决了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让风
力发电机组能够高效稳定地运行发电。”

目前，河口风电场风力发电机组的可
利用率大幅提高，经数据分析，总体故障
同比降低约 20%，主控系统相关故障同比
降低 85%，年发电量提升约 2%。

■打造无故障场站

目前在华能东营河口风电场，多个围
绕风机安全运行开展的创新性研究正在
积极推进。

“今年，我们在测风数据的采集方面
开展了一项工作创新。风电场通常安装
的是 80 米高度的桁架式测风塔，但这种测
风塔需要定期维护，且传感器出现故障就
需要人员攀爬上去进行更换，行业中多次
发 生 在 进 行 此 类 维 护 工 作 时 的 安 全 事
故。”刘鹏程介绍，风电场引入激光测风技
术，安装激光测风雷达装置体积不到 1 立
方米，测风高度最高可达 300 米。“它不会
像传统测风塔那样频繁出现传感器故障，
既保障了检修人员的安全，又提升了测风
系统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此外，针对风功
率预测系统，还引入多个气象源数据搭配
使用，再结合特定算法进行优化，提升测风
准确性，以便更好地指导现场检修工作。

目前，河口风电场的风机已运行十余
年，设备老化不可避免。在胡鹏飞看来河
口风电场未来工作将进一步围绕风机安
全性和可靠性来进行。“要着力解决可能
引起叶片折断、机舱着火的安全隐患，继
续推进风机机舱的安全改造工作，全力确
保其运行的安全性。同时，将继续推进设
备的国产化替代工作，保障备件及时供
应，实现降本增效。”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无故障运行场
站创建工作，也就是不再等到设备出现故
障停机后才进行检修，而是将工作前置进
行状态检修，避免出现非计划性的停机情
况。一方面切实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另一方面也能充分保证人员作业安全，避
免工作人员在夜间等不利条件下进行消
缺作业。”刘鹏程表示。

华能东营河口风电场。

本报讯  2024 年 12
月 31 日凌晨 2 时，海南省
重点项目、南方电网公司
重 点 工 程 海 南 CZ2 与
CZ3 海 上 风 电 220 千 伏
送出线路工程 220 千伏
申山线、浩山线和 220 千
伏山塘开关站及其配套
线路启动送电成功，首批
海南海上风电配套送出
工程全部竣工投产。至
此，海南电网 2024 年累
计投产 74 个主网项目，
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2024年海南
电网建设的海上风电送出
项 目 包 括 了 CZ1、CZ2、
CZ3 三 条 220 千 伏 送 出
线路工程及其配套项目，
总投资达 4.3635 亿元。

“海上风电作为清洁
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能
够显著提高清洁能源在
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
推动海南能源清洁化、低
碳化转型。为早日建成
送出线路工程，我们采取
超常规举措，科学调配有
效资源，加大施工力量和
机械投入，克服火山岩开
挖等施工难题，确保了项
目按期投产，为清洁能源
岛 建 设 再 注 入 强 大 动
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
建设分公司总经理效志
强介绍说。

据介绍，2024 年，海
南电网公司主动融入和
服务国家重大 战 略 ，紧
扣海南 自 贸 港“ 三 区 一
中 心 ”战 略 定 位 ，加 快
建 成 投 产 了 三 亚 南 山
电 厂 至 崖 城 220 千 伏 线 路 新 建 工
程 等 一 批 清 洁 能 源 送 出 项 目 。 同
时 启 动 了 海 南 电 网 公 司 主 网 项 目
建 设 攻 坚 专 项 行 动 ，强 化 政 企 协
调 联 动 ，加 强 内 部 协 同 ，推 动 电 网
建 设 全 面 加 速 提 质 。 先 后 投 产 了
文 昌 220 千 伏 霞 山 输 变 电 新 建 工
程 、220 千 伏 福 山 至 大 丰Ⅲ回 线 路
新 建 工 程 、海 南 星 之 海 35 千 伏 线
路新建工程等一批主网项目，有效
保障了海南自贸港加速建设的用电
需求，这些工程为海南能源转型和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坚实
保障。 （王妍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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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建成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 708万千瓦，同比

增长 246%，累计建成装机达到 1032万
千瓦，是全国首个新型储能装机突破

1000万千瓦的省区，跃居全国第一。

内蒙古在全面推动新型储能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力争做到“政策优、

建设快、运行好”。政策方面，印发《内

蒙古自治区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实

施细则（暂行）》。建设方面，组织实施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开展新型储能发

展专项行动。运行方面，构建以容量

补偿机制为基础，蒙西“容量补偿+现
货交易”、蒙东“容量补偿+辅助服务”

的储能盈利机制。图为内蒙古锡林

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100MW/400MWh
项目，由远景能源投建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