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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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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远处雪山在阳
光直射下亮得让人睁不开眼。这里是海拔
3450米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
呷巴乡——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
程的起点所在地。

“调整角度，向左移动，慢慢放……”在
甘孜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项目管理专
责周万骏的指挥下，现场工人“空地”配合，
一座构架缓缓从地面立起——3月29日一
早，记者来到这座在建的全国海拔最高的
特高压变电站，在稀薄的氧气和肆意的风
中，见到其架设线路拔节生长的姿态。

而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的
“大骨架”，正逐一架设：成都东1000千伏
变电站土建工程已收尾，正紧锣密鼓进行
电气安装施工；天府南1000千伏变电站，
电力工人正忙着进行设备装卸和验收；在
铜梁1000千伏输电线路张力场，随着大型
张力机制动松开，大型牵引机慢速牵引，最
后一根导线架设完毕，川渝1000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重庆段全线贯通……

这是解决川渝电源共济，两地通过特
高压“手拉手”共织能源互济网的开局之
作。作为川渝特高压环网的第一段线路，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将在年内
投用。

重庆，即将迈入特高压时代。

甘孜站：3450米高海拔带来
诸多挑战

近400吨的主变压器首次被
拆成了10多个“大包裹”

在甘孜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建设
现场，有一座巨大的主变压器组装厂房。
这是全国其他特高压变电站点施工现场没
有的“大家伙”，变电站的核心设备主变压
器在此组装。

“以往建变电站，主变压器都是整机运
来再安装调试。像这样先拆分、再运输，最

后在现场建厂拼装的做法，在国内也是首
创。”周万骏说，到达甘孜变电站建设现场，
绕不开弯多路窄的318国道，整体运输300
多吨的主变压器根本不可能，只能化整为
零拆分运输，“拆成9个运输车的解体件，
一共14个‘大包裹’。”

在厂房内的备料区域，记者见到了部
分“大包裹”——四五个两三人高的大箱子
在这里等待拆卸。

这些大箱子箱壁厚实，全密闭，内部充
有氮气、微正压，箱子里的压力比外面大，
能防止空气中的水分渗透进来，确保变压
器部件干燥不受损。

除了主变压器运输难题，这座全国海
拔最高的特高压变电站还面临高海拔、重
覆冰、高地震烈度三重挑战。

由于风大，建设现场交谈要扯着嗓子
说话，加上缺氧，说几句话就让人上气不接
下气。“每个运转周期，上来的工人中有
30%由于身体不适必须停下休息，另外的
工人就得顶上。”周万骏称。

为了克服不利的地理条件，国家电网
技术攻关团队攻克了高海拔空气间隙、外
绝缘、电磁环境等关键技术，研制出全套高
海拔特高压设备及施工专用机具，为高海
拔施工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为我国首
次完成高海拔、重覆冰状态下的特高压建
设积累经验。

天府南站：273万立方米土
方创全国之最

打造无购土无弃土的绿色
施工范例

3月31日，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镇阳
镇两河村，天府南1000千伏变电站的主变
压器将在当日到达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
进行主变就位轨道安装工作。

为了给主变压器运输让路，一条通往
两河村的道路当天限制了其他车辆通行。

工地上，变压器防火墙已安装完大部
分龙骨——这是整个防火墙的支撑结构，
安装时必须确保稳固性和垂直度。

天府南站建设现场位于三山环抱的低
洼地带，最大高差69米，无论场平、土建、
电气，都是全国目前工程规模最大的特高

压变电站。而按照相关规定，天府南站的
建设必须把好绿色施工关，最大限度减少
建设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

“我们通过科学规划与施工，无外购土
无弃土，做到结构形式最优、用地最省，争
取把这个工程打造成绿色施工范例。”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天府南站业主
项目部执行副经理冯浙介绍。

天府南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采取
就地取材，将开挖的土方进行回填，全站总
挖填土方量273.7万立方米，分4层回填，
每层约6米，最大填方深度达23米。

开挖之后，高边坡会露出坡面，如果不
处理好，水土流失会成为严重隐患。记者
却在建设现场看到，边坡青草繁茂，与周边
植被融为一体。“你看那一块一块的是浇筑
的防护网，可让边坡保持稳定，网格里还播
种了草籽，用绿植覆盖裸露土地。”冯浙说。

在变电站工地入口处，一栋“零碳”总
控通信楼已完成主体工程，正在安装外立
面。这栋建筑的外立面并非玻璃或者铝
板，而是光伏板，能根据太阳走向和建筑朝
向接受太阳直射，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供
建筑使用。“我们正探索在日照时数少的地
方采用光伏发电，实现一定范围的电源自
给，达到零碳排放的目标。”冯浙称。

从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的
规划图看，整个工程走线呈“Y字型”布局，
三线交会的中心就是天府南1000千伏变
电站。“甘孜送来的光伏、水电等清洁电能，
通过这里流向铜梁或者成都东变电站。”冯
浙指着正在安装的GIS设备，“它就像一个
开关决定电流走向，哪边缺电就向哪边多
送电。”

铜梁站：主变压器重达
493.8吨

创下重庆电气设备大件运
输最重纪录

“高抗区域防火墙保护液涂刷时，大
家要注意系好安全带，材料要分散稳妥堆
放……”4月1日，在位于铜梁区高碑村的
铜梁1000千伏变电站建设现场，重庆送变
电公司项目安全总监王璀不停嘱咐施工人
员注意安全。

记者看到，铜梁站主体变压器已经就
位，防火墙、事故油池主体施工也快完成，
其余变压器、组合电器、电抗器、电容器、继
电保护等设备陆续进场……

重庆送变电公司铜梁1000千伏变电
站新建工程项目副经理李维告诉记者，已
进场的主体变压器是目前重庆最重、最高、
容量最大的变电站变压器，创下我市电气
设备大件运输最重纪录。

铜梁站主体变压器总重量达493.8吨，
相当于7台110千伏变压器，其1000千伏
套管高达18米。该主体变压器由山东济
南发运，采取“公路＋水路”联合运输方式，
途经京杭大运河、长江航道，全程3227公
里。公路大件运输车货总重566吨，经历4
次换装换驳。其中，重庆段公路运输采用
液压板车运出码头后，换装350吨桥式车
组，途中加固桥梁1座、拓宽道路7处。

穿上鞋套，换上防尘服，记者“全副
武装”准备进入1000千伏GIS（气体绝缘
全封闭组合电器）设备的安装厂房。由
于GIS设备对安装环境温度、湿度和颗粒
度的要求非常高，现场使用移动厂房进
行安装。

进入设备区域之前先要经过风淋室，
四面八方的来风喷射至人身上，扫净室外
带来的灰尘。“这是为了隔绝作业人员衣服
上的灰尘、毛屑和行走产生的粉尘，保证设
备保持良好状态。”李维称。

厂房内，大型行吊正将一件件GIS母
线筒和断路器等设备调运至对接作业点，
工作人员则进行组装设备、螺栓紧固和抽
真空注气等工作。内部的空调系统保证了
安装温度湿度，又通过空气循环过滤，减少
了车间扬尘。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除了铜梁站GIS设备安装这类精细
活需要人工作业，很多施工环节实现了机
械化施工和少人、无人作业。“整条线路多
以山地为主，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基础
施工方面，安全和质量控制难度较大。”该
负责人称，在工程施工中，所有基础开挖采
用旋挖机进行成孔，杜绝作业人员下坑操
作；浇筑混凝土时，全部采用灌注桩浇筑，
既避免了人员下坑作业安全风险，又确保
了混凝土浇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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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
定市呷巴乡甘孜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项
目，工人正在进行电气安装作业。 ▲川渝特高压工程规划图。 （受访者提供）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开足马力，“十四五”时
期川渝用电需求将快速增长，预计2025年川渝最大负荷将
分别超过8900万千瓦、3550万千瓦，分别比2020年增长
10.5%、44.3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如何实现电力区域
互补，提高整体保障能力？

“四川多水电，夏季丰水期弃水电较多，冬季枯水期存
在电力缺口；重庆以火电为主，夏季负荷高峰电力缺口大，
冬季火电有盈余。两省市电力互补性强，高峰时期火电和
水电可以互济。”市能源局局长王祖勋说，这两年，四川水电
每年向重庆输送200亿千瓦时，枯水期重庆火电向四川输
送5亿—8亿千瓦时。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建成后，两地之间可
输送更多电能。我们从2017年起就会同四川能源局策划
建设该工程。”王祖勋介绍，建设之初川渝两地只有3条
500千伏的输电通道相连，最大输电能力只有650万千
瓦。2018年开展方案论证时，有专家提出500千伏输电技
术比较成熟，建议新建2条500千伏的输电通道。

“我们用三点理由说服了专家，最终确定建设一条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王祖勋说，一是相较于两条
500千伏的输电通道，特高压交流工程可以节约一条通道
的土地和廊道资源；二是可以越过低等级电网网络，避免对
存量的500千伏电网大面积改造；三是可为后续打造川渝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环网奠定基础。

“现在全国电网都进入了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时代，
即将建设的南疆入川渝的特高压直流工程也将从四川的换
流站输送到重庆。”王祖勋称，该工程建成后，川电送渝能力
将提高1000万千瓦，为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电力支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水火互济”电力互补

记者从市能源局获悉，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环网
工程正在加快论证中。

环网建成后将发挥三大优势——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负荷中心供电能力，提升川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能力，
优化成渝负荷中心东部500千伏网架结构。

具体说来，预计“十五五”时期重庆最大电力缺口仍达
到950万千瓦，亟需进一步深化推进川渝电网一体化发展，
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负荷中心供电能力；从中长期看，
西南电网极可能将面临“疆电入渝”等多回特高压直流接
入，亟需加强特高压交流环网建设，提升川渝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能力；“十四五”时期，重庆电网北电南送、南电北送、东
电西通道送电能力不足，建设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环
网，可形成入渝电力从铜梁特、涪陵特东西两个特高压交流
站均衡下网的潮流分布格局，同时优化主城都市区负荷中
心东部电网结构，有效缓解关键送电通道的潮流压力。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已原则支持开展川
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环网工程研究论证，我市正抓紧推
进相关工作。

川渝1000千伏
特高压交流环网正加快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