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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6月以来，全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带动用电负荷激增，部分地区用电高峰提前到来，这对于能源供应特别是电力供应带来挑

战，迎峰度夏期间区域性、时段性供需矛盾仍较为突出。

眼下，各地发电企业正全力以赴做好燃料保障、跨省跨区电力支援、机组运维检修等各项工作，保障能源大通道安全稳定运

行。风能、太阳能、水电、火电等各类机组“马力全开”，推动各类电源稳发增供，为经济企稳回升提供电力供应保障。

迎峰度夏进行时，电力互济促保障迎峰度夏进行时，电力互济促保障

本报记者 李娜

从东北到西南，在华北、西北两次中转，

历经 2000多公里长途跋涉，最终抵达四川，

点亮炎热夏季的黑夜……这是“东北电”首

次开启的新旅程。

今年入夏以来，伴随着持续高温，作为

我国水电第一大省的四川，水电发电量不容

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省水

电发电量在第一季度保持 13.8%的增长，4

月当月便下降 11.9%，进入 5 月后直接由正

转负，总体下降 1.5%。

跨省跨区余缺互济

四川在去年曾经历一场广受关注的“缺电

潮”：彼时，正值夏季高温时期，且降水量显著降

低，各大流域来水锐减造成水电发电出力骤

减。极端高温导致用电负荷激增，叠加丰水期

来水偏枯导致其面临缺电窘境；同时，作为西电

东送的重要省份，在自身缺电的情况下，四川也

难以外送电力满足其他省份电力调控需要。

今年，四川省电力系统未雨绸缪，提前

为迎峰度夏期间“买电入川”做了扎实准

备。记者了解到，当地正按照最大通道能力、

最优送电方式的“两最”要求谋划外购电力，全

力保障电力供应。业内专家认为，随着电力需

求不断增大，需要加强电力保供的“组合拳”，

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同时协调跨省跨

区余缺互济，确保能源供应、保障能源安全。

记者了解到，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具体负责

组织落实外购电交易。自 2020年 6月，四川电

力交易中心股份制改造后，已引入 17 家投资

者，成为独立规范运行的股份制交易机构，发

电、售电和购电三方可在此自由交易。

截至目前，在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注册的电

力市场主体超过 4.4 万家，今年省内市场化交

易电量将首次突破 2000亿度。

丰水期仍要外购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四川向省外买电，主

要以德宝直流（德阳—宝鸡）、渝鄂直流（重庆

—湖北）通道为主，再通过川渝 500 千伏通道

入川。为了保障最大通道能力满功率运行，四

川采取了多项措施。针对德宝直流，原本四川

要向陕西、甘肃送电 5.25 亿度，但为了紧急应

对 6月来水异常偏枯的局面，四川开始协调陕

西、甘肃削减四川外送计划，陕西、甘肃两省不

仅将四川送电量全部削减，还全力增送电力入

川。渝鄂直流则将来自湖南、湖北、河南、宁

夏、新疆等地区的电量，全力送到四川。

“丰水期外购电力，对四川来说前几年几

乎不需要。”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总交易师张勇

林称，过去，丰水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组

织外送来解决四川的富余水电消纳问题。近

年来，随着四川省内用电负荷的快速增长，丰

水期外购已成为解决度夏高峰时段电力、电量

缺口的重要手段。

记者了解到，西北地区距离四川较近，能

源富余量多，是四川主要购电区域。然而，今

年全国电力需求旺盛，西北电市场紧俏，较难

满足四川晚高峰用电需求。

“我们到全国各地跑了一圈，寻找能够在

夜间为四川供电的区域。”张勇林说，最终他们

“找到了东北电”。

实施“曲线入川”策略

今年 6月，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成功通过中

长期交易买入来自黑龙江的电量 1.35亿度，实

现“东北电”首次入川，这也是四川向省外买电

距离最远的区域。

此外，当地还分两次买入了来自辽宁的电

量共计2.2亿度。在晚高峰时段，“东北电”有

力支撑了四川电网的高峰负荷，四川也将东

北地区作为当前和今后省外电力支援的新增

重点区域，先后赴辽宁、吉林等地对接迎峰度

夏以及后续长期购电事宜。

张勇林说，东北地区是目前全国电力供

应较为充足的区域，加之东北地区入夜较

早，晚上 8 点左右用电晚高峰基本结束，富

余电正好可以支援四川用电晚高峰。然而，

东北地区与四川距离较远，没有直连的输电

通道。为了争取到晚高峰稀缺的“东北电”，

在国家电网公司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调下，

依托“大电网、特高压”在全国资源优化配置

中的支撑作用，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实施了

“曲线入川”策略。

据悉，虽然“高峰缺电”的现象一直存在，

但是在部分月份、部分时段，四川仍存在水电

富余的情况。为了用好宝贵的富余外送能

力，经政府主管部门、电网公司多次会商，决

定将四川富余水电组织外送。同时，四川也

将在用好西北日间富余外送资源前提下，通

过丰枯互济、日内分时互济、大水电电量置

换等方式，争取东北、华北、华中各省电源及

通道支持，最大程度补足四川主网晚高峰、低

谷电力电量缺口。

水电第一大省四川用电负荷创新高，电力外购成保供重要手段

“东北电”跨越2000公里首次入川

国内规模最大超高压跨江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为长三角地区夏季电力供应提供保障

苏北“清洁电”送苏南
本报记者 黄洪涛 本报通讯员 黄蕾

新建两座 385 米超高输电铁塔、跨越长

江档距 2550米、线路总长 178公里……近日，

国内规模最大的超高压跨越长江输变电工程

——江苏泰州凤城至无锡梅里 500千伏输变

电工程建成投运，预计最大年送电量超260亿

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一年的用电量。

随着这条高等级过江输电通道的加入，

苏北地区丰沛的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将源

源不断送至无锡并辐射至苏州、常州等苏南

城市，为长三角地区夏季电力供应提供坚实

保障。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江苏用电高峰提前

到来，5 月 29 日江苏电网用电负荷突破 1 亿

千瓦，这是江苏电网历史上首次在 5 月份负

荷破亿，比去年夏季提前了 19天。

“受全省经济持续向好叠加高温天气下

制冷负荷释放，今夏用电需求会更大。”国网

江苏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

汪志成说。

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根据相关预测，今

年夏季吴江最高调度用电负荷可达 490万千

瓦，同比增长 7%，依靠原有的吴江 500 千伏

变电站供电，已无法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用

电需求。

可喜的是，随着凤城-梅里过江输电通

道建成投运，江苏过江输电能力将提升 30%。

“这无疑为我们的芯片生产提供了更加可

靠的电力供应保障。”SK海力士半导体(中国)

有限公司电气负责人蔡红梅说，半导体晶圆生

产对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要求颇高，“有了

高质量电力，我们可以加足马力搞生产了”。

“高质量供电是企业所需。”国网江苏电

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许偲轩说，苏南地区

是江苏的用电重地，供电需求紧张形势已经

持续多年。

许偲轩介绍，在凤城-梅里过江输电通

道投运前，苏南地区的用电需求主要通过三

个渠道满足：第一，通过本地常规电源建设、

区外来电、本地光伏就地开发利用、分区互供

等措施，保障苏州无锡地区供电；第二，通过

建设皖苏电力通道，将安徽地区电力引入江

苏南部，作为本地电力的补充；第三，利用已

建成的过江通道，从江北引进电力。此前，江

苏已建成 5 条高等级过江输电通道，总体输

电能力超过 1800万千瓦。

在许偲轩看来，凤城-梅里过江输电通

道的建成投运，将极大提高江苏“北电南送”

能力，将沿海地区新能源直接送至苏州、无

锡，进而拉动苏南制造业用电和苏北清洁能

源建设规模双提升，实现双赢。

长期以来，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特征明显，

南北地区能源结构存在差异。风电、光电主

要集中在长江以北，99%的风电和 67%的光

伏发电分布在苏北地区；用电压力主要集中

在长江以南，仅“用电大户苏锡常”，2022 年

用电量合计达到约 3100亿千瓦时，占全省用

电量接近一半。

单就经济强市苏州而言，其背后是一张

超级电网：输电线路 1.34 万公里，变电站 548

座，供电容量排进全球城市电网前十；2022

年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1662 亿 千 瓦 时 ，占 全 省

22.5%，超过全国 12个省级行政区，居全国地

级市之最。

近年来，江苏大力发展新型电力和新能

源装备产业，“北电南送”需求越来越大。随

着一条条跨江输电通道的投运，“苏北窝电、

苏南缺电”的现象正在得到根本扭转。

“在江苏社会经济发展及省内电源开发

建设的不同阶段，过江输电通道的功能定位

也发生了转变。如今，随着‘双碳’目标建设

的推进以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能源逐渐

成为省内新增电源的主力，大量的清洁电力

需要通过过江输电通道从江北输送至江南负

荷中心。”许偲轩说。

《江苏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

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规

模，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全社会用电量中

的比重，推动可再生能源成为江苏“十四五”

能源增量贡献主体。根据预测，到“十四五”

末，苏北地区新能源装机量将超过 5000万千

瓦，“北电南送”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大。

武汉发布“电靓万企”电力保供措施
本报讯（记者张翀）7月 11日，武汉市“电

靓万企”启动仪式暨 2023武汉夏季电力保供

大会在国网武汉供电公司举行。记者从会上

获悉，该公司正式发布“电靓万企”的电力保

供 12条措施，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的可靠供电。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电靓万企”电力保

供 12条措施主要聚焦全力提升营商环境、全

力减少企业用能成本、全力强化电力保供，以

及全力服务武汉绿色发展等四大方向。

为全力减少企业用能成本，国网武汉供

电公司实施了 4 个方面的重要举措。分别

为：对 160 千瓦及以下低压小微企业办电推

行“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对大中型

企业实现办电接入“省时、省力、省钱”，持续

服务企业降低办电成本；深化转供电改革，严

控“转供电”增量，稳步推进存量转改直工作，

有效减少企业负担，实现电价优惠到户；搭建

供电企业、电力客户、金融机构互助合作的桥

梁。依托电网大数据，在办电用电各环节精

准为用户提供电力金融协同服务，打造电力

能源金融“金色名片”；建立“一个服务团队、

一套服务方案”的“保姆式”“一条龙”套餐服

务模式，主动帮助企业优化电费结构，从峰

谷、负载、变损等方面进行用能分析，全面助

力企业节能增效。

一座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绿电”

是重要动能。为全力推行“绿电”赋能企业发

展，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将积极做好新能源项

目并网服务，推动配套电网同步建设，打造整

县光伏示范。重点针对外贸型、高耗能等绿

电需求较高的企业，提供注册服务和交易指

引，助力绿电交易高效开展，减轻企业出口贸

易碳关税负担。

近日，随着气温不断攀升，湖南电网负荷创下历史新高。位于湘中地区的金竹山电厂共
有3台火电机组，装机容量180万千瓦，是湖南重点骨干火电企业。6月底以来，3台机组一
直处于满负荷发电状态。截至7月16日，厂区存煤近54万吨，可满足31天的发电需求。

图为金竹山电厂的工作人员在机房检查设备。 新华社记者 白田田 摄

“满发稳发”
迎战用电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