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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为绿色全运“充电”

国网陕西电力提前半年建成750千
伏“两纵双环”骨干网架，实现了陕西主电
网“十三五”建设目标，这为全省电力能源
优化配置提供了支撑，也为实现绿色全运
创造了条件。“两纵”是陕北到关中的两条

空中输电“高速路”，输电容量达到
610万千瓦，占全省用电负荷的

1/4，它将陕北能源基地
的风电、光伏等

清洁能源送
向关中

乃至全省。“双环”是在关中地区架起“双
车道的电力高速环线”，保证“大西安”负
荷中心有充足的电力供应。“两纵双环”为
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
绿色十四运电力能源供应提供了坚强的
保障。

为确保十四运期间场馆可靠供电，
国网陕西电力全面提升各级电网的供电
能力，实施了21项配套电网工程，目前，
17项配套供电工程已建成投运，剩余4
项配套电网工程今年上半年将全部建
成。针对主场馆建设了330千伏奥体变
电站和4座110千伏变电站，已于2020
年6月投运，这标志着西安奥体中心“一

场两馆”具备了更加坚强的双回链
式电网接线结构，极大提高了

开闭幕式的供

电可靠性。智能化全户内110千伏变电
站建设节约用地面积40%以上，提高供
电可靠性的同时，也让城市变得更加环
保整洁。

国网陕西电力全面组织专业人员延
伸服务，对全省十四运场馆内部供电设
施进行安全检查，落实场馆用电安全标
准和风险防控措施，确保供电“最后一公
里”安全可靠。同时，一个数字化的十四
运保电指挥中心正在加快建设，远程视
频监测、大数据分析、应急指挥等功能融
入覆盖省市县三级电力应急保障体系，
建成后将成为十四运保电“运筹帷幄”的

“利器”。

智能科技为活力全运护航

为做好十四运期间的用电保障工
作，国网陕西电力提出了“电力设备零故
障、重要负荷零闪动、保电服务零投诉、
电力安保零事件、人员工作零差错、网络
信息零漏洞”和“确保开闭幕式供电万无
一失、确保各项赛事和重大活动供电万
无一失、确保基础保障设施供电万无一
失、确保全省生产生活用电万无一失”的

“六个零四确保”的保电目标。
在变电站建设中，国网陕西电力积

极引入新科技。变电站主体建筑采用
装配式建筑，大量的建筑部品由车间
生产加工完成，现场只需开展装配作
业，比原始现浇作业减少工期的同
时，也实现了绿色节能环保施工。奥
体变电站还应用了智能倒闸操作“一
键顺控”技术。将大量、繁琐的人工倒
闸操作步骤固化到后台计算机上，只
要在计算机上点击一下，就可以自动
完成一系列的设备遥控操作，比传统
倒闸操作节省了超过70%的时间，
大大提高了电力调度操作和倒闸操
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国网陕西电力还开展智能巡检，
利用无人机、自主研发的智能机器人
对十四运相关的关键变电站和输电
线路及赛事场馆配电设备开展设备
精细化巡检，实现定时红外测温、超
声波局放检测等工作，随时对设备进
行不停电“健康体检”，发现隐患苗头
提前处理，确保比赛场馆、重要活动
场所供电万无一失。

优质服务为盛世全运添彩

为展示美丽陕西、绿色全运，国网
陕西电力积极践行央企责任，提升优

质服务水平。公司与政府联动实施西安东北
郊330千伏架空线路迁改落地工程。该工程
为国内最大规模的超高压电缆工程，共新建
2×21公里电缆管廊、2个电缆终端站，改造4
座330千伏变电站，新建330千伏超高压电
缆线路超过100公里，工程总投资77亿元。工
程建成后不仅让场馆周边空间环境变得整洁
清爽，更提高了供电可靠性。

2020年，陕西电网有1 成多的用电量是
来自风电或光伏。为积
极推动陕北风电、
光伏发电基地
的“ 绿 色 电
力”进入十
四 运 场
馆，进一
步 提 升

“绿色电
力”在场
馆 用 电
中 的 比
例 ，国 网
陕西电力专
门开辟绿色通
道，服务陕北光
伏、风电加快并网，
并通过组织电力市场交

易，与十四运场馆方面签订新能源消纳
协议。到全运会开幕的时候，主场馆将全
部使用来自陕北的绿色新能源，为绿色
全运增添浓重一笔。

绿色全运盛会，离不开绿色交通系
统。国网陕西电力建成的电动汽车城际
快充网络和陕西省智慧车联网平台，为
全运电动汽车充电提供了便利。2020年
底，陕西已累计建成大型充电站205座，
充电桩3960台，实现营业区内高速公路

服务区、各市县、重要景区充电设施全
覆盖。陕西智慧车联网平台，已接
入陕西境内2.02万个充电桩的
数据，形成了以电动汽车充电
为基础的能源服务新生态，
2020年全省充电电量超过5
亿千瓦时，减少石化能源消
耗31万吨，开展绿电交易，
为打赢三秦“蓝天保卫战”
作出积极贡献。全运期间，
陕西电动汽车快充网络和智
慧车联网平台将持续发挥作

用，让全运盛会的天更蓝。

为了早日把电送到湖北去为了早日把电送到湖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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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怡 刘雪地 高浪舟

克服疫情早开工

陕北地区能源资源富集，拥有丰富的煤炭资
源和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其中，榆林地区
风、光等资源约占陕西省总量的70%，是陕西
新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区域。大量的新能源开发造
成电量消纳难、外送难，成为制约该地区新能源
发展的“瓶颈”。国家重点规划陕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压工程，能把陕西丰富的风、光、火电

打捆直送湖北负荷中心，解决陕电外送“卡脖
子”的问题。

国家电网将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作为
践行高质量发展、助力特高压技术升级的样板工
程。工程应用±800千伏、输电容量800万千瓦
的“双八百”特高压直流技术，通过设备和设计
的标准化，推动直流套管等“卡脖子”环节的自
主研发、生产及应用，带动特高压直流全产业链
国产化和创新发展。工程开工建设直接带动了设
备生产规模约120亿元，增加就业岗位超过4万
个，带动电源等相关产业投资超过700亿元，为
恢复经济运行注入强大信心。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国网陕西电
力制定了15项疫情防控措施，层层压实责任。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积极发挥属地协调作用，派出
6 个协调小组按照相关县、区政府复工相关要
求，解决人员“出行难”、物资“配送难”、进场

“入驻难”、防疫“管控难”等问题。施工现场严
格落实封闭管理，深化“大安全”理念。在坚持

“设施标准、行为规范、施工有序、环境整洁”要
求的同时，进一步落实作业现场每日2次定时消
杀，餐食配送、分餐分食等疫情防控措施，确保
疫情可控、现场安全，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不受
影响。

严守安全稳推进

“陕湖特高压工程不光是工程量大，陕北黄土
高原的地质条件增加了施工难度，受疫情防控影响
属地协调工作量也增加不少。在推进过程中，我们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新建的特高压线路要安全跨越多
条运行的特高压和高速公路，安全风险极大。”国
网陕西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赵颖博在介绍工程面临的
困难时说。

陕北-湖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是落地
陕西的第二条特高压电力送出通道。工程线路全
长 1137 千米，途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 4
省，整个工程总投资185亿元，将构筑起陕电入

鄂的“直通高速路”。陕西境内建设陕北换流站投
资59亿元，建设线路224千米投资 13亿元。面
对陕北黄土高原特殊的施工环境，国网陕西电力
一方面推广“旋挖钻机”“流动起重机”等机械化
施工和大截面导线施工新技术新工艺；一方面强
化安全监督和风险管控，确保工程施工安全质量
稳步推进。

国网陕西电力建立工程管理三级安全监督体
系，让管理部门、参建单位及施工人员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在推进陕
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建设中，充分运用信息化
管控技术，严守安全红线，全面应用基建“e安
全”进行安全质量管理，通过电子作业票、人员实
名管控、现场监控球机等信息化手段，精准管控施
工现场安全风险。特别是在实施线路跨越施工过程
中，对三级及以上风险的作业点全部纳入远程视频
监控管控，确保风险分析到位、安全监督到位、质
量管控到位，精准管控每一项施工风险。跨越特高
压线路、高速公路等99处重大风险作业，全部安
全顺利实施，并首次实现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线路跨越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目前，
工程线路陕西段线路组塔完成100%，架线完成
99%。

卧雪踏冰跨黄河

党员突击队的红旗迎风飘扬，银光闪闪的电力
线在牵引机的带动下，像穿绣花针一样连接在陕晋
交界黄河两岸高耸的铁塔上。2020 年 12 月 20
日，陕北-湖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
程成功实现跨越黄河，陕西省境内线路建设的最后
一个控制性节点工程，按照计划顺利完成。

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线路在陕西段途经
府谷县、神木市、佳县、米脂县、绥德县、清涧县
等6个县市。跨越黄河区段施工工程属于陕西送变
电工程有限公司（陕西送变电）承建的陕2标段。
在陕北黄土高原黄河岸边，隆冬时节寒风凛冽，开

展冻土施工、高空跨越作业，作业人员面临着低温
和安全的双重考验。国网“陕电铁军”陕西送变电
有成功实施首条“陕电外送”1000千伏交流特高
压工程榆横—潍坊输电线路跨越黄河的经验，早已
做好了卧雪踏冰、攻坚克难的准备。

陕西送变电施工项目部的临时党支部向参加施
工百余人做了施工前动员，介绍了施工工作经验，
要求每一名人员都要注意安全。临时党支部把党旗
插在施工的一线，党员突击队队员冲锋在前。凭着

“陕电铁军”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设备和材料很快被运到山顶，实施线路跨越
的前一天，牵张机械、工器具整齐就位。“抓住关
键就能克服困难，针对档距819米大档距和1250
平方毫米‘大截面’导线，采用‘大循环牵引’方
式，能随时控制调整牵引张力，确保导线受力在控
制范围内。”第二次参与特高压跨黄河放线的党员
突击队员王文超，冲锋在前，奔波在各个作业点，
已成长为工程建设的“栋梁”。

陕电外送迎春天

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从开工到现在，时
隔一年，又来到春天。为了早日把陕北的清洁电力
送到湖北，线路上的工人们正在冲刺最后的架线安
装。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陕北换流站已全面
进入电气安装阶段，换流变等大型设备正在陆续进
场，工程建设正安全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将具备
带电条件。

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
送电量400亿千瓦时，能将陕西丰富的风、光、火
电打捆直送湖北负荷中心，相当于替代受端原煤
18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960万吨，不仅能推动
陕北能源基地发展转型，促进革命老区能源资源开
发利用集约开发利用，还能满足以武汉为中心的华
中地区用电需求、助力中部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届时陕西电网外送能力将达到2000万千瓦，“陕电
外送”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链接：

“十四五”期间国网陕西
电力将从“内强电网、外拓通
道”两个方面，全方位服务陕
西省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将
投资 650 亿元，建成 750 千伏

“田字型”骨干网架，加强送
端电网；另一方面，将持续推
动全省能源电力产业“走出
去”，扩大“西电东送”规
模，融入全国电力大市场，加
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力争“十四五”末，陕电
外送特高压通道“两建成、两
核准”，届时全省将形成“一
交两直”特高压电力外送通
道，实现外送电能力将比“十
三五”翻番，达到 3000 万千
瓦，年输送电量 1600 亿千瓦
时，相当于每年从空中输送煤
炭6000万吨。

“现在我们是引流跳线安装，主要安装引流间隔棒，先把间隔棒位置调一下，调正没？看看有没有斜
的？把距离也调一下……”2月23日，随着一声开工号令的发出，陕北-湖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工程在春节后启动复工。工程陕西段线路建设到了最后收尾阶段，距离开工刚好过去了一年，工程计划今
年6月投产带电。为了落实中央“六稳”“六保”工作部署，把陕北的清洁能源早日送到湖北去，国网陕西
省电力公司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扛起“大国顶梁柱”重担，在2020年2月28日开工建设陕西第二条特高
压外送通道工程，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以实际行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复工复产，为经济社会复苏注入强
劲动力。

国网陕西电力国网陕西电力：：智能电网为绿色全运添彩智能电网为绿色全运添彩
薛 怡 于 波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十四运”）、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
奥会将于2021年下半年在陕西举办。光彩夺目的灯光、自动化的场馆离不开可靠
的电力保障。为确保十四运开闭幕式和各项赛事、重大活动电力保障万无一失，国
网陕西电力按照“最高标准、最快进度、最实作风、最佳效果”办好十四运的要求，积
极履行央企责任，提出“六个零四确保”的电力保障目标，打造十四运保电品牌。通
过建强电网配套工程、迁改落地城市架空线路、扩大清洁能源消纳供应、应用智能
科技等系列举措全力做好十四运电力保障，为绿色全运盛会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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