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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设备近日结束试运行，用于排放核污染

水的海底隧道建设工程也全部完工。日本

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一再强推核污染水

排海的准备工作，遭到日本国内和国际

社会的持续反对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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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态
□ 本报记者 张海莺

当前，我国北部、中东部、西南部

等区域陆续进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

打破历史同期高温极值纪录，用电负

荷持续攀升。

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面临“烤”验，

各相关部门、中央企业压实责任、持

续发力，全力增产增供稳价，保障能源

电力稳定供应和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电力保供迎高温“烤”验

“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刚

刚过去的6月，北京的高温日数累计

已达14天。记者了解到，北京整月

高温日数最多纪录为14天，出现在

2000年的7月。这就意味着，今年

北京6月的高温日，已经追平观测史

上整月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赤日

炎炎似火烧”的北京不是个例，入夏

以来，全国多地遭遇高温“炙烤”，

37℃以上的高温影响面积约45万平

方公里，全国21个国家气象站日最

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

预计，7月上旬华北东部和黄淮北部

等地仍多高温天气，暑热将超长待机。

与气温一起攀升的还有用电量。

来自南方电网的数据显示，上周，南方

电网管辖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海南五省区最高电力负荷同比增长

4.38%，达2.11亿千瓦，接近历史峰

值；国家电网经营区域用电负荷也持

续走高。截至6月24日，华北电网

最大负荷近2.82亿千瓦，创今年入夏

以来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5.3%。

随着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新增用

电需求也日趋旺盛，各产业用电量全

面增长。以南方电网覆盖的南方五

省区为例，5月份，南方五省区工业

用电量同比增长2.7%，其中，医药、

汽车、专用设备等九大高技术及装备

制造业用电量环比增长9.1%，与新

能源相关的行业用电量保持高位增

长，线下消费日益活跃带动第三产业

用电量增长亮眼。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保供电的关

键时期，据国家能源局和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预计，

在正常气候情况下，今年全国最高用

电负荷约13.7亿千瓦，较上年增加

8000万千瓦。如果出现长时段大范

围极端气候，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

较上年增加约1亿千瓦。中电联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预

计全国电力供需总体紧平衡，部分区

域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主要

是在南方、华东、华中区域，存在电力

缺口。

多部门加紧部署能源保供

面对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近

期，多部门加紧部署能源保供，全力

备战迎峰度夏。

6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部

分中央企业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

专题会。会议提出，中央企业既要立

足当前迎峰度夏保供安全，也要着眼

保供长效机制建设，持续提升中央企

业在能源电力保供方面的支撑和兜

底作用。

会议要求，煤炭、石油石化企业

要着力提高电煤和天然气供应能力，

发电企业要应发尽发、多发满发，电

网企业要坚守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

生用电底线，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

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6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

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2023

年能源迎峰度夏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强调，将重点做

好包括推进各类电源项目建设、加强

燃料供应保障、促进各类发电机组应

发尽发、做好全国电网运行的优化调

度、做好电力需求侧管理五方面工作。

为确保迎峰度夏能源电力平稳

有序供应，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加强统筹协调，抓好监

测分析预警、加大支撑性电源和输电

通道建设投产、确保电煤充足供应、

全力做好机组稳发满发工作、科学做

好负荷管理工作。

为提升跨省区应急协调能力，做

好迎峰度夏等重要时段电力突发事

件应对工作，6月15日，国家能源局

在华东区域举办跨省区大面积停电

事件应急演练。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上海四省一市电力管理部门、能

源监管机构、电网和相关发电企业以

及上海市地铁、医院、化工企业等近

30个部门和单位参加了本次演练。

这是国家能源局首次举办跨省区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也是迄今

为止针对电力突发公共事件开展的

规模最大、范围最广、针对性最强的

一次联合应急演练。

能源央企迎战夏季“大考”

当前，煤电提供了我国58%左右

的发电量。煤电是我国电力系统的

“顶梁柱”，煤炭是能源电力稳定供应

的“压舱石”。

6月2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发布《关于做好迎

峰度夏期间煤炭保供稳价工作的倡

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从确保

煤矿安全生产、严格履行电煤合同、

做好电煤应急储备、做好运行监测工

作四个方面，提出做好迎峰度夏煤炭

电力保供工作。

多家能源央企已提前对煤炭、电

力等产业生产做好规划部署，积极备

战度夏“大考”。

对于《倡议书》中特别强调的电

煤合同履行，国家电投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在提前摸查今年电煤需求的

基础上，国家电投集团科学制定了采

购方案，截至5月30日，年度签订长

协合同量1.85亿吨，同比增加0.24

亿吨，长协合同覆盖率达到102%。

数据显示，截至5月30日，国家

电投集团今年累计发电量达2688亿

千瓦时，同比增加3.9%，其中，保供

机组年累计发电量1430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4.4%。当前电煤库存1439

万吨，同比增加73万吨；30天平均可

用天数32天，同比增加1.6天。

此外，自2021年10月以来，另

一个电力保供“主力军”国家能源集

团产煤量连续20个月保持5000万

吨峰值水平。6月初，集团火电厂总

库存超过3359万吨，可用天数超28

天，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保障。

为增强电力保供能力，新能源赛

道中的水电、风光资源也纷纷助力迎

峰度夏。

一批支撑性的电源和输电线

路等重点工程加快投产。6月20日，

总装机容量70兆瓦的大唐重庆黔江

麒麟风电场顺利并网发电；6月25

日，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水光互补

项目——雅砻江柯拉一期光伏电站

并网发电；6月28日，全球首台16兆

瓦海上风电机组在三峡集团福建海

上风电场成功吊装，即将进入并网前

的调试及试验阶段。

输电线路方面，6月23日，国家

电网白鹤滩—浙江±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工程全面投产，白鹤滩水电站

发出的清洁电能，约7毫秒即可“闪

送”到2000千米之外的江南水乡；

6月28日，北京东1000千伏变电站

扩建工程投运。该变电站是京津冀

区域首个特高压站，此次投运后可

增加受电能力350万千瓦，将有效

提高电网抵御严重故障能力，为华

北地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发挥重要

作用。

谈及后续的迎峰度夏电力保供

工作，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的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政研室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

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

燃料供应保障，持续组织做好煤炭、

天然气生产供应，督促各地和发电企

业将电厂存煤稳定在较高水平，保障

顶峰发电所需的煤电高热值煤、气电

用气和水电蓄能。促进各类发电机

组应发尽发，确保高峰时段火电出力

水平好于常年。

气温攀升 电力迎战“尖峰时刻”

本报讯 记者薛秀红报道 7月1日，

四川协鑫锂电年产36万吨磷酸铁锂储

能材料项目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经开区

正式投产。这是眉山最大储能材料项

目，也是行业唯一使用物理干法工艺的

磷酸铁锂项目，将带领锂电储能产业朝

着平价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据介绍，该项目为四川省重点项目，

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为年产12万吨

磷酸铁锂储能材料生产线，开工到试生

产仅用8个月，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

收入100亿元，年缴税收3亿元。二期为

年产16万吨生产线，预计今年下半年开

工，整体项目将于明年上半年全部达产。

项目采用协鑫自主知识产权的

GCL-PHY法合成磷酸铁锂材料，无论

是产品品质还是生产成本，都大幅领先

传统湿法工艺。合成流程由11步缩短

至4步，产品压实度、能量密度、循环次

数等指标全面提升，项目综合投资、能耗

指数、工艺成本同比减少近50%，全程

无废水、废气、废渣，无需落户化工园区。

除此之外，项目可迅速实现模块化、

智能化、数字化的复制扩建。未来3年，

协鑫规划在四川、江苏、江西、贵州等地

新建多个产业基地，将储能材料年总产

能一举跃升至300万吨。

四川协鑫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冲表示，该项目研发的四款主流产品

“未产已销”，提前被多家批量合作客户

锁定，完成了针对多家大客户的送样测

试。电芯厂反馈的数据显示，应用协鑫

的正极材料，电池充放电损失仅5%左

右，下一步还将降至约3%。

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强调，协鑫

拒绝同质化竞争，解决新能源、智能电

网、电动汽车领域“卡脖子”问题，既要跟

时间赛跑，也需“十年磨一剑”。仅是其

在锂电储能领域的技术研发，已经用了

9年的时间。作为全球光储领域同时拥

有上游材料与领先技术的唯一企业，协

鑫有信心带动新型储能的单位成本降至

抽水蓄能以下，2025年前后达到0.2元

左右甚至更低。

朱共山表示，光伏平价的下一站是

锂电平价、储能平价。16年前，协鑫多

晶硅西门子改良法带动中国光伏摆脱

“两头在外”，从高价走向平价。“双碳”目

标下，协鑫又以FBR颗粒硅技术助推光

伏跨越平价，走向低价。早在2017年，

协鑫投建江苏省最大用户侧锂电储能示

范项目，在推动新兴储能技术成本持续

下降和商业化规模应用上，持续积累经

验。接下来，将立足新型锂电材料，助推

储能进入平价乃至低价时代，支撑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

眉山市委书记胡元坤表示，先进材

料是四川省重点培育的六大万亿级骨干

产业之一，眉山市锚定建设成渝地区新

能源新材料制造基地目标，大力发展锂

电、晶硅光伏、化工新材料三个千亿产业

集群。协鑫集团先后在甘眉工业园区、

仁寿经开区投资建设碳酸锂、磷酸铁锂

储能材料项目。此次投产，标志着双方

合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为眉山打造

千亿锂电产业集群提供重要支撑。

朱共山表示，协鑫联合产业链生态

伙伴，打造全球领先的源网荷储算、充换

售云融合的数字化能源企业。日前已与

珠海市政府达成40GWh储能电芯合

作，携手华为数字能源打造智能算力中

心、“一秒一公里”液冷超充网络，全力推

动行业平价拐点加速到来。

协鑫年产36万吨磷酸铁锂储能

材料项目在四川眉山市投产

储能平价迎来关键一步

□ 吴 昊

“中国可再生能源经历了规模化

发展阶段之后，正大踏步迈向高质量

跃升发展新阶段。”日前在京召开的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22》

《抽水蓄能产业发展报告2022》发布

会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司副司长熊敏峰指出，在“双碳”目

标引领下，可再生能源将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态势，为能源电力绿色低碳转

型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技术积累，我

国已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

要力量，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正在为

全球碳中和目标提供着不竭动力。

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以稳妥有序、

安全降碳为重要原则，新时期的能源

转型将更加突出确保安全底线，也

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提出了新任务和

新要求。

重大工程引领
可再生能源捷报频传

近年来，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引领下，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持续加

快。据熊敏峰介绍，截至今年5月

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13亿

千瓦，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一半，

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

质发电，分别连续18年、13年、8年

和5年稳居全球装机首位。2022年，

全国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到2.72

万亿千瓦时。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保障世

界能源安全和推动能源转型发展的

必然要求。”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易跃春表

示，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

机规模接近3亿千瓦，其中，中国是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最大贡献者，占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

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

装机容量占全国新增装机容量的

76.2%，成为电力新增装机的主体。

易跃春指出，2022年，我国可再

生能源重大工程建设提挡增速，第一

批9705万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

目全面开工、部分已建成投产，第二

批基地部分项目陆续开工，初步形成

第三批基地项目清单；白鹤滩水电站

建成投产，金沙江下游及长江干流上

的6座巨型梯级水电站——乌东德、

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

坝形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在诸多重大工程的引领下，我国

可再生能源发展捷报频传，其中，水

电行业尤为明显。中国水力发电工

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郑声安

指出，截至2022年底，我国水电（含

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4.14亿千瓦，

已连续18年稳居世界第一。2022

年，水电发电量达13550亿千瓦时，

在保障能源安全、助力绿色发展方面

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对于水电未来的发展，郑声安建

议，继续推进重大水电基地和重大项

目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理念，科学有序建设流域水电基地，

加快金沙江龙盘、澜沧江如美龙头水

库等重大战略性调节水库建设，统筹

优化流域梯级水电联合调度，提升水

电对电力系统的调节支撑能力，增强

电力保供能力，同时进一步提升流域

梯级水电的防灾减灾能力。

保供作用显著
抽水蓄能支撑新能源发展

《抽水蓄能产业发展报告2022》

显示，2022年，中国新增抽水蓄能装

机容量880万千瓦，占比超过85%。

截至2022年底，我国抽水蓄能投产

总装机容量达到4579万千瓦，主要

分布在华东、南方和华北区域。截至

2022年底，我国已纳入规划的抽水

蓄能站点资源总量约8.23亿千瓦，其

中已建4579万千瓦，在建1.21亿千瓦。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赵增海指出，目前，国内抽

水蓄能“又好又快高质量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抽水蓄能正在发挥调节作

用支撑新能源大基地规划建设。以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和主要流域水风光一

体化基地的建设亟须建设抽水蓄能

等调峰储能电源，以提升风电光伏开

发规模、竞争力和发展质量。

在赵增海看来，抽水蓄能在电力

系统中“保供生力军”作用显著，

2022 年全年抽水蓄能机组随调随

启，发电、抽水电量同比增加20%，发

电、抽水启动次数同比增加 6%、

16%。迎峰度夏期间，华中、华东等

单位积极应对南方地区最高温度、最

少水电、最大负荷、最长时间“四最”

叠加挑战，持续高强度、大负荷运行，

在极端情况下有力保障了电力安全

可靠供应。

当前，在保能源安全和促能源转

型方面，抽水蓄能作用正在凸显。中

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抽水蓄能行业

分会常务副理事长路振刚认为，抽水

蓄能是当前技术成熟、经济性优、具

有大规模开发条件的电力系统绿色

低碳清洁灵活调节电源和储能设施，

是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和促进新能源大规模

高比例发展的关键支撑。

与此同时，我国抽水蓄能技术也

在持续突破。“过去的一年，我们共同

见证了抽水蓄能产业水平的不断提

升。”路振刚表示，700米级超高水

头、单机容量40万千瓦级大容量的

阳江抽水蓄能电站，国内纬度最高的

荒沟抽水蓄能电站，额定水头世界第

二、国内最高的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

等一系列典型工程实现全面投产，标

志着抽水蓄能电站设计、施工、装备

制造、设备安装等全产业链技术水平

的重大飞跃。

多元融合发展
氢能储能前景可期

随着“双碳”目标的实施，我国

将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为核

心，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易跃春预

计，“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占比达到33%，

到2030年进一步提升至36%以上；

“十四五”期间电力装机增量超过一

半来自风电和光伏，“十五五”前期，

新能源装机将超过煤电，成为第一大

电源。

多元融合发展趋势明朗

“十五五”期间新能源将成第一大电源

近日，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人员对连续运行27年的掌政220千伏变电站1号主变压器进行大修，确保迎峰

度夏期间银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图为电力工人在工程现场进行检修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