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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建“超级充电宝”
除了一体化示范区内“毛细血管”打通，

长三角电力一体化，还体现在更大范围和更

多设施。

5月23日，上海金山与浙江平湖配网跨

省10千伏线路互联互保先行工程成功投

运，两地电网也首次“牵手”供电。这一工程

不只是为浙沪边界的金山廊下镇和平湖广

陈镇快速增长的正常用电需求提供保障，还

将极大程度地保障两地电网在迎峰度夏、电

力保供、防汛防台等特殊时期的电网转供能

力，降低双方电网运行的安全风险，更能在

统一调度下带来“错峰”效益，实现电力资源

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跨江而建、横跨江苏海门和上海崇明的

500千伏崇明输变电工程，是上海电网“十

四五”初期的重大新建项目，更好满足区域

电力平衡需求，显著提升长三角电网互联互

通和一体化发展水平。根据计划，该项目于

2023年底投运后，崇明地区将获得74万千

瓦的新增供电能力，实现电网电压等级由

220千伏到500千伏的“提档”，沪苏两省市

间的电力交换能力也将提高20%。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还在发力建设有“超

级充电宝”之称的抽水蓄能电站，将西部送

过来的电能跨时空转移、存储、利用，互济互

保、互联互通，破解峰谷期间用电需求差别

大、电能无法在电网中储存的实际情况。

抽水蓄能电站，是目前最成熟的大容

量储能解决方案。在用电需求少时，利用

余电将下水库的水通过山体里的输水管道

抽到上水库，将电力转化为势能蓄存起来；

到了用电高峰，再将上水库的水放下来，利

用上下水库之间的落差，冲击水轮机带动

机组发电，尾水流入下水库重复利用，具备

低碳清洁、灵活调节等优点。作为“西电东

送”用电大户之一的上海，虽受制于先天地

理条件，不能就地建设抽水蓄能电站，但受

益于长三角一体化，早已在浙江安吉境内

参建了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按跨省联营

方案，在用电高峰时获得该电站释放出来

的一些电量。

为上海提供“超级充电宝”的，还有抽水

蓄能电站资源较为丰富的安徽电网。有关

统计数据显示，2030年前，上海电网共需外

省提供抽水蓄能容量约4800兆瓦。截至

2021年，浙江、安徽已向上海输送抽水蓄能

容量共计2566兆瓦。安吉、天台、泰顺、建

德……伴随抽水蓄能电站的布局，未来的长

三角将发挥区域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进

一步加大省际抽水蓄能调峰互济力度，加强

苏浙皖抽水蓄能联动开发和资源共享，实现

能源互济互保、互联互通。

“合上青浦—吴江联络线柱上开关，吴江10千伏联络线16

号杆后负荷已由青浦10千伏线路供电。”不久前，随着国网上
海青浦供电公司正值调度员邹敏佳电话发令，位于上海青浦与
苏州吴江交界处的10千伏架空线路联络开关转变为运行状
态，苏州吴江用上了上海青浦电。
这，只是长三角能源互济互保、互联互通的场景之一。在

近期举行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明确三省一市要
共同增强区域能源互济能力，加大省际间区域互济置换力度，
共建绿色能源保障体系。能源的一体化，正为区域同频共振
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可靠而稳定的能量。

不久前，吴江供电公司按工作计划

在吴江汾湖地区开展配网改造工程时，

自然而然地想到通过电力保供互助的

方式来尽可能缩小停电范围。而位于

上海这一端的国网青浦供电公司，一收

到吴江供电公司的保供互助需求，也自

然而然地给予了快速响应和支持。

“吴江供电公司发出保供需求后，

我们迅速协商决定，在施工当日通过对

侧转供的方式开展电力保供互助工作，

并制定了详细的负荷转移方案。”国网

青浦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任

杨国健介绍，此次电力保供行动实施顺

利，约3000千瓦转供负荷确保了吴江

地区企业和居民在施工期间可靠用电。

这种双向的自然而然，堪称厚积薄

发。早在2019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建设，青浦、吴江、嘉善三地交界

区域电力配网就突破“省间壁垒”，打通

电力“断头路”，实现互联互通，成为长

三角首条跨省（市）配网联络线，为交界

区域电力保供互助创造了条件。

去年6月，青浦、吴江、嘉善三地供

电公司签订《长三角一体化电力保供互

助协议》，以电力保供为首要目标，发力

建立跨省“互联互通、互济互保、互供互

备”模式。随后的迎峰度夏和迎峰度冬

期间，青浦区供电公司先后两次通过省

际配网联络线，为吴江、嘉善提供电力，

保障了突发及计划作业情况下，边界地

区用户安全可靠用电。

三地供电公司还将传统自上而下

的电力垂直调度模式改为横向协商调

度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打通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内电网末端的“毛细血管”，构

建了长三角电网一体化数据共享与业

务协同平台，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电网数

字化干线，实时感知供电可靠性状况、

核心区台区重过载情况等各种信息，协

同办理业务，如同“手拉手”“心连心”。

青浦公司原副总工程师孙毅斌介

绍，“长三角电网一体化数据共享与业

务协同平台”有“5G+北斗”技术支持，平

台构建了跨省数字化故障抢修平台和

应急抢修机制，实现“故障—工单—人

员—资源”一张网，能智能调配距离最

近的抢修队伍，故障时快速恢复供电。

一次次实践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内，不但电力互济共保的观念更加深

入人心，相关操作也更得心应手。

长三角能源一体化，也体现在有“最清洁

化石能源”之称的天然气总体保障能力上。

在上海“6+1”多气源保障体系（“6”指

的是西气东输一线和二线、洋山进口   、

川气东送、东海气以及西气崇明6路气源，

“1”是指兼具事故应急备用气源功能的五号

沟   接收站）中，上海由于处于西气东

输、川气东送等长输管道末端，供应上受上

游气源生产和中游管道运行的影响极大，实

际运行中，陆上长输管道参与上海用气的调

峰能力也受限；而建在浙江小洋山岛上的5

座上海LNG储罐，可储备5.4亿立方米天然

气，最大外输供气能力214万立方米/小时，

年供应量已占上海天然气需求量的50%以

上，高峰供应量达80%左右，成为上海天然

气供应的“主力军”和应急调峰与安全保供

的“生命线”。

随着上海城市用气量攀升，上海LNG

站线扩建项目作为国家油气重点工程、上海

市与浙江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重大工

程，于去年11月20日开工，申能集团、浙江

能源天然气集团、中海石油气电集团三方股

东代表及相关参建单位共同启动项目建设。

据了解，上海LNG站线扩建项目新增

建设规模达600万吨/年，总投资约170亿

元。建成后，将提供超13.2亿方的储气能力

和210万方/小时的供气能力，并与现有洋

山LNG接收站互联互通、统筹调配，共同承

担上海市天然气的供应保障、调峰和应急储

备任务，进一步完善上海天然气产供储销建

设体系，加强城市供气安全，优化能源消费

结构，提升长三角地区天然气总体保障能力。

清洁能源方面，申能集团在沪的2.7万

公里天然气管网正在向上海以外延伸——

继联通浙江管网后，又和江苏管网建设“沪

苏联络线”。“今年能够机械完工，待江苏段

连通之后，就能实现通气。”申能集团旗下上

海燃气副总裁赵晔青表示，沪苏浙三地的天

然气主干管网逐步连接起来后，可以实现清

洁能源的互济互保。

作为帮助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零碳

能源，氢能产业的规模化应用，也在长三角

地区展开。“我们在上海有燃料电池、燃料电

池的系统，在浙江有氢气储运设备的生产制

造研发，在江苏有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申

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迪南表示，随着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推进，这些资源整合起

来将更为容易。

本报记者 罗水元

打通电网“毛细血管”
合力保障“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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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能集团旗下上海   站线

扩建项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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