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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即将过去的 2022年，是党和国
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宏伟蓝图。江苏电力系统各单位坚持
稳中求进，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在高质量发
展之路上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交出了一份极
为不易、亮点突出的成绩单。本报今起推出

“新征程 新华章·2022”专栏，报道这一年来
各单位的生动实践和累累硕果，敬请关注。

12月 15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通报 11
月份同期线损十强市名单，国网淮安供电公
司位列第六，所辖县（区）供电公司及本部也
全部入选同期线损百强县。

年初以来，淮安供电公司按照“挖潜降
损，颗粒归仓”的工作思路，补短板、抓落实，
不断强化各专业领域线损治理水平，同期线
损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前 11个月，该公司 8
度入选国家电网公司同期线损十强市；累计
线损率由去年同期的3.21%降至3.17%。

末端治理 压实责任

4月 14日，淮安市淮阴区王营供电所将
线损常年在 4.5%至 5.1%之间波动的两台配
变——Y2504配变下的 3家用户和Y2209配
变下的 2家用户合并至Y2203配变下，随即
拆除了这两台配变，由此提升了配变经济运
行水平。

农村地区用电客户相对分散，往往供电
线路较长，使得负荷密度相对较低，台区经
济运行水平偏低。为此，今年初，淮安供电

公司将末端线损治理尤其是农村地区低负载率台区作为重中之重，灵活采
取合并配变下用户数小于10户的台区、暂停或退役空载配变以及减小单台
配变容量、加密布点、缩短供电半径等方式，提升配变的平均负载率。

为了持续强化末端线损治理，该公司组织营销、配网专业人员合署办
公、联合攻关，根据每条线路、每个台区的不同情况，设定线损治理措施，形
成“一台一策”和“一线一策”提升方案。同时，压实设备责任人管理，将同
期线损系统中的 1764条配电线路模型、42489个台区模型所对应的设备管
理责任全部压实到个人，并坚持推行“日监测、周通报、月考核”机制，确保
问题及时整改到位。（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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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蕾 通讯员 徐
群 唐悦）12月15日，扬州—镇江±200千
伏直流输电工程正式开工。这是国内首
个将交流输电改造为直流输电的工程，
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交
改直”工程，有效提升我省“北电南送”能
力，对国内用电需求大、电网饱和度高、
新建空间有限的区域电网结构优化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

据介绍，该工程的核心是对原有的
220千伏五峰山大跨越进行改造，五峰
山大跨越曾经是江苏境内首条跨江的
220千伏输电通道。

为什么要将220千伏五峰山大跨越
改造为扬镇直流工程？

这是由我省能源资源及用电分布情
况决定的。一直以来，江苏电网负荷和
电源总体呈逆向分布，特别是风电、光伏
等新能源发电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地
区，目前江北地区的占比分别达 99%和
65%，而用电负荷中心在长江以南，因此，
江北富集电力需送至苏南消纳。如今，
江苏已建成1个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和
4个500千伏过江输电通道，加上计划明
年投运的泰州凤城—无锡梅里500千伏
长江大跨越，6条500千伏及以上过江通

道输电能力将达2200万千瓦左右。
“然而，这并不能满足我省‘北电南

送’过江输电需求进一步增大的要求。
我们预计，到‘十四五’末，苏北地区新能
源发电总装机将超过5000万千瓦，为此，
在过江通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五峰山
大跨越实施改造势在必行。”国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发展部副主任高正平表示。

为何要改“交流输送”为“直流输送”？
“经过论证分析，不改变五峰山跨

越塔主体结构，仅更换导线、绝缘子串
和防振装置等辅助设施，就可将 2回交
流线路改造为 3回±200千伏直流线路，
不仅能够大幅降低新建过江输电通道
难度，有效缩短建设周期，还能显著提
升已有输电通道的输电密度和利用效
率，实现对存量电网设备的挖潜增效。”

高正平介绍，与交流输电相比，直流输
电距离远、输送功率可控，相同通道条件
下的直流输电容量是交流输电容量的数
倍，“扬镇直流工程本期建成1回±200千
伏直流线路后，其输电能力就可由原来
的 50万~60万千瓦增加到 120万千瓦；
远景建成 3回±200千伏直流线路，输电
能力可提升至 360万千瓦，与南京春秋
季用电负荷的近一半相当。”

“交改直”还具有成本优势。“就扬
镇直流工程跨越段改造而言，不仅工期
可缩短约5至6个月，而且总投资可减少
近 6000万元。”国网江苏电力工程咨询
公司副总经理陈兵表示，在不新建跨江
输电铁塔情况下完成输电能力提升，可
实现电网资源利用最大化，为构建新型
能源体系提供示范样板。

国内首个交流改直流输电工程开建
220千伏五峰山大跨越2回交流改为3回直流，过江输电能力提升5倍

本报讯 （记者 黄蕾 通讯员 唐
悦 邹轶凡）12月19日，随着特高压虞城
换流站低端系统新设备顺利通过168小
时试运行，白鹤滩—江苏±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工程全面投运，由此具备 800万
千瓦输电能力，来自四川的清洁水电将
源源不断地送入江苏，促进江苏能源结
构转型、加快实现“双碳”目标。

白鹤滩—江苏工程是我国实施“西
电东送”战略的重点工程，工程起于四
川省凉山州布拖县，止于苏州常熟市，
新建白鹤滩、虞城两座换流站，线路全
长 2080千米，途经四川、重庆、湖北、安
徽、江苏等5个省（市）。工程额定电压±
800千伏、额定输送容量 800万千瓦，总
投资 307亿元，于 2020年 11月获国家发
展改革委核准，同年12月开工建设。

白鹤滩—江苏工程在建设中首次
研发应用常规直流+柔性直流的混合级

联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成为全球首个
混合级联特高压直流工程。与常规特
高压换流站不同，虞城换流站低端部分
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柔性直流技术，高端
部分则使用常规直流技术，两者结合可
有效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能力。

“虞城换流站集成了常规直流输电
大容量、远距离、低损耗以及柔性直流
输电控制灵活、系统支撑能力强等优
势。”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部
主任孙雷介绍，如果把常规直流比作火
车，只能在平整轨道上行驶，那么柔性
直流就像越野车，泥巴路、石子路等较
差的路况也能应对。

工程创新研制了20种新设备、19项
新技术，换流变压器、换流阀直流穿墙
套管以及直流开关等核心设备均为国
产全自主研发。其中，虞城换流站的可
控自恢复消能装置属于世界首台首套，

可快速实现毫秒级能量平衡，大幅提升
华东电网的受电能力。

“目前，国内尚无混合级联系统调
试经验。为此，针对虞城换流站运行方
式多、倒闸操作复杂的情况，我们尝试
通过调整试验顺序，减少运行方式转换
的方法，最终在 228天内完成了 1176个
项目的调试，大大提升了操作安全性和
调试效率。”国网江苏超高压公司虞城
换流站副站长朱晓峰介绍。

据了解，白鹤滩—江苏工程分为高
端、低端两个阶段投运。今年 7月 1日，
该工程第一阶段投运高端部分，在夏季
用电高峰到来前，将400万千瓦容量的清
洁水电送入了江苏。截至12月13日，工
程已累计送电江苏94.8亿千瓦时。

随着白鹤滩—江苏工程低端投运，
线路输电能力达到 800万千瓦，江苏区
外来电最大接纳能力提升至了 32.5%。

“该工程不仅能更好满足江苏经济社会
发展的用电需要，而且能与江苏已有的
锦苏、雁淮、锡泰、淮上特高压工程互相
配合，提高江苏清洁能源消纳比重，增
强电网水电、火电互济能力，有效缓解
华东地区中长期电力供需矛盾。”国网
江苏电力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陈兵
介绍，白鹤滩—江苏工程每年可输送电
力超过 312亿千瓦时，由此江苏每年可
减少发电用煤14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500万吨，助力华东地区环境改善，优
化东西部资源配置，为实现“双碳”目标
提供坚强保障。

白鹤滩—江苏特高压直流工程全面投运
具备800万千瓦输电能力，助力江苏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面对疫情防控新形势，连日来，国网
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强化责任担当，重
点加强对医疗机构、抗原检测试剂生产
企业、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等防疫保障重
点场所供用电线路和设备的巡视，及时
排查和处置隐患缺陷，主动做好供电保
障。图为 12月 19日国网南京市高淳区
供电公司员工正在南京润京乳胶制品有
限公司内协同检查医用手套生产线用电
设备。 魏 恺 马汉媛 摄文

本报讯 （宫岐明）国家能源集
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近日发布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其坚
持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相统一，
以高质量发展践行“为社会赋能，
为经济助力”宗旨的使命与担当。
据悉，这是该公司发布的首份社会
责任报告。

《报告》指出，2021年是国家能
源江苏公司重组整合后的第一个
完整运营年度，年发电量增长
15.76%，利用小时排名区域第一；年
供热量增加 123.79万吨，创历史最
好水平；供电煤耗降低0.43克/千瓦
时，能耗指标持续领先；利润总额
完成3.5亿元，被国家能源集团评为
年度绩效考核A级单位；圆满完成
全国两会、建党百年、迎峰度夏、防
汛抗台等保供任务，尤其是在能源
供应短缺期间推动机组应发尽发，
获省委省政府赞扬肯定。

与此同时，该公司贯彻落实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积极在构建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中
发挥主力军作用，全方位推进公司
向综合能源服务商和绿色低碳能
源供应端转变。2021年，该公司签
订超过40个战略合作协议，新兴能
源列入开发规模达“600万+”，在多
元产品、物流中转、环保处置等业
务领域利用富余资源挖潜增效，全
力打造“多能互补、源网荷储”的新
能源品牌和“网为纽带、智慧灵活”
的综合能源品牌，树立起了新场景
融合的典范。

此外，2021年，该公司提出“困
难事迎着办、发展事寻着办、暖心事
细致办”的工作要求，积极开展“冬
送温暖、夏送清凉、金秋助学、节送
慰问、难送帮扶、病送关怀”服务职
工行动，并定期组织职工开展无偿
献血、贫困帮扶、学雷锋等爱心志愿
活动，助力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四
方桥村等6个贫困村成功脱贫。

国家能源江苏公司发布首份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讯 （黄飞英 畅达）12月 16
日，苏州500千伏吴江变电站1号主变
压器增容工程竣工投运。

吴江站是苏州南部地区的供电
枢纽，于 2004年 6月建成投运，共有 6
台主变压器及 1台并联变压器，总容
量为 561万千伏安。近年来，随着吴
江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用电负荷
增长加快，预计今冬最高用电负荷将
达410万千瓦。为此，国网苏州供电公
司计划分阶段对吴江站1、2、3号三台
主变压器进行增容改造。今年9月，1
号主变压器增容改造工程（下转 2版）

苏州500千伏吴江站增容工程竣工

本报讯 （周浩 李雪松 高博）12
月15日，随着北京电力交易中心2023年
度省间电力交易最后一项预成交结果
发布，江苏2023年度省间电力交易圆满
完成，预成交电量达 1334.51亿千瓦时，
占年度交易计划的 97%，由此锁定了我
省明年区外电力电量保供的基本盘。

按照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提出的年
度省间交易电量计划，国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发展部会同江苏电力交易中
心提前谋划，落实 2023年度省间电力、

电量交易各项工作，以保障供应为底
线，以高比例签约为目标，坚持“度电必
争、可购尽购”，优化交易策略，沟通协
调各方，全方位全电量申报、多成分多
频次交易，全面落实锦苏、白鹤滩、锡泰
配套电源、吉泉配套火电、皖电、秦山以
及阳城年度交易计划。

据介绍，江苏通过年度交易预成交
落实2023年迎峰度夏期间（8月份）锦苏、
雁淮、锡泰、吉泉、建苏直流送江苏午高
峰电力分别达608万、579万、331万、247

万、578万千瓦，均超过 2022年同期水
平。同时，提前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
北分部确定按月组织2023年京津唐送江
苏电量，合计为 25.91 亿千瓦时，由此
2023年迎峰度夏期间锡泰直流送电江苏
将提升至400万千瓦，同比增长27.39%。

据悉，江苏电力交易中心将与省外
来电各送端省份保持沟通，在落实 2023
年度省间电量计划的基础上，全力增购
夏季、冬季高峰电力，支撑江苏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

锁定明年区外来电基本盘

江苏完成2023年度省间电力交易

本报讯 （余欣颖）至 12月 15
日，连云港田湾核电站年度累计发
电量首次突破 500亿千瓦时，实现
了年度发电量“六连增”。

今年以来，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积极响应能源保供要求，开展设备
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确保田湾核电
1至6号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保障电
力安全可靠供应。根据预测，田湾
核电站2022年度发电量可突破520

亿千瓦时。
据统计，截至目前，田湾核电 1

至6号机组累计发电量超过3500亿
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超
1.05 亿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超
2.87亿吨、二氧化硫93.8万吨，相当
于种植超过 10.2万公顷的绿色森
林，经济、社会和环保效益显著，为
江苏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田湾核电站年发电量首次突破500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