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5

年4

月23

日

星
期
三

主
编

付
爱
农

责
编

赵
本
春

美
编

李
梦
妮

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
障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做大做强一批国家重要能源
基地。加强管网互联互通，提升“西电东送”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积极开发市内资源 拓展引入市外能源

夯实能源大盘 为新重庆持续“充电”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4月8日，阳光明媚。合川区沙鱼镇，国
网重庆超高压公司的输电运检员工在高高
的电缆上行走。

这个惊险动作，专业说法叫“走线验
收”。这次行走，标志着国家“十四五”电力
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哈密至重庆±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疆电
入渝”工程）重庆段完成走线验收。

“疆电入渝”工程是重庆首条落地的特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也是重庆“外引”重大项
目、提升能源保障能力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一年来，重庆积极开发市内资源、拓展
引入市外能源，“内增”“外引”两条腿走路，
夯实全市的能源大盘，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持续“充电”。

外电入渝，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去年，川渝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
工程建成投运；今年 6 月，“疆电入渝”
工程预计投用

前不久，新疆哈密市，在“疆电入渝”工
程新疆送端站——巴里坤换流站，14台双
极低端换流变压器的安装工作完成。

“疆电入渝”工程起于新疆哈密市巴里
坤换流站，止于重庆市渝北区渝北换流站，
途经新疆、甘肃、陕西、四川、重庆五个省区
市，全长2290公里。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外
电入渝，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目前，我们生产的全都是‘疆电入渝’
工程配套风电项目的订单，共计10兆瓦以
上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塔筒400余套，订单
已达到饱和状态。”新疆乾源风电设备有限
公司总经理曾召志说。

哈密资源能源富集，是国家千万千瓦级
风电基地之一。通过“疆电入渝”工程这条
电力“高速公路”，哈密的风能等资源转化成
电能后，只需7毫秒就能抵达重庆。该工程
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向重庆输送电量超360
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电量占比超过
50%，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600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1650万吨。

“拉开天岳Ⅰ线T05317刀闸！”“后台
检查，确认拉开！”

去年冬天，铜梁区少云镇，川渝特高压

工程1000千伏特高压巴岳站（以下简称巴
岳站）主控室内，一连串干脆有力的指令声
此起彼伏。运维值班长熊敏、运维正值程思
雨、运维副值赵悦彤认真核对投运操作票。

“各项参数达到要求！”“各种设备运行
正常！”成功完成整站调试的消息传来，现场
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大家击掌庆祝，有的
人眼里泛起了泪光。为了这一刻，他们准备
了700多个日日夜夜。

巴岳站，是国家级重大能源项目——川
渝特高压工程的重要节点。1个月后，川渝
特高压工程顺利投用，来自四川的水电被源
源不断送往重庆。

大江大河多、海拔高差大，决定了四川
是我国水电资源大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加快步子，川渝特高压工程如同一个
巨大的“助推器”。

去年3月，四川甘孜1000千伏特高压
变电站建设现场，一座巨大的主变压器组装
厂房在高原的耀眼阳光下显得格外雄伟。

主变压器是变电站的核心设备。正在
组装的这个主变压器重达300多吨，是国内
外同类型产品中罕见的“大家伙”。现场有
不少人很好奇：这台300多吨的大型设备，
是怎样顺畅地通过弯多路窄的318国道的？

“以往建变电站，主变压器都是整机运
来再安装调试。但300多吨的主变压器，要
整体运输根本不可能，只能拆分运输。这次
拆成了 14个‘大包裹’，用了 9辆车来运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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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电站项目
管理专责周万骏说。

在川渝特高压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这样
的“首创”有26项之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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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

在海拔4535米的甘孜州折多山作业点
上，电力工人回忆起当时的施工过程——

上午9时，电力工人们操作张牵设备，
开始放线。3小时后，2个红色走板牵引着
10根子导线，缓缓通过32号铁塔的滑车，首
例十分裂导线展放全部完成。首次应用的
十分裂导线，是一种用于高海拔地区特高压
输电线路的先进技术，能有效降低输电噪
声，抵抗大风和冰雪天气。

“仅仅运输一个主变压器就要花费这么
大的力气，是因为对川渝两省市的高质量发
展来说，川渝特高压工程的紧迫性太突出
了。”周万骏说。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步伐加
快，用电需求快速增长，预计到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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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重庆而言，全市最大电力负荷、全社
会用电量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电力
供应压力不小。”市能源局局长王祖勋说。

缓解压力，迫在眉睫。去年，川渝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建成投运；“疆电入渝”
工程预计今年6月投用。

储能“上新”，为发展增厚“底子”

能源保障不仅要解决“缺不缺”的
问题，还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驱车从綦江区中峰镇场镇中心一路向南，
溯溪而上，约10分钟能看到山体上的一个大
型工程，上下水库之间有8个隧道连接……
路过者不禁好奇，这个工程有什么用途？

通过工程入口后，从山脚继续逶迤上
行，车窗外的风景在高山和隧道间不断切
换，约40分钟后驶出最后一个隧道，就能看
到綦江蟠龙抽水蓄能电站（以下简称蟠龙电
站）全貌。

去年6月，这个西南地区首座百万千瓦
级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

“修建2.6公里的进场路就耗时2年，修
建上下库连接路的8个隧道则耗时3年，去
年底1号机组总算建成投产。”说起近9年的
建设施工过程，国网新源重庆蟠龙抽水蓄能
电站有限公司工程部工作人员周曙光感叹。

岩石强度低、遇水易软化的地质条件增
加了施工难度。加强支护、减少变形，专程从
百余公里外运回粗细骨料、排水料、垫层料等
灰岩材料作为筑坝及混凝土施工用料……
建设蟠龙电站，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题。

蟠龙电站是我市夯实能源“大盘”的重点
项目之一，在重庆电网中承担削峰填谷、调频
调相、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调节能力可达到
240万千瓦，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充电宝”。

除了削峰填谷，储能项目的“绿色”效益
也凸显出来。国网新源重庆蟠龙抽水蓄能
电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张华算了一笔账：
蟠龙电站发的电将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
接入重庆电网，预计每年可减少标准煤耗
15.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9.87万吨。

“在‘双碳’目标之下，能源保障不仅要
解决‘缺不缺’的问题，还要解决‘好不好’的
问题。”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抽水蓄能，重庆正在打造一批新型
储能项目——

位于璧山区的“综合智慧零碳电厂比亚
迪光储项目”，去年8月投入运行。这是重
庆最大规模的单体用户侧储能项目，屋顶光
伏安装面积约10万平方米，直流侧装机容
量10.1兆瓦；电化学储能电站容量60兆瓦/
240兆瓦时。

“利用企业厂房屋顶闲置空间，建设光
伏板吸收太阳能，及时转化成企业生产用
电。”国网重庆璧山供电公司营销部市场及
智能用电管理专责邹亚倩说，光伏产生的富
余电能以及电网夜间谷时段电能，可对储能
站进行输电，储能站在白天用电高峰时段向
企业供电，既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又缓解了
度夏期间电网压力。

“除积极引入外部资源外，重庆也着力
推动市内供应能力建设，特别是储能项目建
设。”王祖勋介绍，除綦江蟠龙电站外，永川
港桥燃机、重庆电厂环保迁建、合川双槐储
能电站等一大批项目已经建成投产。

“气”势如虹，构建能源安全压舱石

储气库像“天然气银行”一样，夏
天存、冬天取，建成后将具备季节调
峰、事故应急、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三大
功能

连日来，重庆石油通汇能源有限公司涪
陵LNG工厂装车站现场一片繁忙。随着充
装工关闭进液阀，取下装车臂，移走枕木，槽
车缓缓驶出装卸岛，在完成重车过磅、出库
交接、打铅封等一系列工作后，天然气被送
往长江沿线的千家万户。

原料气来自涪陵页岩气田，也是公司扩
大成品生产的“底气”。页岩气供应源源不
断，该公司近6年来累计产销LNG逾100万
吨，目前正推进二期项目建设，今年将建成
投产西南地区产能最大的LNG工厂。

重庆石油通汇能源有限公司的上游供
应商——涪陵页岩气公司，最近也有新动
作：为压缩机加装变频装置，促进页岩气田
增压开采。

在涪陵页岩气田焦页49号采气平台，
工程师金志江检查压缩机变频装置运行情
况后说：“我们为压缩机安装变频装置后，压
缩机能耗下降明显。”

今年，涪陵页岩气田焦页30号、90号、
156号等采气平台的10口新井陆续投产，

水平井组优快钻井、长水平井高效压裂、采
气工艺配套核心技术的应用……目前，涪陵
页岩气田已累计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超
10000亿立方米，成为我市天然气保供“压
舱石”。

按照“全国一盘棋”的要求，重庆要建设
一批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构建多层次天然
气储备体系，夯实西部大开发的“能源基座”。

一年来，我市页岩气、天然气的产量储
量迎来“双提升”。截至2024年底，涪陵页
岩气田累计产气超700亿立方米，其年产气
量超85亿立方米，约占我国页岩气年产量
的三分之一。

700亿立方米是什么概念？涪陵页岩气
公司副总经理李德纯打了一个比方：按1户
家庭平均每天用气1立方米计算，它相当于
2亿户家庭1年的用气量。

在此基础上，涪陵页岩气田继续开展技
术改造，提高产量减少能耗。

3月15日，位于长寿区的黄草峡储气库
完成调峰采气任务，自去年11月投用以来

“首战告捷”，完成了供暖任务。
“储气库像‘天然气银行’一样，夏天存、

冬天取，建成后，将具备季节调峰、事故应
急、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三大功能。”重庆天然
气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翰介绍，黄草峡
储气库也是西南地区首个含硫双层气藏改
建的储气库，总储气量可达9.3亿立方米。

目前，包括相国寺储气库、黄草峡储气
库在内，重庆地区具备调峰能力的储气库增
加到3座，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重庆地区
冬季天然气供应再添“底气”。

“重庆储气量可以同时满足3000万户
居民每日用气，覆盖了重庆地区冬春季天然
气调峰需求，缩小了采暖期供需缺口。”刘翰
说。

重庆的天然气、页岩气资源相对丰富。
除了加大开发力度、深挖资源潜力，重庆也
通过交易平台发挥市场作用，实现油气资源
优化配置。去年11月，重庆石油天然气交
易中心发布了全国首个反映天然气内陆主
产区LNG价格水平的“川渝液化天然气价
格”，启动了LNG产品线上每日滚动交易，
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服务西部、辐射全
国、融入全球。

“重点围绕川渝千亿方天然气生产基地
建设，重庆进一步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
度，助力川渝地区在全国天然气保障中发挥

‘压舱石’作用。”王祖勋说。

▲位于渝北区大湾镇的渝北换流站。（摄于2025年4月2日）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位于綦江区中峰镇的蟠龙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中石化涪陵白涛集输站，工作人员在巡检管道。（摄于2025年3月25日） 记者 张春晓 摄/视觉重庆

数读

● “十四五”以来，重庆新能源发电装

机容量的年均增速超过30%，新能源装

机达到526万千瓦，较2020年底增

长221.1%

开工约485万千瓦天然气发电、

50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推进川渝千亿方天然气生产基地建

设，2024年天然气产量达175亿立方
米，较2020年增长33%

到今年，重庆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3650万千瓦，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620亿千瓦时，常规天然气、页岩气

产量分别达到50亿立方米、135亿
立方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