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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项试验现在开始发令，5、4、3、2、1，执行！”
新疆哈密巴里坤县，是“疆电入渝”工程的第一

站。5月25日，在巴里坤±800千伏换流站主控室，
随着指令下达，“交直流线路故障试验”开始了。

新疆送变电公司工作人员黄亮紧盯大屏幕上的
关键参数，随着试验顺利完成，脸上泛起笑容。

今年32岁的黄亮是重庆万州人，2016年大学毕
业后来到新疆，“今年2月，我到了巴里坤换流站，进
行投运前的各种带电模拟实验。”

“双极低端测试项目多达200余项，每天调度指
挥下令很快，直流输电系统运行工况改变很多，需要
大家高度集中精力。”黄亮说，试验的节奏快、要求
高，容不得一丝马虎。

“整个过程非常紧凑，大量设备需要人去检查，包
括每颗螺丝是否紧固、每台设备状态是否正常、后台
的信号是否准确等。”黄亮的眼睛里有些血丝，“最关
键的时候，大家连续奋战20天，每天忙到凌晨两三点
钟是常态。”

“刚进站的时候，我被那里的天气震住了：风像
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热的时候像怀里揣着团火。但
我现在觉得，这份辛苦非常值得。因为今年夏天，家
乡父老度夏不会恼火了，空调放心开！”黄亮笑着说。

▼5月25日，新疆哈密巴里坤县，工作人员在巴
里坤±800千伏换流站的主控室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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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塘湖镇是巴里坤县一个偏远乡镇，巴里
坤±800千伏换流站就在这里。

“今天是个好天气，风力最多两级。”5月25
日，国网特高压公司巴里坤换流站项目副经理
陈绪德伸出双手“测”了一下风，笑了笑。

不过，现场的风声仍能盖过陈绪德说话的
声音，即便大家离得很近，也都要扯着嗓子说
话。

“风大的时候，人站都站不稳。”陈绪德打开
手机相册，播放了前年12月拍摄的“风吹雪”画
面和去年4月拍摄的“风沙墙”画面。

特高压电力安装属于特种作业，风力6级及
以上就严禁作业。巴里坤换流站工程业主项目
负责安全的管理人员高奕飞介绍，刮大风的时
候，即使320吨履带吊车也无法把施工人员稳
稳“举”到空中。

“一年有近1/4的时间为6级大风时段，10
月份开始下雪，每年实际上只有7个月有效工
期。”陈绪德介绍，为了抢工期，巴里坤换流站采
用了装配式技术，“你看这里的围墙、8公里长的
电缆沟都用了装配式技术。”

现代技术的运用无处不在。换流阀厅内，
上万片晶闸管芯片以微秒级精度协同工作，交
流正弦波“重组”为直流电。

“眼前这一组组阀塔，价值上亿元，全部是
‘中国造’。”陈绪德自豪地说。

▼5月25日，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卡车将风
力发电机叶片送往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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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大西北戈壁滩，阳光
耀眼、风力十足。

阳光与风能转化为强大电流，
将从哈密出发，跨越天山、河西走
廊、秦岭，向着重庆奔涌。

5月24日至29日远赴新疆、
甘肃，6月5日在重庆渝北，记者
实地探访哈密—重庆±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

“疆电入渝”工程）部分关键点
位，聚焦那些在极端环境下艰苦
奋战的建设者，倾听这项“超级
工程”建设背后的生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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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列光伏电板如同蓝色的波浪，一直延
伸到视野尽头……这里是石城子光伏产业园，
距离哈密市区30多公里，是新疆第一个装机容
量达百万千瓦的光伏产业园，多家光伏发电企
业入驻。

“这里每天平均发电 15 小时，全年发电
1600多小时。”5月25日，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哈
密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低碳发电，智慧管理。国家电投哈密石城
子电站主控室的大屏上，当天发电的实时数据
一目了然。实际与预测功率、实测与预测风速
曲线也随着时间点不停变化。

电站运维员余地介绍，数据来自360度无
死角的摄像头，以及搭载了高清摄像头和传感
器的巡检机器人，“我们从手机上也能看到，哪
怕不在场站内，数据异常也会自动报警。”

走进国投新疆新能源公司三塘湖风电项目
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近百米高的风车，半径
50米长的叶片呼呼作响……

“三塘湖海拔在1400米到1500米之间，风
能资源丰富，年均风速8.2米每秒，年风速有效
小时数达7344小时，是新疆九大风区之一。”国
投巴里坤新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金龙介
绍，风速最高的时候，风车每分钟转14圈，转一
天就能满足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5月25日，巴里坤县国家电投哈密石城子
电站，工作人员在光伏板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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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在甘肃酒泉市桥湾地区，粒
粒砾石反射着白炽的阳光，暴风雪，野狼出
没，还要与孤独为伴……在无人区架设特
高压线路，那种滋味很难想象。

“没信号，没娱乐项目，工作本身就是
乐趣。”上海送变电公司哈重线甘1标项目
经理丁晨介绍，该公司负责建设的特高压
线路跨越110多公里无人区。

丁晨记得，2024年10月的一天，最低
气温骤降到-10℃以下。工人周劲锋“全
副武装”地去架线——头戴保暖帽，穿着可
以自发热的保暖服，外面裹着厚厚的工装，
但还是觉得寒风刺骨。狂风裹挟着坚硬的
冰粒，拍打着他似乎已失去知觉的脸。从
凌晨5∶50起床到中午再次上塔，中间他没
有歇一刻。

风雪越来越大，电线被厚冰裹覆，摆幅
也越来越大。“赶快下来，收工！”班长拿起
对讲机反复呼叫，对讲机已贴在耳朵上，但
除了风声和电磁干扰声，无人应答。

正当大家的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候，对
讲机里传来周劲锋的声音：“班长再等等，
我们很快完工。”

工人们全力抓紧导线，直到最后一根
导线跨越两座铁塔。验收后，工人们颤颤
巍巍地依次从塔上走下，一个个被搀进了
工地板房。

从2023年12月进场到今年1月7日
完工，这群年轻人就这样在无人区奋战了
一年多。

▼5月27日，甘肃酒泉桥湾地区，工作
人员驾车在无人区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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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位于腾
格里沙漠边缘。在这里，特高压工程建设与生
态保护并行，沙漠中的绿植生机勃勃，抵御着
滚滚黄沙的侵蚀。

“40多年前，当地六位老汉用麦草格子在
这里种出一片绿洲。新一代建设者在沙漠里

‘种’出了30多座铁塔。”董德品是国网甘肃省
电力公司哈重工段甘6标段安全质量业主负
责人。5月29日，他指着输电塔基座四周铺设
的数百平方米草方格说：“这不仅仅是生态保
护的需要。在沙漠里开挖，容易有坍塌的风
险，并且流沙也会腐蚀铁塔基座。”

沙漠里铁塔如何站稳“脚跟”？施工方采
取了“沙漠灌注桩”技术。董德品展示了几张
图片：直径1.5米的铁制护壁犹如巨型罐头般
被垂直压入15米深的沙层，把周围流沙固定
住，在“铁罐头”里浇筑混凝土，凝固后护壁抽
出，铁塔便能在沙漠里稳稳“扎根”。

▼5 月 29 日，甘肃武威古浪县八步沙林
场，工作人员在腾格里沙漠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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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渝北区大湾镇太和村，阳光洒向
一片新厂房。这里是渝北换流站，是西南地区
首个受端换流站，也是“疆电入渝”工程的终点。

换流站最靠里的区域，坐落着调相机厂
房。调相机是渝北换流站的核心装备，担负保
障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稳定运行的重任。

“目前，厂房内两台调相机的主辅设备安装
均已接近尾声，现阶段正全力投入各分系统的
调试中……”国网重庆电科院电源技术中心主
任工程师李登峰一边介绍，一边和同事记录下
各项数据。

在交直流设备区之间，安放着换流站的“心
脏”——换流变压器。14台低端换流变压器长
10.5米、宽4.5米、高4.7米、重达272吨，目前已
全部调试完成。在这里，换流变压器与换流阀
协同作业，不仅实现交直流电力的无缝转换，更
肩负起电压调节、故障隔离、短路电流限制等多
重任务。

据介绍，渝北换流站总占地面积27.13公
顷，约40个足球场大小。“不容易啊，我们建设过
程中使用超过170台大型机械，高峰期参建人
数超2000人。”国网重庆建设公司副总经理、渝
北±800千伏换流站工程业主项目部项目经理
李自若感慨。

这里的地形是“六梁七沟一河道”，最大高差
达66米，场地平整工作对工程进展至关重要。李
自若介绍，场地挖填方量近300万立方米，各个
工作面昼夜交替，两班倒安排作业，24小时不停
工，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主要区域场平施工。

“为啥要这么‘抢’？因为场平‘抢’一天，整
个工程就能往前推一天。”李自若说。

▼▼6月5日，渝北换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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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比起常规的超高压电网，特高压为何
更“香”？

答：特高压输电可显著提高输电效率。1000千
伏特高压输电线路，输送功率约为500千伏超高压输
电线路的5倍，而输电距离是4倍，线路损耗只有1/4。

重庆日报：“疆电入渝”工程属于特高压直流输
电，与交流输电的区别在哪？

答：交流输电就像公路运输，电流可以像车一样灵
活地在其中变道、掉头，但损耗极大；而直流输电就像
铁路运输，可“点对点”直达，是远距离输电能力最强的
工具，仅用两相导线就可实现电力的大功率传输。“疆
电入渝”工程就相当于“电力高铁”，更快捷、高效。

（受访者为国网重庆建设公司总经理助理陶凛）

““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工程
就像就像““电力高铁电力高铁””

戈壁生绿电戈壁生绿电，，银线贯长空银线贯长空。。
66月月1010日日，，哈密—重庆哈密—重庆±±800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以下简称以下简称““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工程））投产送电投产送电。。新疆新疆““风光风光””转化成电转化成电
能能，，77毫秒就能传输到重庆毫秒就能传输到重庆。。

““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工程，，是我国是我国““十四五十四五””规划确定的规划确定的102102项重大项重大
工程之一工程之一。。““西电东送西电东送””，，关乎全局关乎全局。。

20242024年年44月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
部大开发座谈会时指出部大开发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能源资提升能源资
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做大做做大做
强一批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强一批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加强管网互联互通加强管网互联互通，，提升提升““西电东西电东
送送””能力能力。。

““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工程，，正是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是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服服
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标志性成果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标志性成果。。

十五载的期盼十五载的期盼，，两千公里的跨越两千公里的跨越。。总投资达总投资达286286亿元的亿元的““疆疆
电入渝电入渝””工程工程，，恰如一条热力澎湃的恰如一条热力澎湃的““能源大动脉能源大动脉””，，不仅惠及渝不仅惠及渝
疆疆，，更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更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国家战略，，为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注为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其中，清洁电量
180亿千瓦时以上

可等效替代标准燃煤
590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1500万吨

建成投运后

每年可向重庆
输送电量

超360亿千瓦时
全市供电能力

提升20%以上

新闻多一点>>>

““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工程，，对重庆补上电力缺口对重庆补上电力缺口、、调调
整能源结构意义重大整能源结构意义重大。。站在全国的视野站在全国的视野，，这一这一

““超级工程超级工程””对我国构建能源新格局起到良好的对我国构建能源新格局起到良好的
示范作用示范作用。。

重庆成重庆成““西电东送西电东送””配置枢纽配置枢纽

纵观我国能源资源的分布纵观我国能源资源的分布，，8080%%资源主要分布资源主要分布
在西部在西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7070%%左右的需求却分布在东部左右的需求却分布在东部、、
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于是于是，，““西电东送西电东送””成为最优解成为最优解，，也是我也是我
国最重要的能源战略布局国最重要的能源战略布局。。

新疆是国家确定的新疆是国家确定的““三基地一通道三基地一通道””，，煤炭和新煤炭和新
能源等资源位居全国前列能源等资源位居全国前列。。市能源局局长王祖勋市能源局局长王祖勋
介绍介绍，，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电力净输入省份，，““加加
快外电入渝特高压工程建设快外电入渝特高压工程建设””一直是重庆的期盼一直是重庆的期盼。。

““重庆地处全国东部重庆地处全国东部、、西部连接腹地西部连接腹地，，具备西部电源具备西部电源
基地送东部负荷中心基地送东部负荷中心‘‘中继站中继站’’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王祖勋王祖勋
说说。。

一是过境通道一是过境通道，，目前目前，，有有66条特高压直流线路条特高压直流线路
过境重庆过境重庆，，输送至上海输送至上海、、江苏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浙江等东部地区；；二二
是重庆正打造是重庆正打造““西电东送西电东送””能源资源配置枢纽能源资源配置枢纽，，在在

““西电东送西电东送””等战略布局中位置极为重要等战略布局中位置极为重要。。
但在但在““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投产送电前工程投产送电前，，重庆面临重庆面临

本地资源禀赋制约与跨区域调配能力不足两大挑本地资源禀赋制约与跨区域调配能力不足两大挑
战战。。去年去年，，我市电力消费总量为我市电力消费总量为 16121612..66 亿千瓦亿千瓦
时时，，市外购电量市外购电量292292..11亿千瓦时亿千瓦时、、占占2020..88%%，，对外依对外依
存度高存度高；；特别是去年迎峰度夏期间特别是去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市国网统调全市国网统调
最大电力负荷需求达到最大电力负荷需求达到29452945万千瓦万千瓦，，创历史新创历史新
高高，，需求侧响应需求侧响应160160万千瓦万千瓦，，电力供应只能说电力供应只能说““紧紧
平衡平衡””。。

““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恰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工程恰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夏今夏
每天将为重庆输送每天将为重庆输送50005000万千瓦时的电力万千瓦时的电力，，这意味这意味
着着，，迎峰度夏将会平稳度过迎峰度夏将会平稳度过。。““工程投产送电后工程投产送电后，，新新
疆每年可向重庆送电疆每年可向重庆送电360360亿千瓦时亿千瓦时，，全市供电能力全市供电能力
提升提升2020%%以上以上，，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
强劲动能强劲动能。。””王祖勋说王祖勋说。。

事实上事实上，，““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只是重庆打造工程只是重庆打造““西电西电
东送东送””能源资源配置枢纽的起手式能源资源配置枢纽的起手式。。未来未来，，重庆将重庆将
在新疆若羌规划建设配套电源开发基地在新疆若羌规划建设配套电源开发基地，，提前谋划提前谋划
藏电藏电、、西北电入渝输电通道西北电入渝输电通道，，推动渝黔直流背靠背推动渝黔直流背靠背
联网联网、、川渝川渝1000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加强工程增补纳千伏特高压交流加强工程增补纳
入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入国家电力发展规划。。

对新疆而言对新疆而言，，““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也翻开了工程也翻开了““沙戈沙戈
荒荒（（沙漠沙漠、、戈壁和荒漠戈壁和荒漠））””开发的新一页开发的新一页。。““立足国家立足国家

所 需所 需、、新 疆 所新 疆 所
能能，，新疆将加快推进新疆将加快推进

‘‘疆电外送疆电外送’’，，保障国家能源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安全，，实现实现‘‘双碳双碳’’目标目标。。””新疆维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疆电入渝疆电入渝””工程投用后工程投用后，，新疆电力外送能力新疆电力外送能力
将提升至将提升至33003300万千瓦万千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新能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新能
源外送基地源外送基地。。

“疆电入渝”工程15年磨一剑

“疆电入渝”工程的建设进程，一波三折。
2010年，云南—广东、向家坝—上海±800千

伏首批特高压直流示范工程建成投运，开启了我国
特高压工程建设新篇章。

重 庆 也 是 特 高 压 工 程 的 积 极 参 与 者 。
2010 年，新疆与重庆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积极推进“疆电外送”，配合国网公司推动
准东—重庆±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早日开工建设。

次年，国家电网推进疆电特高压外送可研论证
工作，送电重庆的起点选在哈密，全线约2300公里
的线路路径也落实了。

“我们都以为一切按部就班时，情况发生了
变化。”当年参与前期工作的国网重庆建设公司
总经理助理陶凛回忆称，当时，另外一个特高压
工程还在论证；另一方面，2012年重庆统调最大
负荷不到1200万千瓦，对新增直流输电难以消
纳。

2012年下半年，有关部门正式回复：哈密北—
重庆特高压直流工程项目暂不具备建设条件。

2017年，新疆开始谋求“疆电外送”的第三通
道，并来重庆调研。重庆敏锐把握机遇，重启搁浅
多年的“疆电入渝”构想。

2018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向
国家部委上报《关于审定“疆电外送”第三通道落点
方案的请示》，申请国家审定落点省份。8月，国家
电网公司与国家能源局，就“疆电外送”第三通道落
点重庆达成一致。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与
国家“西电东送”能力的提升需求，成为争取“疆电外

送”落地地
方的有力论据。

从宏观来看，当时
我国煤炭资源的2/3以上分
布在西北部，风光资源集中在东
北、华北、西北部，而负荷中心在东部沿海
地区，能源发展存在供不应求、结构失衡等突出问
题。

发展需求与电力紧缺的根源性问题找到了，我
国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要加快推动和深化能源配
置改革。“疆电入渝”工程，恰恰与国家能源战略方
向高度契合。2019年，重庆、新疆在北京签署合作
协议，“疆电入渝”工程有了实质性进展。

新疆送电与重庆用电精准匹配

落实国家能源战略，政策层面达成了共识。但
这个“超级工程”，仍然面临一系列技术问题，以及
一个巨大的“匹配难题”：新疆的送电与重庆的用
电，如何匹配？

技术层面上，从相距2000多公里的新疆引进
电力，既要考虑庞大的基础设施规划，也要考虑建
设成本、电力输送带来的损耗等一系列问题。

好在，近年来重庆也积累了不少建设经验。比
如，在“疆电入渝”工程开工前，重庆已有白鹤滩—
江苏、白鹤滩—浙江±800千伏等多条特高压输电
线过境线路的建设经验。

2020年5月，国网公司启动项目预可研。如
何解决“匹配难题”，成为各方论证磋商的焦点。“讨
论最多的是电源配比方案。”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发展部规划一处处长周倩坦言，重庆、新疆都在思
考如何契合彼此的“送电用电曲线”。周倩解释称，

重庆夏季用
电曲线有两个高峰，午高
峰与晚高峰，晚高峰在晚上 8点到 11
点。新疆晚上9点到10点开始日落，光伏发电减
弱，风力发电也可能不稳定。问题怎么解决呢？

于是，“疆电入渝”工程还在哈密配套建设了
200万千瓦×4小时的电化学储能，规模为全国同
类工程之最，可有效平抑风电、光伏发电的波动，适
配重庆的用电特性。

2020年国家提出“双碳”目标。为落实国家
政策要求，统筹安全、绿色与经济，“疆电入渝”项
目在论证中不断优化电源配比，最终确定配套火
电装机容量400万千瓦，风电700万千瓦，光伏
3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占到了总体的
71.83%。

“项目投运后，每年输往重庆电量360亿千瓦
时以上，其中清洁电量180亿千瓦时以上，可等效
替代标准燃煤5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500万吨，
有助于我市实现‘双碳’目标。”王祖勋说。

2023年4月，“疆电入渝”工程完成可研，7月
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核准“疆电入渝”工
程。随即，工程建设进入“快车道”。到今年6月10
日，这项“超级工程”投产送电，为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重庆篇章提供有力的能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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