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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4日，南京市高淳区固城
街道双全村的田埂边，国网南京市
高淳区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人员为
10千伏双全、五星线新增了配电自
动化联络布点，由此解决了这两条
线路末端用户无法转供的问题。

随着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近
3年高淳区全社会用电量平均增速
超10%。当地“三山两水五分田”的
地形特点，对持续提升配电网的供
电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高淳区
供电公司因地制宜，从统筹网架优
化、政企网格协同、整合抢修力量
等入手，持续提升配网供电可靠
性。2022年，该公司的配电网供电
可靠率在全省区（县）供电公司中
排名第一。

统筹网架优化＋实施带电作业

飞鸟、树枝碰线以及恶劣天
气，一直是10千伏裸导线出现短路
故障的重要原因。为此，2022年
以来，高淳区供电公司大力开展
线路绝缘化改造，但工作推进并不
顺当。

“拿 10千伏沧丹线来说，我们
计划将它更换成绝缘导线，并将线
径从 150平方毫米提升至 240平方
毫米，同时更换沿线电杆。”该公司
设备管理部运检专职孔维远介绍，
但勘查中发现，沧丹线大部分电杆
距钱家村村民房屋不足1米且旁边
无空地，改造中稍有不慎极易损坏
民房和地基，一时陷入两难。

该公司对接路政部门后了解
到，钱家村正准备建新路，那么，能
不能将线路迁移至新路旁，再架接
支线为居民区供电？这一方案很
快得到路政部门认可。高淳区供
电公司拿到道路红线图之后，立即
组织定桩位、制定线路设计和带电
作业方案、报送上级评审……2022
年 5月，沧丹线改造赶在夏季用电
高峰到来前完成。

据统计，2022年，高淳区供电
公司共完成 10千伏线路绝缘化改
造 27.44千米，10千伏线路绝缘化
率由 97.8%提升至 98.9%。得益于
此，10千伏线路故障数量也较上年
压降了35.8%。

加快配电网改造升级，过程中
难免会对周边供电带来短时影
响。为了将影响降至最低，该公司
从配电网规划和设计这一源头起
便通盘考量，将供区分为工业用户
集聚、农业负荷增长、城镇居民生
活、偏远乡村等4大区域，从设备重
超载、故障跳闸率等10个维度开展
综合评价，精准定位配电网网架薄
弱区域，排定建设改造优先级，最
大限度采取负荷转供、分段改造等
方式编制作业方案并切实落实，从
源端做到“能带电、不停电”。

据统计，包括 10千伏线路绝缘
化改造在内，2022年至今，该公司共
改造架空线及电缆39.47千米，改造
期间实现配网项目不停电作业化率
100%，累计减少停电1600时户数。

政企网格协同＋数字技术支撑

“10千伏下坝线电缆通道内有挖
机施工！”2022年12月7日11时许，
高淳区供电公司东坝网格片区负责
人胡靖秋收到巡视人员傅吉林的汇
报，随即联系负责电力设施保护的同
事以及高淳区电力执法办公室工作
人员，并一同赶至现场制止施工，避
免了一起电缆外力破坏事件的发
生。这是该公司通过政企网格化协
同，加强设备运维管理的场景之一。

该公司在将高淳区划分为8个
运维网格并与属地街镇签订电力工
作合作协议的基础上，促请区政府
于2021年3月挂牌成立电力行政执
法办公室。“每个季度，区发改委都
会牵头组织城建、交通、工信等十余
个部门召开专项工作联席会，通过
定期碰头、任务交办等方式，及时督
促推进客户侧设备隐患整改。”高淳
区供电公司总经理常飞介绍。

在电力行政执法办公室的主
导下，近两年来，高淳区已整治电
力设施保护区内安全隐患50余起，
政企共商推动解决线路通道内树
障、线下违章建房等疑难问题 15
项，且因用户内部故障影响电力系
统运行的次数压降50%以上。

与此同时，高淳区供电公司以
数字化技术为支撑，通过主动开展
巡视，使设备运维由被动转向主动，
进而减少停电范围、降低停电时长。

2月 16日 12时 16分，“石城鹰

眼”——配网全自主监控系统发出
告警：高淳区 110千伏朝阳变电站
Ⅱ、Ⅲ段母线出现瞬间单相接地故
障信号。该公司立即组织对该母
线下的12条配电线路“诊脉”：供电
服务指挥分中心人员通过设备资
产精益管理、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等
系统，查阅线路投运日期、长期载
流量与缺陷情况；配电运检人员则
操纵无人机巡视线路通道，借助放
大 20倍的清晰图像查找异物和外
力破坏风险；带电检测人员利用内
窥镜、局放检测仪，排查电缆仓和
设备是否有放电迹象……至 16时
37分，10千伏游山南线一处电缆终
端的放电缺陷被锁定。40分钟后，
这处有缺陷的电缆终端更换完成。

提升智能水平＋整合抢修力量

高淳区“东山西圩、两湖夹城”，
部分配电线路沿河堤架设，供电人员
巡视至圩区深处时，不得不划船进
入，加上山区松鼠、鸟类等活跃，森林
植被茂密，也常常导致配网故障。

故障发生时，怎样才能提升抢
修效率？高淳区供电公司从提升
配网智能化水平、整合中低压抢修
力量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针对供电半径长、重
复故障等线路，该公司优先完善配
电自动化终端布点，每条线按照 3
至 4台自动化终端进行配置，实现
线路的合理分段和有效联络，以此
确保故障精准定位与自动隔离。

“以10千伏永北线为例，该线路
位于圩区，以前故障抢修人员需要
车、船来回切换，仅寻找故障点就得
花费两小时左右。”该公司电网运营
技术专职吴冠儒介绍，2022年11月，
永北线配电自动化终端布点完成。
今年 1月 15日 2时 28分，该线路故
障跳闸，馈线自动化装置启动，
K21406开关后段的故障隔离，该开
关之前的客户供电恢复。得益于故
障排除范围大大缩小，抢修人员仅
用半小时就确定了因鸟窝引发的故
障点，并很快消除。

另一方面，该公司通过“业务
互学+双向轮岗+设备融合”的方式
融合原先中、低压2支抢修团队，设
立县域不停电作业站，配备带电作
业人员20余名、绝缘斗臂车6台、复
杂类不停电作业车4台以及1000千
瓦应急电源车1台，满足全电压、全
类型、全地形抢修作业需求。

2022年 12月 20日，10千伏松
永线1号柱上开关避雷器引线断开
并随风飘荡，随时可能引发相间短
路。由于该杆塔位于松软的田地
中，传统的带电作业绝缘斗臂车容
易陷入。为此，该公司不停电作业
站立即调来履带式作业车，仅用 40
分钟就带电消除了这一缺陷。

据统计，2022年该公司计划停
电和故障停电时户数较上年分别
下降约2/3和1/3。

本报记者 何 劼
通讯员 吴冠儒

因地制宜 对症施策
——南京高淳供电提升供电可靠性侧记

4月14日，国网淮安供电公司自主更换了500千伏安澜变电站内油色谱异常的一组220千伏电流互感器，
及时消除了设备隐患，为迎峰度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增添了一份保障。 陈 妍 摄文

本报讯 （岳海方 戚银 关为
民）4月11日凌晨，国网江苏超高压
公司完成了此前通过“做胃镜”方
式探明开关内部缺陷性质及位置
的 1000千伏盱眙变电站T013开关
的更换，新开关正式投运。

3月 16日，该公司检修人员在
对盱眙站内GIS设备开展带电检测
时，发现T013开关内部出现局部放
电信号，特征为悬浮放电，表明其
内部存在金属异物，属于严重缺
陷。如不及时处理，一旦开关绝缘
被击穿，将引发设备故障乃至电网
停电事故。为此，该公司立即申请
停电隔离该开关。

“存在缺陷的GIS开关，通常需
要返厂检修。但在返厂运输途中有
可能造成内部异物移位、其他部件松

动脱落等情况发生，从而致使缺陷发
生的原始状态被破坏。所以，我们决
定现场查明缺陷的性质及产生原
因。”国网江苏超高压公司变电检修
中心主任卞超介绍，若采取常规的开
盖内检方式，由于GIS开关内部空间
狭小、部件紧凑，人员进入设备内部
后活动受限，不仅难以观察，而且可
能破坏缺陷原始状态。为此，该公司
决定利用视频内窥镜，采取类似做胃
镜检查的方式排查缺陷所在。

内窥镜由显示器、探头、固定
用铝塑管、补光用照明工具等组
成，探头直径为 6毫米，探测长度 3
米。3月 30日上午，检查人员穿上
防尘服，手持视频内窥镜，从GIS开
关外壳右侧的手孔处将探头插入
其内部并缓缓移动，靠近此前带电

检测到的放电异常区域。
2分钟后，内窥镜显示器上出现

多块碎片散落在壳体内部的画面。
现场聚集的10余位技术专家随即结
合开关结构及其材质，记录并讨论分
析了碎片的颜色、尺寸、材质等。

紧接着，在向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设备部汇报并征得同意后，检修
人员戴好无尘手套，小心翼翼取出
了碎片。经进一步研判，碎片由开
关内部的动弧触头破损脱落产生。

根据停电计划，该公司利用盱眙
站盱泰Ⅰ线4月1日至10日实施年度
检修的契机，更换了T013开关。

“我们将结合此次现场‘做胃镜’
收集的资料和返厂检修结果，进一步
分析缺陷的性质及产生原因，为后续
制定相应对策提供支撑。”卞超表示。

国网江苏超高压公司给设备“做胃镜”查缺陷

本报讯 （霍雨佳 郭亚森）4
月17日，扬州—镇江±200千伏直流
输电工程受端金东换流站工程现
场，一台吊车准备进场。国网江苏
省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人
员袁亚泰通过手机扫描车身上的

“工机具二维码”，报审时间、审核
人、第三方检测报告、吊车司机操
作证等准入信息一目了然。

对工机具进行统一赋码管理，
是国网江苏电力工程咨询公司推
进智慧监理管控的一项创新举措。

“工机具检查是监理的一项重

要内容，大到挖掘机、吊车等机械，
小到安全带等工器具，都需要定期
检查，检查内容涉及准入资料、安
全状态、维护保养等。不合格的工
机具如果投入现场使用，可能引发
人身安全事故。”袁亚泰介绍。

今年初，扬镇直流受端换流站
及配套工程监理项目部用2个多月
时间，将70余件工机具的信息录入
智慧监理管控平台，生成了相应二
维码后粘贴在对应的机具上，并通
过平台定期更新维护信息。现场
监理人员扫码后，便可快速获取机

具基础信息、进出场报审表、合格
证、检测报告、保养记录等内容。

“以往，监理人员要为每件工
机具建立纸质台账，并且这些台账
往往由多人管理，查验使用极为不
便。现在有了‘工机具二维码’，所
有信息一扫便知，不同专业之间也
实现了信息共享。”扬镇直流受端
220千伏圌山变电站新建工程总监
理工程师张百涛表示。

据悉，该公司计划总结工机具
赋码管理试点经验，将其推广至更
多的电网基建工程。

国网江苏电力工程咨询公司赋码管理工机具

本报讯 （苏轩）中国能源研
究会近日公布首届能源行业高价
值专利（技术）成果评选结果，江苏
10项成果上榜。

据了解，中国能源研究会此
次面向能源行业企业开展高价值
专利转化典型案例、高价值专利
及技术成果征集活动，共征集了
专利（技术）成果239件，经初步审
查、评价审定，最终评出核心型高
价值专利 10件、重要型高价值专
利40件、高价值专利89件。

其中，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
公司报送的《一种适用于大容量模
块化多电平电压源换流器的模块单
元》获评核心型高价值专利（技术）
成果；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报
送的《光伏发电出力不确定性的主
动配电网鲁棒电压控制方法》和《一
种配电网末端的储能系统同期控制

过程电压修正方法》，国网江苏信通
公司报送的《新型电力系统信息安
全主动防御平台》，国电南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和国电南瑞南京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报送的《一种输电线路
距离保护电流互感器饱和识别方法
及系统》获评重要型高价值专利（技
术）成果；国网苏州供电公司报送的
《电力数据分析平台》和《基于视觉
监测和智能算法的光电系统污覆诊
断新技术》，国网丰县供电公司报送
的《双碳下发配储用一体化新型直
流微电网新能源供能系统研究》，国
网邳州市供电公司报送的《一种可
测温的变压器台区绝缘护套》，国家
电投集团江苏电力公司如东和风海
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报送的《海底
电缆全绝缘全屏蔽可分离连接器串
联试验工装》获评高价值专利（技
术）成果。

江苏10项专利获评首届能源行业高价值专利成果

国网江苏信通公司
成为全国首批大数据标准化生态合作伙伴

本报讯 从近日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大数据标准
化工作会议暨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第九次
全会上传来消息，宣布国网江苏信通公司成为全国信
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首批66个“大数据标准化生态
合作伙伴”之一。

此次会议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
办。该委员会成立于1983年，是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下，从事信息安全标准化工作的技
术组织，大数据标准工作组是其主要工作组之一。

近年来，国网江苏信通公司推进大数据相关领域
的探索实践，牵头的《能源大数据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和《能源大数据数据目录指南》两项团体标准已获发
布，初步建成了围绕能源大数据的标准化生态体系。

（魏 柳 郭晓萍）

大唐滨海海上风电公司一季度利润破亿
本报讯 4月 18日，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统计显示，一季度该公司实现利润破亿元。
今年以来，该公司着力提高风机设备运行可靠

性，把握生产经营主动权。该公司建立“一机一档”，
并与自主维护相结合，统筹出海窗口期和机组出力效
益管理，提前做好备品备件、消缺方案和人员准备，压
降故障损失电量取得成效。一季度，全部96台风机24
小时满发超发，连续两次单日发电量创历史新高。该
公司还坚持问题导向，实施 5个“揭榜挂帅”项目攻
关。以“降低综合场用电率”项目为例，该项目通过寻
找综合场用电和电压曲线考核之间的经济效益平衡
点，每月降低综合场用电量约20万千瓦时。

与此同时，该公司以“打造行业内海上风电标杆
企业”为目标，扩大与同区域、同类型企业的生产经营
数据全方位对标，分析利润及影响利润的关键要素，
及时发现问题并找准突破点。此外，该公司强化预算
刚性约束，细化分解全年成本费用 42项，并从严控制
成本费用支出，一季度营业总成本同比降低了6.61%。

（许 明）

江苏思极公司增建80座北斗基准站
本报讯 4月 17日，笔者从江苏省思极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获悉，我省电力北斗精准服务体系建设取得
新进展，该公司今年增建了 80座北斗基准站，总数已
达124座，实现了厘米级实时定位服务的全省覆盖。

基准站是电力北斗精准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设
施，它通过对北斗卫星导航定位信号进行长期连续接
收和分析处理，消除卫星导航系统自身及卫星信号传
输误差，从而向用户提供高精度的定位服务。在原有
44座自建电力北斗基准站的基础上，今年江苏思极公
司选取重要电力设施所在区域，追加建设 80座基准
站，进一步优化全省电力北斗组网布局，将平均基线
长度（站点间距离）由85千米缩短至40千米，将定位精
度提升至4厘米以内，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此外，该公司还与武汉大学测绘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深度合作，引入基准站组网快速自愈技术，使单
个基准站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能够自动重组网，确保
服务不中断。 （鲁云馨）

连云港供电首次实施可视化集控放线
本报讯 4月6日至14日，连云港220千伏蔷薇—

新青线路改造工程跨越G15沈海高速现场，国网连云
港供电公司首次应用智能可视化集控放线系统，完成
了7号至10号塔段的放线施工。

这是该公司今年承担的唯一一项二级作业风险
基建工程。为确保安全风险可控在控，该公司引入智
能可视化集控放线系统。该系统依托在跨高速输电
铁塔等重点部位安装的 6台 360°旋转摄像头，实时采
集放线过程中设备受力数据和现场画面，对牵引机、
张力机、放线滑车等重要施工机具全过程监控，并通
过对多台牵张机加以集中控制，及时调整放线操作。

应用该系统，操作人员在控制室内就能指挥完成
全段放线作业，与传统放线作业方式相比，节省了约
20%的人力成本，同时有效降低了人工接触式作业的
安全风险。 （夏 衍 祁 昊）

华能大丰海上风电场
用上机组不停机叶片无人巡检技术

本报讯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在大丰海
上风电场完成了海上风电机组不停机叶片无人巡检
技术的实地应用。

该项技术由华能江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牵头，华
能清能院负责研制，能够实现智能航线规划控制、图
像动态采集、叶片故障分析及健康管理等多重功能。
应用该项技术，可通过智能控制，实施多场景、多组态
的风机叶片自动巡检，10分钟内即可完成70米长风机
叶片的动态巡检；通过智能航线算法分析，自动规划
最优航线并动态跟随船舶路线，精准定位起降位置；
通过AI图像自动识别，实现风机叶片缺陷的自动分析
和定位，精准发现毫米级的叶片表面缺陷；通过图像
背景识别前景分割，破解海上风机背景“海天一色”难
以提取风机及叶尖位置特征参数的难题。

该项技术的成功应用，能够有效降低海上风机叶
片的巡检难度，提升风机叶片缺陷识别的准确率与及
时率，有助于提高海上风电运维管理的灵活性。

据悉，华能江苏公司将全面推广应用该项技术，
不断提升风机管理水平，并继续聚焦海上风电核心技
术难题，进一步拓宽海上风电智能运维技术矩阵，推
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实落地。 （胡 皓 章何平）

“220千伏仲志线10号杆塔附
近有吊车施工，吊臂距离线路很
近，情况危急！”4月 14日 18时，国
网海安市供电公司设备管理部输
电监控室值班人员朱晶发现异常，
当即通知该线路责任人储友坤。

当时，储友坤正在对 220千伏
田沈线进行大风天气特巡，即便
直接赶往现场，最少需要半小时
才能到达。怎么办？储友坤想
到，该公司与全市各乡镇政府积
极沟通，今年3月初已将输电线路
防外力破坏工作融入到基层网格
化治理中，于是立即找到仲志线
10号杆塔所在的天鹅村网格员杭
亚明的联系电话并拨通。

不到 10分钟，杭亚明就赶到
了现场，看到仲志线下方一辆大
型吊车正准备吊装树木，吊车长
臂目测距离线路不到6米。

“赶快放下吊臂！”杭亚明连
忙大声喊道，并向吊车驾驶员挥

手示意。随后，杭亚明请其暂停
作业，并联系树木的主人张某。

18时30分，储友坤来到现场，
当场向张某和吊车驾驶员简要讲
解了电力设施保护范围和沿线施
工的基本要求等。

“原来，吊车与 220千伏线路
的安全距离是 6米。我们一直以
为只要吊臂不碰到线路就没事。”
张某和吊车操作人员心有余悸地
说。

由于天色已黑、能见度不够，
储友坤建议吊车暂时驶离现场，
第二天再来吊装。

次日7时许，在储友坤的监护
下，吊车驾驶员适当降低吊臂高
度，安全地运走了线路下的树木。

周冬冬 杨海霞

吊车逼近高压线……

（上接1版）点亮长三角”。
不仅如此，江苏电网累计引入

的区外电量中，清洁电能占了近一
半，达到 5972亿千瓦时，折合标准
煤达 2.4亿吨。“2022年，江苏受入
区外的清洁电量为761亿千瓦时，
相当于为我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提升贡献了5个百分点。”国网江
苏电力发展部副主任高正平表示。

据悉，为保障区外来电可靠
引入，国网江苏电力牢固树立“一

切事故皆可预防”理念，始终将大
电网安全放在首位。该公司加快
推进省内6座特高压变电站（换流
站）数字化转型，基于数字孪生、视
频融合、智能识别等前沿技术，实
现了“全景视频监控、设备告警总
览、远程智能巡视”等。

此外，今年以来，江苏电力交
易中心通过中长期交易已落实全
年跨省跨区电量 1609亿千瓦时，
完成年计划的102%。

江苏引入跨省跨区送电超1万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