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高效能推动能源转型更高效能推动能源转型

国网江苏电力全力推进绿色低碳国网江苏电力全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发展

2月 28日，在白鹤滩至江苏±800千伏特高压虞城换流站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在安装“核心设备”换流变压器，保障白鹤滩入苏工程如期投
运。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重点工程，可将四川地区富余的清
洁水电输送到苏南用电负荷较大的地区，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近年来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
下，江苏积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立
足源网荷各环节平稳推进，全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更高效能推动能源
供应、技术、消费等方面适应转型发展，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提供更
加坚实的能源保障。

江苏南京电力工人巡视六合通威江苏南京电力工人巡视六合通威““渔渔
光一体光一体””现代渔业产业园现代渔业产业园，，保障光伏发电保障光伏发电
稳定稳定。。 杜杜懿懿 摄摄

江苏金湖县亚洲新能源电站江苏金湖县亚洲新能源电站 梁德斌梁德斌 摄摄

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江苏±±800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虞城换流站工程稳步推进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虞城换流站工程稳步推进
董小强董小强 摄摄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江苏苏州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能源站于江苏苏州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能源站于 20212021年年 33月正式投运月正式投运。。谢鹏谢鹏 摄摄
国网江苏综合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能源国网江苏综合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能源 e+e+平台进行运营项目数据监测和平台进行运营项目数据监测和

评估评估。。 杨杨默默 摄摄

2021 年 9 月 18 日，国网江苏淮安金
湖县供电公司员工在金湖水上森林公园
充电站指导客户充电。 梁德斌 摄

苏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常熟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的育苗基地检查全自动灌
溉、通风换气等设备的运行情况，确保育
苗基地用电顺畅。 倪瑞峰 摄

■ 加快“电网转型”，提升“绿
色”能源消纳能力

1月20日，国网江苏电科院完成如
东海上风电柔直送出工程海陆联调带功
率试验，验证了柔直系统功能与性能满
足设计要求，确保海上风电大功率安全
稳定并网。该工程是亚洲首个海上风电
柔直送出工程，建设容量1100兆瓦，由
海上风电场、海上换流站、陆上换流站
组成。

“双碳”目标下，保持风电、光伏等新
能源的持续发展成为江苏能源结构转型
的关键。江苏省内的新能源已从结构单
一、数量有限、零星分布的能源补充角
色，转变为品种多元、规模庞大、地域广
泛的重要支撑角色。目前，江苏单位面积
的陆上风电、光伏资源开发强度已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

截至1月底，江苏新能源装机总容
量已达约4400万千瓦，超过全省发电总
装机的1/4。“在‘十四五’期间，还将把
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装机占比提升
到37%左右，让新能源成为全省能源结
构的重要支撑力量。”国网江苏电力发展
策划部规划一处处长汪惟源介绍。

新能源项目不断上马，新能源发电
持续增加，那么在消纳方面，江苏又有哪
些“秘诀”，实现连续16年新能源发电全
消纳成效的呢？

持续优化电网结构，是保持电网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目前，江苏电网初步形
成以“一交三直”特高压、“六纵六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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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35千伏及
以上变电站3286座、输电线路10.4万千
米，进入特高压、大电网、高负荷时代。

为了解决“新能源装机多在江北、用
电负荷聚集江南”的特点，国网江苏电力
已经建成沿海二通道以及5条过江输电
通道，以满足新能源输出及江苏“北电南
送”的需要。

然而，仅仅依靠省内新能源难以满
足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一条
条电力“高速公路”将区外清洁能源不断
输送至江苏电网。据介绍，2003年投运
的±500 千伏龙政直流输电工程和
2021年投运的±800千伏锦苏直流输
电工程分别累计向江苏输电超2200亿
千瓦时和2800亿千瓦时，仅这两条线路
向江苏输送的清洁水电就超5000亿千
瓦时。

“5000亿千瓦时电量可供2亿户普
通居民家庭使用一年，相当于减少标准
煤燃烧2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9亿
吨。”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任苏
大威介绍，今年±800千伏白鹤滩—江
苏输电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提高西部水
电入苏的输送能力。

技术不断突破，是保障电网安全稳
定消纳新能源的法宝。

2021年，三峡—中广核如东±400
千伏柔性直流海上风电示范工程迎来并
网节点。“传统海上风电的并网调试是接
入电网获得启动电源。但是，柔直工程采
用直流输送方式，电网的交流电不能直
接成为调试启动电源。”牵头负责此次调
试工作的国网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
司电气技术中心主任袁超介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技术团队提出
此前业界从未尝试的方案——由机组在
海上自启动开展调试。技术团队打破常
规，采用自主研发的“黑科技”——海上
风电“黑启动”自供电调试技术，即在海
上搭建了由柴油发电机、风机、可变负载

装置、直流海缆等组成的微系统，并通过
实时动态调整保持电压、功率稳定，带动
风机从负荷变为电源，实现海上风机群
自供电，将以往的调试启动“电从网上
来”转变为“电从海上来”，将项目并网周
期缩短了半年。

长期以来，国网江苏电力将创新作
为驱动力，持续深化基础理论、行业关键
技术研究，在平台建设方面率先探索。

早在2018年，国网江苏电力就建成
了全国首个新能源发电数据中心。“我们
依托国家电网公共服务云，建立共享云
平台。摸清了江苏资源情况与发电规律，
为新能源发电调控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
案。”苏大威介绍。

目前，该平台已经接入全省3214台
风机和537座 10千伏及以上分布式光
伏运行信息，实现了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发电超短期10小时、短期3天、中期10
天的高精准预测。预计“十四五”末，江苏
新能源消纳能力将达到7000万千瓦，区
外来电引入能力超过4500万千瓦。

为进一步保障新能源安全可靠，省
市两级协同发力。1月14日，由国网淮
安供电公司牵头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
区域新能源快速功率控制系统试用成
功。该系统由控制主站、执行子站两部
分组成，前者部署在调度主站，后者安
装于新能源电站，并配备了淮安供电公
司首创的快速空滤控制装置。当监测到
新能源并网点频率、电压波动时，主站
随即通过高速通信网向子站下达调节
指令，从而远程抑制电网扰动，响应速
度达毫秒级。

近年来，国网江苏电力还加快打造
新型电力系统，通过建设坚强的交直流
混联主干网架、构建灵活的有源配电网
等举措，推进电网功能形态转型升级，进
一步提升电网消纳清洁电力的能力。

■ 加码“高效用能”，助力“绿
色”能源高效利用

在国网南京供电公司栖霞设计基
地，白天风机、光伏发电最大发电功率
16千瓦，晚上储能设备吸收低谷电，在
用电高峰时返供楼宇，预计年均经济效
益1万余元，减排二氧化碳18吨——这
得益于1月24日建成的多能协同低碳
智慧电力楼宇。

据悉，该基地始建于1997年，用能
设施老化，能耗偏高。2021年，南京供电
公司在该基地楼宇建设新能源发电、交
直流智慧用能系统，可全面监控和协调
多种能源供应，根据楼宇实施能耗，合理
调节储能设施充放电功率，保证建筑用
电和自发电相匹配。

这是国网江苏电力在楼宇能耗智能
化管控、能源高效化利用的又一次具体
实践。近年来，该公司着力在公共机构、
智慧小区、工厂企业等建筑推广综合能
效服务，取得一定成果。

2021年8月，国网江苏电力与江苏
省机关事务局签订公共机构能效提升合
作框架协议，通过能源托管服务推进公
共机构能源成本“零增加”、设备投资“零

投入”，带动全省公共机构能效提升，推
进节能减碳。

“我们以项目覆盖面广、成效认可度
高、数字化服务准为目标，全力打造低碳
建筑集群，构建能效服务生态。”国网江
苏电力营销部副主任甘海庆表示。

截至目前，国网江苏电力已为全省
13个地市共214家公共机构提供了能
效提升服务方案，实施各类项目60项，
累计节约用能折合标煤9377吨，相当于
减排二氧化碳2.4万余吨，全面提高公
共建筑能源利用率，提升智能化用能管
理水平。

提升综合能效水平已经成为社会各
界的共识。

位于淮安的悦丰晶瓷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玻璃器皿研发生产的高新技
术企业。2021年，国网江苏综合能源公
司为该企业提供节能诊断建议，帮助企
业建设10.7兆瓦分布式光伏，已于11月
底投运，预计该项目年均发电量达1052
万千瓦时，节省标准煤3442.8吨，减排
二氧化碳约8951吨。

在纺织行业，综合能效服务同样发
挥实实在在的效能。江苏是纺织业大省，
纺织业总产量始终保持在全国前列。大
型服装企业开展综合能源服务已经成了
降低运营成本和碳排放的妙招。

无锡红豆工业园的综合能源服务项
目是全国首个园区综合能源服务项目。
在工业园内，一排排厂房林立，机器轰隆
作响，工人们紧张忙碌着，一派热火朝天
的繁忙景象。

国网无锡供电公司为红豆工业园提
供能效定制服务，根据企业用能需求帮
助企业制定风、光、热、电等多能源综合
管理方案。经测算，定制服务每年可为客
户节省电量2104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
标准煤消耗7364吨、减排二氧化碳1.9
万吨。

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国网江苏电
力推动农业用能电气化，牢牢守住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在苏州常熟东盾村
育苗中心，无人值守灌溉、远程监控育
苗、自动喷洒肥料……全自动化蔬菜大
棚的“精细操作”成为常态。工人们只需
要紧盯监控大屏实时查看育苗中心各类
电气化设备工作情况，就能收获新鲜的
蔬菜。为解决育苗中心供电线径细、变压
器容量小的问题，国网常熟市供电公司
为育苗中心铺设了3.2千米400伏低压
线路，增设13台、共计3320千伏安容量
的变压器。纵观全省，国网江苏电力依托
省级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建成“电靓乡
村”智慧共享平台和农户端App，提供
技术推广、智能控制、能效诊断等服务，
目前已接入渔业养殖、农业种植等电气
化项目1800余个。

2021年 12月，江苏省智慧综合能
源管控平台上线，汇集了2.1万户用能
客户的电、水、热、气等多种能源数据，构
建了电网企业、用能客户、能源服务商等
多方利益主体互利共赢的全社会能效服
务生态圈。登录江苏省智慧综合能源管
控平台，可查看区域产业结构、产值、碳
排放强度等数据，并可仿真推演2020年
至2060年碳排放情况。

平台显示，常州高铁新城能源互联
网示范区的核心区及两翼工业企业区碳
排放密度较高。根据高铁新城发展规划，
2025年该区用能负荷还将翻倍。对此，
平台建议在该区新增3座能源站，将有

效提升该区综合能效2.73%。
2021年6月，国网江苏电力成功构

建“供电+能效服务”体系，全省13个地
市已实现能效服务与传统供电业务融
合，有效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今年，
该公司还推出“节能改造+智能运维+辅
助服务”等综合能效服务套餐，签约用户
4137户，为工业企业提供一站式节能提
效服务。目前，江苏地区已经构建了涵盖
9大行业16类通用能源转换及供用能
设备能效模型的社会综合能效评价体
系，准确挖掘公共建筑、工业企业节能降
碳潜力。

致力提升能效之余，国网江苏电力
还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经过近几
年的持续推进，该公司在全省建成各类
全电厨房 2400 余个、各类充电桩 1.4
万余个等，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广
餐饮“瓶改电”，持续优化全省电动汽
车充电网络，改造货船、游船、拖船等
水上运输工具全电能化，并通过电网
增容升级等做法，建设绿色生态、景观
优质、品位高端的“全电景区”……一揽
子举措、成果，让“绿色”能源更好地走
进千家万户。

（黄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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