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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深海一号”大气田

全面投产

本报讯 中国海油近日宣布，

随着东区最后一口生产井成功开

井，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

——“深海一号”大气田实现全面投

产，气田投产后每年将向粤港澳大

湾区和海南等地稳定供应深海天然

气超30亿立方米。

“深海一号”大气田距海南省三

亚市 150公里，于 2014年勘探发现，

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

米，最大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

达 4000 米以上，是我国迄今为止自

主发现的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

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

“深海一号”大气田开发工程项

目组总经理尤学刚说，气田由东区

和西区两部分组成，采用“半潜式生

产平台+水下生产系统+海底管线”

模式开发，并首创能源站立柱储油

技术存储深海天然气中分离出的凝

析油，实现气田的快速、高效开发。

东、西两区并非独立开发，虽然两个

区各有各的水下生产系统，但许多

设备设施互联互通，并共用半潜式

生产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

王恩博

世界容量最大柔直变压器

发往大湾区

本报讯 近日，山东电工电气

所属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举行大

湾区南通道直流背靠背工程柔直变

压器验收出厂交接发运仪式，1 号

变压器顺利出发。

大湾区南通道直流背靠背工程

是目前世界单元容量最大的柔直背

靠背工程，是广东电网东部和西部

电网联网的重要通道，对提高广东

电网西部向东部送电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该工程共有 13 台柔直变压

器，全部由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研制生产。单台变压器容量达

575MVA，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容量

最大的柔直变压器，损耗较同行业

平均水平低约 25.4%，接近极限，在

同电压等级的产品中能效等级最

高。同时，采用国产高牌号、高性能

优质硅钢片，以及最先进、高效的

电、磁及复合屏蔽方案，在绝缘裕

度、温升限值、噪音水平、过载能力

等指标方面达到同类型产品最优水

平，填补了世界低损耗大容量柔直

变压器自主研制的空白，助力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高艳 左丰岐

分布式光伏市场随着“整县开发试

点”工作的不断推进，可谓一片火热。

然而分布式光伏项目数量众多、区域分

散，其安全问题引发了业内高度关注。

为此，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关于

征集分布式光伏安全生产问题和意见

建议的函》，就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布局

选址、设计选型、建设施工、运行维护等

方面存在的安全问题和应对措施征集

建议。

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在发展一片大好形势下，光伏产业

安全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和遏制，

特别是分布式光伏的安全事故时有发

生。比如，今年 6 月初，苏州一家公司

的屋顶光伏项目着火，造成不小的损

失。

“安全是光伏电站的命脉，也是取

得投资回报的根基所在。”在山东航禹

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文磊看来，

“相比如火如荼的装机规模，分布式光

伏却屡屡曝出规范滞后、质量与保障措

施不完善、火灾频现等问题，让业主损

失惨重，特别是屋顶光伏电站火灾事故

的发生，老百姓就会将光伏与危险等因

素联系在一起，不愿意建设户用光伏电

站，从而影响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快速

发展。”

“光伏发电站建在百姓的屋顶和企

业的厂房屋顶上，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财

产及人身安全。”天合富家云负责人王

勇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石

定寰表示，分布式屋顶光伏的安全事故

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终端用户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也严重影响光伏在公众中的

声誉和口碑，从而影响整个光伏产业未

来的持续健康发展。

多重因素导致安全隐患发生

造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安全问题发

生的原因是什么？业内人士表示，当前

分布式户用光伏电站分散且缺少统筹

管理。

“由于单个电站规模小，个别企业

可能存在投入不足、施工不专业、运维

不到位等情况，成为分布式电站潜在隐

患。”丁文磊表示，此外，个别企业使用

一些不合格的装备和产品。

丁文磊说，在“整县开发试点”推进

过程中,加强设备选型管理对保障分布

式光伏发电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电站

核心部件组件、逆变器的正确选择至关

重要，关系到电站运行安全性和可靠

性。同时，分布式电站开发商和承建商

的管理水平决定着电站的效率和安

全。此外，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如

快速关断、功率优化等智能化技术，能

够减少电站系统的安全隐患”。

“光伏电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出了问题再做运维已经是事后。户用

光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存在后期运维

工作不到位的情况。”王勇表示，分布式

光伏电站的售后运维工作需要依靠数

字化手段，建设统一的数字化平台，把

多点分散的电站集中起来统一管理。

“目前多数厂家的数字化监控平台功能

比较单一，主要是展示电站的运行状

态，只要没有发生故障报警，一般不

会主动干预，但很多情况下，电站不

发生故障报警并不代表电站处在健

康稳定运行中。因此，数字化监控平

台要变被动监控为主动预警，利用数

字化平台优势，开发各种智能算法，及

时发现并解决电站潜在风险，做到安全

问题提前预防。”

安全标准亟待完善与落实

随着“整县开发试点”工作的不断

推进，解决分布式光伏发展中的安全问

题，已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电站质量把控与系统中的每一个

环节都紧密相扣，树立规范化的统一建

设标准，可有效规避各类质量和售后问

题，从而降低甚至避免火灾发生率。”石

定寰说，目前光伏行业，特别是分布式

屋顶光伏恰恰缺少统一标准约束并规

范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政府监管部

门需要结合屋顶光伏发展现状制定相

应的要求，保障屋顶光伏能够高质、高

效、安全的发展。”

石定寰进一步表示，为了保证生命

周期内分布式光伏电站安全可靠，推动

产业健康持续发展，行业及有关主管部

门要及时发布更加完善且具有普适性

的标准规范，并强制执行和严格督查，

以此规范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在各个

环节上操作的正确性，保障终端用户财

产与人身安全。

丁文磊也表示，分布式屋顶光伏安

全标准的制定已迫在眉睫。“国家层面

制定完善分布式屋顶光伏安全标准应

从设计、建设、运维等环节着手，尤其是

在设计阶段要从电站所处环境、系统结

构、设备选型、电气消防安全等方面进

行综合考虑，本着电站符合安全、优化

的设计原则。此外，相关企业需要选择

先进产品，优化配置，为电站拧上一把

‘安全锁’”

虽然在国家层面缺少统一的分布

式光伏项目标准规范，但 2017年年底，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修订和编制了

分布式光伏系统标准，并于 2019年 2月

发布实施，今年 7月由团体标准升级为

行业标准。王勇说：“标准体系相对比

较完备，但各企业的执行力度差异较

大，特别是一些小型的施工企业，只要

能赚钱什么都敢装，不管是结构还是电

气都存在诸多风险。因此建议出台强

制执行措施，由行业协会和第三方检测

机构进行监督，定期公布优质标杆企业

名单和不达标企业名单。”

本报讯 近日在山西太原举行的

2021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上，中

国能源企业低碳发展贡献力研究报告

暨贡献力 50 强榜单发布。该榜单是

我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首次发布。

此次榜单由《中国能源报》、北京

零碳未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能

源经济研究院共同发布，能源企业低

碳发展贡献力排行榜从 500 强能源企

业中选出了 50家企业。

该报告提出，对全球而言，“双

碳”目标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

标；对我国而言，“双碳”目标是一个

历史性的目标；对于我国能源企业而

言，这既意味着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报告认为，目前，我国面临能源

需求继续增长、传统化石能源短时间

内无法被完全替代、实现碳中和的道路

较发达国家更加困难等挑战，“双碳”目

标下，我国能源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从碳源减排和碳汇吸收贡献力、

企业碳中和行动方案贡献力、企业减

排技术贡献力、企业碳金融贡献力和

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力等多方面进行

评价，50 家企业中，2021 年中国能源

企业低碳发展贡献力超 80 分有 2 家，

70 分至 80 分有 40 家，60 分至 70 分有

8 家。其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协鑫

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报告建议，我国能源企业要积极

部署能源转型，重视低碳技术研发；

制定清晰的“双碳”行动方案并付诸

行动；积极参与碳市场，将碳成本纳

入生产决策考虑；明确战略布局，加

强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经济委员会

主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

长、研究员戴彦德表示，能源企业低碳

发展贡献力排行榜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希望此次能吸引更多能源企业积极行

动，丰富榜单的同时，引导更多能源企

业 为 碳 中 和 愿 景 作 出 更 多 贡 献 。

杨佩佩

本报讯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

入商运、乌东德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

发电、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

电……今年以来，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

设不断传来捷报。在日前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负责人表示，

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7 月底，全国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 10.3亿千

瓦，同比增长 18.0%，相当于 40 多个三

峡电站的装机容量，占全国发电总装机

容量的 45.5%，同比提高 3.3个百分点。

我国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水电、

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

指标保持世界第一。

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扩大。看

装机规模，截至今年 7 月底，我国水电

装机容量3.8亿千瓦，同比增长4.9%；核

电装机容量 5326 万千瓦，同比增长

9.2%；风电装机容量2.9亿千瓦，同比增

长34.4%；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2.7亿千

瓦，同比增长23.6%；生物质发电装机容

量 3409万千瓦，同比增长 31.2%。看发

电总量，今年上半年，水电、核电、风电、

太 阳 能 发 电 累 计 发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10.2%。看电力投资，今年前 7 月，水

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完成投资占

电源完成投资的91.7%。

清洁能源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今

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流域水能利用率

98.43%，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96.4%，全

国平均光伏发电利用率 97.9%，分别较

上年同期提高0.07、0.3、0.07个百分点。

风电光伏装机布局不断优化。开

发建设从资源集中地区向负荷集中地

区推进，从集中连片为主向集中与分散

发展并举转变。从今年上半年风电新

增装机容量看，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占比

约 59%，“三北”地区占比约 41%。光伏

方面，今年上半年新增装机容量较高的

区域为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分别占

全 国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的 44% 、22% 和

14%。户用光伏项目新增装机容量 586
万千瓦，占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的 45%，

成为一个亮点。

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有力推进。截

至 2020 年年底，煤电装机容量占比首

次降至 50%以下，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

机组达到约 9.5 亿千瓦。今年前 7 月，

全国供电煤耗率为303克/千瓦时，同比

下降1克/千瓦时。

国家能源局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

加快煤炭减量步伐，严控煤电项目；加

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

发电，不断扩大绿色低碳能源供给，“十

四五”时期风电、光伏要成为清洁能源

增长的主力。 丁怡婷 寇江泽

火爆的分布式光伏安全标准亟待完善 行业动态

世界首台新能源分布式

调相机在青海投运

本报讯 近日，随着位于青海

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能源基地的

330千伏旭明变1号调相机正式投入

“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世界首台

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落地青海，对支

撑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新能源大规

模安全有序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今年年内还将有 20 台新

能源分布式调相机在青海建成投

运，届时将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新

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由于青豫直

流送端换流站近区常规电源装机规

模较小，新能源电源装机规模大、占

比高，电压支撑能力相对薄弱等问

题，成为现阶段制约青豫直流送出

能力的关键因素，在新能源场站布

置分布式调相机，是行之有效的解

决措施。相较于传统建在主网侧的

大型调相机，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

具有集成度高、系统简单、建设周期

短、调节性能好等优点，既能发挥系

统动态无功储备的作用，又能为新

能源电站提供次暂态、暂态、稳态全

过程电压支撑。

下一步，国网青海电力将继续

跟进 330 千伏旭明变 1 号调相机试

运行情况，并组织开展其余 20台分

布式调相机并网调试工作，积极组

织开展涉网验收、审定启动方案、开

展涉网调试，助力建成世界最大规

模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早日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董洁 王国栋

我国首次发布能源企业
低碳发展贡献力排行榜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10.3亿千瓦，相当于40多个三峡电站

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最后一孔移动模架现浇梁结束浇筑，完成首次海上高铁架梁任

务。下一步，该模架将整体后移，在海岸上进行拆解，运输至下一工程项目，继续发挥作用。这个被称为“高空移动的桥梁预

制工厂”的高铁移动模架，可行进在已完成的桥墩进行高铁箱梁现场浇制施工，最大承载重量达1200吨，可抵御14级台风，解

决了“千吨级”40米箱梁海域现浇施工的难题，是我国目前最大跨度的高铁移动模架。图为大型机械在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

跨海大桥移动模架浇筑混凝土（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图片来源：本报图片库

新华社讯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近日正式复函国家电网公司、南

方电网公司，推动开展绿色电力交易

试点工作。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已于日

前启动。

当日启动的首次绿色电力交易，

共17个省份259家市场主体参与，达成

交易电量 79.35亿千瓦时。其中，国家

电网公司经营区域成交电量68.98亿千

瓦时，南方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成交

电量10.37亿千瓦时。此次交易预计将

减少标煤燃烧243.60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607.18万吨。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立

有利于促进绿色能源生产消费的市场

体系和长效机制，在国家发改委的指

导下，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组

织制定《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

绿色电力交易是以风电、光伏等绿色电

力产品为标的物，在电力中长期市场机

制框架内设立的交易品种，能全面反映

绿色电力的电能价值和环境价值，并提

供相应的绿色电力消费认证。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开展绿色电力交易，将有意愿承担

更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用户区分出

来，与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直接交易，

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绿色电力消费，体

现出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产生的绿

电收益将用于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和消

纳，更好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该负责人表示，国家发改委同国

家能源局、相关企业、专家学者等进行

深入调研，认为开展绿色电力市场的

条件已经成熟。企业有需求，地方有

意愿，技术可实现，交易可组织。同

时，各方面已形成共识，普遍认为我国

率先开展绿色电力交易意义重大，不

仅对实现“双碳”目标、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而且将会为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国家电网创新交易方式，优化电

网调度，应用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

促进供需双方对接。”国家电网公司董

事长辛保安说，绿电交易是重大机制

创新，有利于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实现

绿色电力供需的有效对接，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能源转

型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刘羊旸 谢希瑶

我国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