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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4日，我国

海拔最高风电项目——西藏措

美哲古风电场15台单机容量

3兆瓦以上风力发电机组成功并

网发电。其中，批量使用了目

前我国超高海拔地区已投产单

机容量最大的 3.6 兆瓦风电

机组。

措美哲古风电场位于西藏

自治区喜马拉雅山北麓的山

南市措美县哲古镇，风机设立

在海拔 5000 米至 5200 米之

间，总装机72.6兆瓦，共布置25

台风机。一期项目10台机组

已于2021年12月全容量并网，

成为西藏首个超高海拔风电开

发技术研究和科技示范项目，

也是首个并入西藏主电网的风

电项目。今年8月3日，二期项

目首批5台单机容量3.6兆瓦的

风力发电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二期项目全面投产后，风电场

年发电量将超过2亿千瓦时，可

以满足周边近14万个家庭1年

的用电量。

目前，西藏的能源结构以水电和光伏

发电为主，水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89.81%，太阳能发电量占 7.73%，有“夏

盈冬缺、昼盈夜缺”的特点。而藏中电网

最大负荷一般都在冬季出现。措美冬春

季节风速大，风能资源较好，措美哲古风

电场一年中发电量最大的时候往往在冬

季，平日夜间的用电高峰期也是风电场

发电最好的时候，可在一定程度上与水

电实现互补，有利于优化电源结构、缓解

西藏电网冬季供电不足的情况。

据三峡集团措美哲古风电项目负责人

介绍，二期项目全部采用单机容量3兆瓦

以上的机型，其中最大单机容量达到3.6

兆瓦，可有效提高当地风资源利用效率。

措美哲古风电项目顺利并网，为后续大规

模连片化开发风电奠定基础，将助力超高

海拔地区多能互补基地建设，为山南实现

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路径。 （陈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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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宝

日前，国家首批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项目、川渝地区“十四五”以来

投产最大的风电项目——国家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雅砻江腊巴山风

电项目正式投产发电。

腊巴山风电项目位于四川省凉

山州德昌县，属于高海拔山地风电

场。项目总装机容量25.8万千瓦，

总投资超19.2亿元，年平均发电量

约6.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31万户

四川家庭的年用电量，每年发出

的清洁电能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6万

吨。该项目的投产发电，对于加快

打造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

地，助力构建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

体系，实现“双碳”目标具有积极推

动作用。

为清洁能源多能互补
发展作示范

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

开发，是新时期能源开发的重要方

向，是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可再

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干

流全长1571公里的雅砻江，流经四

川省甘孜州、凉山州、攀枝花市，两岸

风电光伏资源丰富、沿江抽水蓄能站

点众多，可形成总规模超1亿千瓦的

水风光一体化示范基地，是一座世界

级的纯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基地。

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

以水电为核心、以风光新能源为主

力、以抽水蓄能为调节，实现流域一

体化规划布局、一体化开发建设、一

体化调度运行、一体化市场消纳，构

建百分百的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示

范基地。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

基地建设，对于解决风电、光电送出

和消纳难题具有示范作用，对国内

外水电和新能源资源丰富地区实现

能源跨越式发展可提供借鉴、复制、

推广的经验，是清洁能源开发模式

的一种创新。

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由国

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省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

国投集团控股的雅砻江流域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充分发挥“一个主体开

发一条江”、多能互补条件优越、调

节能力强大、基础条件坚实等显著

优势，加快推进雅砻江流域水风光

一体化基地建设。目前，基地已投

产水电和新能源装机近2100万千

瓦。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水光互

补电站——柯拉一期光伏电站建成

投产，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

项目——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

站、四川装机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项

目——扎拉山光伏电站等开工建

设，雅砻江中游孟底沟、卡拉、牙根

一级等一批清洁可再生能源项目有

序推进，雅砻江流域水风光资源协

同开发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雅砻江流域清洁能源基地全部

建成后，总规模将超1亿千瓦，年均

发电量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

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亿吨，节

能减排效益显著，是新型能源体系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建设不

仅为中国，也为全人类绿色低碳发

展贡献智慧和解决方案。

为新能源开发再添
“新样板”

腊巴山风电项目是国家清洁能

源建设重点工程，雅砻江流域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以“高起点、高标准、

高质量、创一流”为目标，为新能源

项目建设再添“新样板”。

腊巴山风电建设施工战线长、

大件运输难度大、吊装施工窗口期

短。项目位于海拔2200米至3400

米的高海拔山地，场区内海拔高差

大，施工道路坡陡弯急，最大纵坡达

到18%，39台风机分布范围长达78

公里，电力送出线路超40公里，施工

作业点多面广。

为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雅砻

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腊巴山

风电项目深入推进设计施工总承

包，实现设计、施工深度融合。在项

目设计阶段，该公司联合参建各方

对风机基础型式、升压站布置、吊装

平台、集电线路等多方面开展设计

深化，风机基础浇筑混凝土较同类

型减少约20%，温度控制更加可靠；

相较同类工程，吊装平台挖填量和用

地节约30%、输电设备施工用地节约

30%。同时，构建现场质量监督管理

体系，加强风机基础开挖、接地埋件、

混凝土浇筑等全链条质量管控，从

“人、机、料、法、环”等各个方面全过

程加强监督，确保各道工序衔接紧凑

有序。腊巴山风电项目设备安装调

试正确率达100%，送出工程及升压

站全部设备一次性受电成功。

可再生能源质量监督站开展现

场质量监督后表示，“腊巴山风电项

目原材料质量把关严、施工过程控

制标准高，关键工序施工质量优”，

达到“国内一流”的标准。

为山地风电施工建设
提供借鉴

近年来，风电机组趋于大型化，

叶轮直径也越来越大。传统的叶轮

整体吊装面临多重挑战：大叶轮迎

风面积变大，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

侧向载荷超过吊车的抗侧向能力，

带来安全隐患；大叶轮地面组装占

地面积大，在山地、林地吊装施工受

限制较多。

腊巴山风电吊装施工高峰期

正值大风季节，施工窗口期平均每

天不到 8小时，且大部分在凌晨。

风机叶轮直径达172米，扫风面积

超2.3万平方米，相当于3.2个标准

足球场的面积。如果采用传统的

叶轮整体吊装方式，吊装允许风

速上限仅为 8 米/秒，吊装窗口期

短，主吊及辅吊布置难度加大，吊

装平台面积也将更大，挖填方量同

步增加。

为保障腊巴山风电首次单叶片

吊装顺利进行，雅砻江流域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与各参建单位深入研

究，总结前期整体吊装及国内其他

风电场单叶片吊装经验，强化吊装

风险管控。同时，利用风速预测和

现场测风，精准抓住有效作业时

段，安全高效完成吊装工作。2023年

1月 7日，项目首次实施单叶片吊

装，重达 21吨的风机叶片在百米

高空和轮毂精准对接，成为四川省

内首个成功实现单叶片吊装的风电

项目。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院副总工程

师蒋建红表示，腊巴山风电项目依

托《超高海拔风光资源评估及发电

功率预测》重大专项，针对大风季节

吊装施工窗口期短等难点开展联合

技术攻关，开发运用高预测精度、高

准确率、超短期时间尺度的风功率

预测系统，实现精准可靠施工窗口

期预测，指导风电机组吊装施工，有

效提高了高海拔山地风电项目吊装

施工效率及安全管理水平，助推打

造标杆示范风电项目。

雅砻江腊巴山风电项目投产发电

腊巴山风电场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