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在改革开放中谱写传奇：
中国核电的光荣与梦想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发展核电的

计划重新启动以后的30多年里，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历史在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记录了这

项事业的飞跃；从东海之滨的秦山到岭

南珠三角的台山，一个崭新的核电大国

终于显现出清晰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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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态

□ 本报记者 吴 昊 焦红霞

君不见，长江之水流出了6300

余公里的绵长，世界第一大水利枢纽

——三峡工程、万里长江第一坝——

葛洲坝巍然矗立。

君不见，1981年，山东石横电厂

一期工程开工，这是我国首次引进国

外制造和设计技术的“双引进”工程，

中国能建成员企业与美国公司合作

开展概念设计。由此，我国火电设计

技术踏上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

新之路。

30多年后的今天，国家火电示

范工程——安徽平山电厂二期135

万千瓦机组工程拔地而起。该项目

由中国能建设计建设，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是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新型、

高效、清洁、低碳燃煤发电机组，将成

为世界火电建设的新标杆。

30多年后的今天，在举世瞩目

的世界级水电工程建设中，处处闪动

着中国能建的身影。从葛洲坝水利

枢纽到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的白

鹤滩水电站，中国能建一路砥砺前

行，不断创造着水电建设的“全国之

最”和“世界之最”……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工

业跨越式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作为

电力建设国家队和主力军的中国能

建，履行使命责任、引领行业进步的生

动缩影。40年来，中国能建及其成员

企业伴随电力事业发展进程，奏响了

“能者善为、建则善成”的奋斗强音。

澎湃动力驱动发展快车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改革开放

之初，我国电力装机不足6000万千

瓦，电网网架薄弱，电力技术与国际

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严重制约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

以电力报国为己任，作为电力建

设骨干力量，这些诞生于上世纪中

叶、与新中国电力事业共成长的中国

能建成员企业，在改革开放40年的

大潮中，毅然挺立潮头。

1981年12月，我国第一家国家

和地方集资办电企业，由中国能建设

计的山东烟台龙口电厂开工，拉开了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大幕。

于1985年开工的秦山核电站一

期工程是我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

中国能建全程参与了选址、前期方案

论证、常规岛及BOP设计。

三峡工程使中国从水电大国一

跃成为水电强国。曾独立承建万里

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

程的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作为主力

承担了三峡工程65%以上的工程量，

铸就了水电建设的“中国名片”。

在被誉为电网“稳压器”“蓄电

池”和“调节阀”的抽水蓄能电站领

域，中国能建同样独领风骚。承建的

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最大

装机抽蓄电站；承建的江苏宜兴抽蓄

电站创造了“一年四投”的国内纪录，

并荣获鲁班奖……

随着由中国能建设计的世界首

个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晋东

南—南阳—荆门交流特高压试验示

范工程的投运，我国在远距离、大容

量的特高压输电核心技术和设备国

产化上取得重大突破……

这是中国能建与时代同行的脚

步、与行业共振的脉动。

40年来，中国能建旗下企业参

与完成我国90%以上的电力规划科

研、咨询评审和行业标准制定；全面

参与了长江、金沙江等流域水电开

发，设计、承建了1000余个水利水电

项目；设计和施工的百万千瓦超临界

火电机组数量居世界首位，蹚出能源

建设EPC的“中国道路”；承担了目

前国内所有特高压工程设计、咨询任

务；参与40多个核电工程常规岛与

核岛的勘测、设计、施工，实现了“华

龙一号”、AP1000等三代核电工程

全覆盖；新能源工程业务份额占据国

内市场的半壁江山。

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发电装

机容量突破17亿千瓦，位居世界第

一。中国能建以一批代表中国乃至

世界最高水平的精品工程，为我国经

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劲的

动力支撑，也锻造出电力能源建设领

军者的金字招牌。

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2015年9月25日，江苏泰州电

厂3号机组正式投产。这是世界上

首台成功运用二次再热技术的百万

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其发电效

率、发电煤耗和环境指标创下三个

“世界之最”。

中国能建参与了泰州电厂的联

合攻关，通过自主研发、自主建设，实

现了我国火力发电重大技术进步，彻

底摆脱了国外知识产权束缚。成绩

的背后，是中国能建践行五大发展理

念，依托工程项目，走出的创新驱动

发展之路。

上世纪80年代，通过引进国外

技术建设的山东石横电厂、安徽平圩

电厂、上海石洞口第二发电厂，中国

能建逐步建立起火电机组设计核心

技术体系，推动着我国火电行业从跟

随到领跑的超越。

凭借在三峡工程中磨练的机组

安装“独门绝技”，中国能建葛洲坝集

团助力国产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在

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等世界级水

电工程中稳定运行。

依托产学研用联合攻关，中国能

建高质量地完成了世界首批特高压

工程设计和相关科研课题研究，编制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领先水

平的一批特高压输变电设计规范。

在代表着新能源前沿技术的太

阳能光热发电领域，中国能建拥有了

塔式、槽式、线性菲涅尔等型式光热

工程业绩，编制的世界首部光热发电

设计标准《塔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站设

计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对进一步

增强中国在光热发电行业的国际话

语权，为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开发和建

设起到支撑和保障作用。

从《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作为“能

源智囊”、国家智库，中国能建所属的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完成了数百项国

家和地方电力能源规划咨询项目。

该院开展并完成的《雄安新区能源发

展规划研究》，创新地提出从“绿色、

韧性、智慧、未来”四方面打造新区能

源系统，为这个国家级新区的能源发

展绘制了科学蓝图。

2018年 1月 8日，2017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中国能建参与的“特高

压±800kV直流输电工程”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是中国能建

第四次获此殊荣。

40年来，中国能建累计取得重

大科技成果3100余项，其中国家级

科技奖 40项；拥有专利授权 5299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421项，编制了

千余项国家或行业标准。

如今，中国能建在特大型水电工

程建设、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

洁净煤发电、核电常规岛和核岛、特高

压交直流输变电、智能电网、光伏光热

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和节能环

保等专业技术领域，拥有了世界一流、

行业领先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实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能建形成了

以电规总院、工程研究院、院士专家

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级

和省级研究机构为主体，51家高新

技术企业组成的创新体系，为技术创

新凝聚力量。

“一带一路”唱响共赢致和

广袤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圣克

鲁斯河碧波荡漾，阿根廷“百年梦想”

工程正在起航——中国能建葛洲坝

集团与阿根廷企业组成联营体建设

的圣克鲁斯孔拉水电站正处于施工

高峰期。这个中阿合作的最大项目，

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是阿根廷在

建的最大能源项目，建成后可以提升

阿根廷整个国家6.5%的电力供应，

也是中国企业目前在境外建设的最

大电力项目。

“很幸运能同中国企业组成联营

体，中国向我们提供技术和资金支

持，有助于优化当地基础设施，这是

阿根廷从中国收到的最好礼物之

一。”今年64岁的塞尔吉奥是水电站

项目执行委员，曾多次到访中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

国能建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融入到践

行国家倡议的使命中，发挥优势，奋楫

争先，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

安 哥 拉 卡 卡 水 电 站 、埃 及

EETC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越南海

阳燃煤电站、阿联酋迪拜700兆瓦光

热发电项目、白俄罗斯核电输出及电

力联网项目、巴西圣洛伦索供水项

目、加纳凯蓬供水扩建工程……一项

项工程扎实推进，助力当地经济社会

的发展，不断“擦亮”中国品牌。中国

能建在工程建设中注重环境保护和资

源节约，广泛雇佣当地员工，努力把

“一带一路”建成发展之路、共赢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

国能建在沿线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了业务，各类在建及待建项目超

过700个，合同总额超过3000亿元

人民币，其中，签订的电力项目占中

国电力对外签约额超1/3。

以承揽的国际项目为载体，中国

能建积极推动我国电力标准在项目

中的应用，大量国际项目全部或部分

采用中国标准，从而提高了我国企业

在国际电力行业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除了奉献精品工程，中国能建还

牵头完成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规

划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

通等多个规划研究。今年3月，中国

能建旗下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承担并

编制完成的《老挝电力规划研究》通

过老挝能矿部验收，成为首个“一带

一路”国家级电力规划。

深化改革再谱奋进新篇

2017年，中国能建跻身利润百

亿级央企阵营，主要经营指标相比

2011年组建之初，实现了“六连增”，

利润翻了两番。公司成立7年来，实

现了进入“世界500强”、整体改制、

整体上市的“三步走、三跨越”。

优异的成绩背后，是来自于深化

改革的发展伟力。

中国能建的成立，本身就肩负着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重任。2011年

9月29日，中国能建以葛洲坝集团、

中电工程和15个省（区、市）的电力

设计、建设、装备制造企业为基础重

组建立，标志着我国电网企业主辅分

离改革重组取得重大进展。自组建

以来，中国能建深入贯彻中央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的战略部署，向改革要红

利、以改革促发展。

2014年7月7日，中国能建首次

入围“世界500强”榜单，此后连续5

年上榜；

2015年12月10日，中国能源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成为当年香

港IPO市场最受瞩目的新股之一。

立足企业长远发展，将改革进行

到底——面对不确定的市场，中国能

建作出决策：遵循板块化、专业化、区

域化的新思路，中国能建全面推进组

织结构调整重组，设立规划设计公

司、四大区域建设投资公司，重组投

资、国际业务平台，突出主业发展，推

动全集团业务战略转型。

中国能建全面开展处僵治困工

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进改革部署

落实落地。下属两家企业成功纳入第

三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中国能建发

挥工程全产业链优势，积极推动业务

转型，拓展市政工程、公路桥梁、轨道

交通、港口码头、环保、房建等非电业

务领域，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港珠澳大桥、“中国天眼”FAST

工程、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南

京地下综合管廊、云南滇池治理项

目、武汉海绵城市样板工程、海口市

南渡江引水工程、哈萨克斯坦水泥生

产线项目、卡塔尔大型供水工程……

一项项由中国能建参建的重点工程

次第花开，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也激

发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

四十载不忘初心、铸就辉煌，新

时代风满悬帆、奋楫逐浪。中国能建

将以深化改革激发动力，以持续创新

挖掘潜力，以互利共赢焕发活力，奋

进能源建设新时代，在企业高质量发

展之路上砥砺前行。

（本文配图由中国能建提供）

从“能者善为”到“建则善成”
中国能建在践行使命、改革创新中走向世界一流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华 蓝旺报道

2018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创新高峰会日

前在广东珠海召开，南方电网公司董事

长孟振平在会上表示，南方电网将在珠

三角地区五年投资超过1700亿元，到

2022年基本建成智能电网。

孟振平称，智能电网将支撑粤港澳

大湾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和智慧城市

群建设；与此同时，南方电网对接全球创

新资源，参与“广州-深圳-香港-澳门”

科技创新走廊建设，2018年~2022年大

湾区电网科技研发投入将超过200亿

元，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领

先的创新中心。

据了解，南方电网还将加大能源开

放合作力度，深化和港澳电力企业的合

作，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做好电网发

展专项规划，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

供能源支撑。在粤港澳大湾区，南方电

网还将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

电力产业深度融合，为客户提供全场景

智慧用能产品和服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立浧透露，目前

小微传感器、芯片化保护等研究已经取

得了重要成果，透明电网的最终实现将

有力推动电力革命深化发展。

透明电网是指信息技术、计算机技

术、数据通信技术、传感器技术、电子控

制技术、自动控制理论、运筹学、人工智

能、互联网等有效、综合运用于电力系

统。透明电网要素包括小微智能传感器

等智能设备及强大的软件平台等。

本报讯 特约记者罗何曲报道 国家

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日前对外表示，经

过连续36小时奋战，国家电网青海电力

科学研究院在新疆±1100kV昌吉换流

站顺利完成世界首次±1100千伏电压

等级换流变阀侧外施交流耐压及局部放

电试验。

±1100千伏昌吉-古泉直流特高

压线路工程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重点

工程，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

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

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对促进特高压电

网及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都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该试验以往均在换流变制中国家

电网造企业厂内开展，国内外尚无安装

现场试验案例可循。”现场试验总指挥、

国家电网青海电力科学研究院设备状态

评价中心康钧介绍，作为±1100千伏昌

吉-古泉特高压直流工程换流变可靠性

检测的关键环节，此次试验存在试验电

压超高、局放控制水平难度空前、现场干

扰因素复杂等诸多难题。

据了解，该次实验采用多种现场措

施，克服现场阀厅空气净距小、电磁环境

复杂等不利因素，现场局部放电量水平

低于60皮库，远小于海内外专家组提出

不大于200皮库的试验要求。

珠三角2022年将
基本建成智能电网

“西电东送”重点工程
顺利完成局部放电实验

参建锦屏一级水电站获菲迪克杰出成就奖

承建巴基斯坦“三峡工程NJ水电站”

设计建设的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获菲迪克优秀工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