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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江苏电力公司：

坚决扛起央企责任担当

稳基础

奋力保障能源安全

日前， 国网江苏电力与省发

展改革委联合组织 2023 年迎峰度

夏电力负荷管理实战演习， 进一

步检验电力负荷措施全链条协同

处置、 全环节闭环管理和全资源

快速响应能力。

随着经济不断复苏向好，江苏

用电负荷、 用电量稳步增长。 5 月

29 日，江苏电网用电负荷突破 1 亿

千瓦，达到 1.0097 亿千瓦。 这是江

苏电网历史上首次在 5 月负荷破

亿，比去年夏季提前 19 天。 7 月 12

日 ， 江 苏 电 网 最 高 用 电 负 荷 达

1.279 亿千瓦， 超去年同期最高值

150 万千瓦。 据预测，今夏江苏电网

最高负荷将达 1.4 亿千瓦。 为保障

电网运行安全稳定，国网江苏电力

开展 13 项主电网、1221 项配农网

迎峰度夏工程建设， 并于 7 月 2 日

全部建成投运。

充分发挥大电网资源配置作

用，是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的重要举

措。 目前，江苏新能源发展迅速，装

机容量超 5700 万千瓦，其中 99%的

风电和 67%的光伏分布在长江以北

地区， 而负荷中心位于长江南岸，

江北的清洁能源主要依靠省内 5

条过江输电通道送往江南消纳。 7

月 2 日，国内规模最大新能源跨长

江输送通道———泰州凤城至无锡梅

里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

有效提升江苏境内新能源过江输

电能力约 30%， 最大年送电量可超

过 260 亿千瓦时。

当前，江苏电网形成“一交四

直”特高压和“七纵七横”500 千伏

电网混联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

调发展的坚强智能电网，为区外电

力资源“送进来”和省内电力资源

互通互济，进而支撑全省用电高负

荷提供了保障。

同时，国网江苏电力探索改造

现有线路、 增强输电能力的途径。

扬州———镇江±200 千伏直流输电

工程是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由交流

输电改造为直流输电的工程，将现

有的五峰山长江大跨越交流输电

通道改造为直流输电通道，工程建

成后输电能力由原来的 30 万千瓦

增加到 120 万千瓦， 远景输送能力

可提升至 360 万千瓦， 将打破省内

“北电南送”输电容量瓶颈。

电网运行， 精益运维才能保安

全。国网江苏电力大力推广不停电作

业，2022 年全省用户平均停电时间

缩短 1.01 小时，同比减少 32.58%。

强服务

增添经济发展动能

6 月 17 日晚，随着 3 台主变压

器送电成功，晶澳（扬州）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220 千伏晶辉变电站提

前投运。 晶澳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和组件一体化生

产基地之一。 该企业光电池及组件

项目被列为今年省重大项目，建成

后将具备年产 10 吉瓦高效率太阳

能电池片的生产能力。“供电公司

的超前高效服务，为我们尽快抢占

市场先机提供了坚实保障。 ”晶澳

公司工程动力部经理蒋玉清说。

项目落地， 电力先行。 3 月 22

日，国网江苏电力发布重大项目电

力服务方案，面向 2023 年江苏省重

大项目清单所列的 220 个实施项目

和 45 个储备项目，提供保障，助力

重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根据方案，供电服务“早介入”

是第一步。 针对重大项目配套的外

线工程， 国网江苏电力对内建立联

合办公机制，做到立项、招标、评审、

建设等环节“随到随办”；对外与政

府部门、 用电企业共同建立联商联

办沟通机制， 精准掌握信息并落实

项目用电需求。 目前，江苏省企业客

户从申请办电到正式接电的平均时

长较 2020 年前压缩近 40% ，124 个

重点项目用电申请已被受理。

电力市场化改革是国网江苏

电力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

措之一。 该公司已建成大规模、多

周期、 多主体的电力市场体系，推

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用电成本，推

动电力市场发展再上新台阶 。 以

2022 年为例，江苏参与市场交易用

户 10.4 万户， 数量居全国第一；市

场化电力交易达 4210 亿千瓦时，超

过当年江苏全社会用电量的一半。

目前，国网江苏电力累计为实体经

济释放改革红利 282 亿元。

国网江苏电力还充分利用电

力大数据资源， 加强全省用电监

测，完善“全省复工复产用电大数

据云网” 智能联动分析模块功能，

加强全省用电监测分析，为政府多

维度掌握企业复工情况和指导企

业有序复工，提供科学研判和决策

的依据，助力企业稳定生产。

攀高峰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7 月 27 日， 在国网淮安供电公

司输电集中监控中心大屏上，可视化

监控装置自动推送显示，在 500 千伏

某线路 7 号塔附近，一台起重机正进

入线路通道管控区域。数字电网平台

实时跟踪计算起重机行进轨迹以及

吊臂与线路距离，并向邻近变电站内

部署的巡检无人机固定机巢自动派

发工单。无人机随即起飞抵达现场展

开喊话， 仅用时 15 分钟就阻止了威

胁线路安全的起重作业。

这样的精准、高效运检工作，得

益于今年初国网江苏电力推出的全

国首个全息数字电网，覆盖 10 万公

里架空输电线路、28 万基输电杆塔

以及地形地貌地物等数据。“全息

数字电网是将真实电网在数字空间

以数字孪生的方式， 一比一三维立

体还原和数字化全景呈现。 ” 国网

江苏电力设备部副主任吴强说 ，

“我们运用三维激光点云采集 、数

字高程模型、 高精度测绘等技术，

为每一条线路、 每一基杆塔、 每一

个部件都赋予了专属的三维坐标，

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 ”

长期以来，国网江苏电力瞄准

能源电力科技制高点， 以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为中心，抓牢“攻关示范”

和“基础支撑”两条工作主线，加快

先进能源技术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应用， 助力江苏打造创新成果策源

地。 近两年， 国网江苏电力建成企

业级实时量测中心， 研发上线全链

路监测工具； 升级电力北斗、 人工

智能等新型数字平台，建成无人机

跨专业协同巡检示范区； 首次成功

应用卫星巡视技术，完成长达 1600

公里的特高压等重要输电通道的巡

检任务； 创新智能动态预测技术，

首次实现千万千瓦级大规模风电群

功率集中预测……一系列举措，加

快电网数智化转型发展。

国网江苏电力还加速传统业

务的数字化转型， 加快标准制定国

际化进程。 不久前， 主导编制的 2

项国际标准发布，4 项国际标准提

案获批准。 目前累计获批 4 个国网

公司实验室、13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

心，4 家单位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 通过持续推进“光学麦克

风”“图计算 ” 等国家重点项目研

发，不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 ，并编

发“新技术推广应用目录”，落实 29

项重点技术项目和应用计划， 实施

成果转化项目 300 余项。

（梅剑飞 黄蕾 陈诚）

国网河南电力公司：

加大特巡特护力度

应对强降雨考验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7 月 28 日以来，河

南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 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加强防范，累计投入运维、特巡、抢修等

防汛应急人员 1758 人， 派出抢修车辆 407 辆、

应急发电车 15 台， 部署应急发电机 200 台，全

面做好防汛保供电工作。 截至 7 月 31 日，河南

电网运行平稳。

国网河南电力启动防汛应急Ⅳ级响应，

省、市两级生产管控中心全面汇集各级电网设

备生产信息 ， 全天候高精度监测预警电网设

备， 超前配备抢修力量， 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

事件； 加强对可能受台风和暴雨影响的变电

站、 换流站设备的防汛封堵和物资检查， 开展

雨中、 雨后站内外特巡； 提前清除重要站线附

近高大树木、飘浮物，清除外力破坏隐患。 针对

特高压通道， 该公司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同时在地势较低的电缆隧道出入口安装挡水

板，强化配电站（房）防汛运行管理。

郑州供电公司对出现暴雨地区的 326 条输

配电线路、426 座变配电站房开展特巡特护，重

点核查变电站 、地下配电站（房）等地防汛措

施。洛阳供电公司组建了 73 支应急抢险抢修队

伍， 在受暴雨影响的 110 千伏胜利变电站等重

要电源点安排 24 小时值班与定期特巡，全天候

监控站内雨情水情。

国网河南电力将持续做好防汛保电各项

工作，全省 1900 多个抢修站点 700 多支抢修队

伍随时待命 ， 各级供电服务中心增强值班力

量，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可靠供电。

（霍鑫）

近日，我国首个输电移相器工程———扬州 110 千伏平安变移相器示范工程在宝应投

运，可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 10 万千瓦，相当于当地总用电负荷的 16%，有效保障夏

季高峰用电，为国内用电需求大、新能源装机多、电网饱和度高等地区新能源就地消纳能

力的提升提供了更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

的“国之大者”。 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

源安全和保障能力。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电网企业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领

航定向。 作为最大的驻苏央企，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立足江苏实际，抓好能源安全保

供、优质电力服务、科技创新应用，全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更大力量。

三峡集团与怀柔实验室

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并成立共建研究机构

7 月 30 日，三峡集团与怀柔实验室在京签

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并宣布三峡可再生能源

研究院有限公司、 怀柔实验室可再生能源研究

中心成立。 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于英

杰， 三峡集团董事长、 党组书记雷鸣山共同为

共建研究机构揭牌并讲话。 怀柔实验室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 三峡集团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王良友， 科技部有关司局、 北京市科

委、中关村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仪式。

怀柔实验室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核

心技术创新者和能源革命的助力者。 三峡集团

是全球最大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清洁

能源集团， 成立三十年来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

第一动力， 肩负着在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升级和

创新发展中承担引领责任的历史使命。

于英杰表示，怀柔实验室和三峡集团共建

研究机构是双方共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双方要强

化国家使命导向， 锚定国家重大战略目标，聚

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关键

核心技术的攻关，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加速形成重大科技成

果， 推进科技成果产业转化， 有力支撑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构建和实现碳达峰、 碳中

和战略目标。 同时，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根据项

目实际需求创新引人用人机制， 探索新型举国

体制的实践路径， 共同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雷鸣山表示， 三峡集团与怀柔实验室共建

研究机构， 对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提升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峡集团将

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狠抓协议落实

落地， 充分发挥怀柔实验室体制机制优势、人

才优势和三峡集团产业优势、 集成创新优势、

应用场景优势， 加速建好创新平台， 全力抓好

科技攻关，更好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 努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

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贡献更多三峡力量。

怀柔实验室与三峡集团共建的研究机构正

式迈入组建运行阶段 。 共建双方将紧紧围绕

“四个面向”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需求，在系统性

体系化科研攻关上强强联合， 在打造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上携手同行，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共

绘画卷，续写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为

建设能源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雷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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