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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林河循环经济”

绿电装机将破百万

近日，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工程后续

火电灵活性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试

点项目 30 万千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吊装

成功， 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风机大规模

安装阶段，项目全容量并网后，霍林河循环

经济绿电装机将突破百万。

作为全球首个“煤 - 电 - 铝 ”循环

经济绿色产业集群， 该项目依托霍林河

地区丰富的风能、 太阳能和煤炭资源，

按照“以煤发电、以电炼铝、以铝带电 、

以电促煤” 的总体思路， 建设了包括年

消耗 1000 万吨劣质煤的 180 万千瓦火电

装机、 60 万千瓦风电装机、 15 万千瓦光

伏装机、 86 万吨电解铝产能以及配套自

备电网、 监控指挥中心， 实现了劣质褐

煤就地消纳。

此次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项目采用

的风力发电机组是迄今为止内蒙古自治

区首台变压器上置型的 6 . 7 兆瓦双馈式

风力发电机组， 将于 2023 年 8 月份正式

投产，投产后，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工程

的绿电装机将达到 105 万千瓦，占总装机

的 37% ， 大大提升了绿电消纳比例及产

业能源结构布局， 每年可输送清洁能源

35 亿千瓦时，节约标煤约 100 万吨，减少

各类含氧化物排放约 1200 万吨， 持续促

进霍林河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同

时，该公司积极探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以“源网荷储用”多能互补关键技术研究

为课题 ，建设环保经济 、安全可靠的新型

现代化智能电网。

近年来，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公司加

快推进电力低碳、清洁能源、绿色转型及新

能源高比例消纳工作。 通过在霍林河地区

开展火电灵活性改造、 光伏制氢、 新型储

能、智慧矿山、智慧制造等项目，持续打造

“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工程升级版，同时

运用“风 - 光 - 火 - 储”多能互补和“源 -

网 - 荷 - 储”一体化模式，以清洁低碳、高

效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 打造新型绿色产

业链条， 实现清洁能源的大比例消纳，为

“霍林河循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

动力。 (白楠楠 史兴旺 蔚鸿卓)

国网山西电力助力我国首个

“中国零碳村镇示范村”

落户芮城

近日，山西省芮城县庄上村被全球环

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农村部联合授予全国首个“中国零

碳村镇示范村”称号。

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是全球环境基

金 7 期项目，旨在加快中国农村零碳转型与

绿色发展。 项目以村镇为试点，通过开发农

村可再生资源， 实现可再生能源对传统化

石能源的全面替代。 庄上村采用“屋顶光伏

+ 储能 + 直流配电 + 柔性用电”的“光储直

柔”发电系统为全村村民供电。 该“光储直

柔”系统由 236 户共 2000 千瓦分布式光伏、

5 个分布式储能电站，以及配套直流微网构

成，采用“就地消纳、余电上网”模式，为村

民生产生活提供清洁能源。 该系统年发电

量 250 万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煤约 1000 吨，

除满足全村用电需求外， 每年还可上网外

送约 210 万千瓦时清洁电量。

国网山西电力积极服务项目并网，为

该村的 4 个台区配置专属柔性双向变换器

等设备，解决三相不平衡、电压波动等光伏

发电原生问题， 通过台区互联组成村级直

流微网，辅以分布式储能和柔性控制技术，

实现台区间功率互济。 同时， 创新调度方

式， 构建“5G+ 分布式光伏” 微网调控系

统，实现微网端、调度端数据实时交互，依

托业务报文验签、完整性保护等技术，根据

历史数据动态拟合功率曲线， 对光伏出力

进行分钟级预测、毫秒级调控，实现了分布

式光伏群调群控。 （张勇 张春娟）

快讯

北京地区绿色电力交易活跃

江苏如东

加快建设“风光气”

多元供给“能源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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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底， 笔者来到江苏如东洋口

港阳光岛中石油江苏 LNG 接收站码

头 ， 只 见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LNG 运 输

船———来自卡塔尔的“阿尔玛雅达”轮

已顺利靠妥泊位， 此次它送来的 11.5

万吨 LNG 大约可气化成 1.6 亿立方

米天然气， 供长三角地区居民使用 4

天。今年以来，该站已累计外输天然气

超 25 亿方。

“去冬今春 151 天的冬季供暖期，

接收站共接卸 35 船 300 万吨 LNG，常

态化保持 2700 万立方米 / 天高负荷

运行 ， 累计为 3 亿居民送去 42 亿方

‘暖气’。 ”中石油江苏 LNG 公司副总

经理、安全总监缪晓晨告诉记者，LNG

(液化天然气 ) 接收站是 LNG 进口、储

存、加工、外输的重要基础设施，被称

为天然气“粮仓”。 2011 年建成投产的

中石油江苏 LNG 接收站是国家天然

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重点民生工程，

同时也是江苏沿海首座清洁能源“补

给站”。

据了解， 该站现有 6 座 LNG 储

罐，总罐容 108 万方，存储、气化、外输

能力均为千万吨级，满库容情况下，可

储备 6.7 亿立方米天然气， 在冬季用

气高峰时期，能够保障 2300 万户家庭

连续 1 个月的用气量。 眼下，随着气温

逐渐转暖， 接收站进入了短暂的淡季

期，这段时期内，工作人员将对站内海

水泵、卸料臂等主要设备进行全面“体

检”，切实排查隐患、及时消缺，为即将

到来的迎峰度夏用能高峰做好准备。

冬供暖， 夏供冷， 纵观沿海能源

脉络图，关系着万千家庭“冷暖”的阳

光岛已成名副其实的“能源岛”。 在中

石油江苏 LNG 接收站西侧，江苏省首

个自建气源基地———江苏省液化天然

气储运调峰工程一期 3 座 20 万立方

米的 LNG 储罐已全部封顶，预计 2024

年 9 月具备全站联合调试条件， 全面

建成后最大储气能力为 4.8 亿立方

米 ， 最大日供气量可达 6000 万立方

米，可保障全省全行业 3 天的用气量。

在阳光岛的东南角，国内首个集 LNG

接卸储存、气液外输、装船转运等多业

务、 多功能于一体的 LNG 接收站项

目———协鑫汇东 LNG 接收站项目两

座 20 万方的 LNG 储罐已完成承台混

凝土浇筑作业。 该项目计划于 2025 年

上半年建成投产，达产后，预计每年能

为国家管网输送约 40 亿方天然气。 此

外，即将开工的华润 LNG 接收站项目

规划建设 4 座 20 万方 LNG 储罐 ，设

计年接卸能力超 600 万吨。 未来，4 个

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

洋口港口岸年接卸周转海外液化天然

气能力将突破 2000 万吨，折合气态天

然气约 274 亿立方米。

坐拥江苏 1/10 海岸线、全省最大

滩涂以及洋口港这座天然深水良港，

如东能源资源禀赋突出，多年来，不仅

支持了全省三分之一的天然气供应，

还是华东电网的重要电源支撑点之

一。“如东拥有亚洲最大的海上风电场

群，风电装机规模 562 万千瓦，今年一

季度， 风力发电上网电量为 34.82 亿

千瓦时， 截至目前， 绿电上网已超 40

亿千瓦时。 ”如东县发改委副主任张俊

介绍，自 2006 年全国第一个风电特许

权项目在如东投运以来， 该县新能源

上网电量已突破 560 亿千瓦时， 相当

于 2560 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逐风追光”尽显好风光。 在风电

产业阔步前行的同时， 如东还在发力

新的增长点，可利用面积超 10 万亩的

沿海滩涂便为集中式光伏项目提供了

广阔舞台。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如

东初步规划集中式光伏总装机规模约

280 万千瓦。目前，由华能 200 兆瓦、华

润 200 兆瓦、 中广核 200 兆瓦 3 个单

体项目组合而成的万亩渔光一体复合

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全面建成后，预

计每年可向电网输送绿色电力 7.5 亿

千瓦时。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 作为江苏省内最早布局清洁能

源产业的城市， 如东将牢记总书记谆

谆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

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稳

定、安全、绿色的能源供给。”如东县委

书记陈慧宇说， 将加快把海洋优势转

化为发展胜势，聚力构建多层次、多领

域协调发展的绿色能源产业格局，奋

力建设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 勇当长

三角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徐书影)

5 月 15 日，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

司会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本地市场化客

户开展 5 月份北京地区绿电交易会

商，推动次月绿电交易工作。 这是国

网北京电力配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健全绿电交易机制、扩大绿电交

易规模的一项举措。

近年来， 国网北京电力落实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一体四翼”发展布

局， 推进北京地区绿电市场建设，持

续开展绿色电力交易，满足本地不同

类型客户的绿色电力消费需求。

在总结绿电试点交易经验的基

础上，国网北京电力持续代理本地市

场化客户参与绿电交易 ，2022 年共

完成 9 场次绿电交易，达成交易合同

122 笔，成交电量 4 亿千瓦时。 今年

1～4 月， 北京地区达成绿电交易电

量 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 根

据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的电力交易

市场主体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2022

年北京地区市场主体的绿电交易满

意度为 100 分，处于“很满意”区间。

北京地区成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经

营区内省间绿电交易较为活跃的地

区之一。

国网北京电力以持续深化北京

地区电力市场建设为主线，以满足市

场主体需求、促进清洁能源消纳为导

向，将“建设首都特色的能源交易市

场，助力构建国网北京电力新兴产业

发展格局”列为重点工作，出台稳固

送电渠道、强化供需统筹、提供特色

服务等多项举措。随着北京地区绿电

市场机制逐步优化完善，各类示范性

绿电交易陆续开展。

2021 年 9 月， 国网北京电力成

为首批参与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

的单位之一，在全国率先实现本地市

场客户以电网公司代理的方式参与

省间绿电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的统一组织下，国网北京电力采用代

理冬奥场馆购电模式，高标准完成冬

奥场馆 8 次绿电交易。北京冬奥组委

获得国内首张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冬

奥场馆首次实现 100% 绿 电 供 应 。

2022 年 6 月， 国网北京电力首次协

调引入山西 1.84 亿千瓦时清洁能源

电力，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

区全绿电交易，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

打造高比例绿电应用示范区。

国网北京电力通过梳理京津冀

地区“点对网”直调电厂优质绿电资

源，配合政府相关部门优先保障首都

绿色用能需求。 为稳固送电渠道，该

公司从电网通道余量、地区外送意愿

等维度分析附近省份绿电进京的可

行性，排定优先级，明确省间绿电交

易协调重点事项，促成相关方签订省

间长期绿电供应协议。

国网北京电力强化供需统筹 ，

归集并向本地客户公开附近省份绿

电发电企业供给能力等信息，定期组

织签订双边需求协议，并按月汇集省

间绿电交易意向， 实行跨省调度、交

易联席会商，明确交易计划及绿电调

度通道，确保绿电交易合同执行。

另外， 国网北京电力综合考虑

绿电价格、交易电量、延伸服务等因

素，将绿电交易的用途分为服务重大

活动、示范工程、市场化客户三个类

别，提供特色服务。 该公司针对重大

活动绿电需求，根据活动地点打包组

织绿电交易，加速交易达成；针对北

京城市副中心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

建设等绿电需求，协调并争取发电侧

支持； 针对市场化客户绿电需求，定

期举行交易政策解读会，通报省间会

商交易结果， 优化客户绿电消费体

验。 （据国家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