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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电压690V，正常！”
2月9日清晨，丰都三抚林场山间积

雪还未融化，三坝风电场场长赵巍已穿戴
好工作服，手持万用表，依次进入每台风
机底部的控制舱，对电压、转速等参数例
行巡检。

近年来，丰都县围绕能源结构调整，
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建成一批风
电、水电、生物质能发电、光伏发电、热电
联产等项目。其中，全县风电项目装机容
量达35万千瓦，占全市风电总装机容量
的四分之一。

从“零”的突破到多能互补，丰都清洁
能源是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短短几年
时间内站稳“碳风口”的？连日来，记者进
行了采访。

试水风电
项目装机容量成全市第一

立春过后，丰都高山地区的大风天气
明显增多。三坝风电场内，20余台风电
机组徐徐转动。“虽然风电叶片看起来转
得很慢，但发电量并不小。”赵巍指着仪表
盘上的风电设备监测数据告诉记者，实现
全容量并网发电以来，整个电场年发电量
可达9711万千瓦时。

丰都地处七曜山与方斗山之间，蕴含
着丰富的风能资源。早在2015年，央企
大唐集团便入驻丰都开发风电，建成丰都
境内第一个风电项目——三坝风电场，拉
开了丰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序幕。

“最初吸引我们落户丰都的便是这里
丰富的风能资源。”赵巍说，三坝风电场位
于海拔1700米的高山上，属于典型的山地
风、峡谷风。去年，整个风电场有效风时数
就达6160.2小时，风能利用率高达98%。

尽管有着良好的资源优势，可要在地
势险峻的山区建设风能项目，交通就是第
一道坎。风力发电机叶片、塔筒、机舱属
于不可拆解的大件运输物品，其中，发电
机叶片单叶的长度就在55米左右，相当
于十几层楼的高度，要将这样巨大的叶片
运上山可不容易。

丰都整合相关政策资金，不断完善道
路、桥梁、隧道等区域路网结构，为风电设
备运输提供保障。

譬如，三坝风电场便依托南天湖旅游
景区建设，将场区公路与旅游道路相结
合，打通了项目进山的最后一公里，也节
省了前期投入资金。

另一方面，丰都还不断强化融资、税
收、用地等政策优惠，继三坝风电场投产
后，又陆续吸引到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国家

能源等多家大型企业入驻，建成横梁（一、二
期）、回山坪、五洞岩（一、二期）风电项目。

“截至目前，丰都风电项目装机总容
量达35万千瓦，装机容量为全市第一，年
上网电量6.5亿度，这为清洁能源的快速
发展奠定了基础。”丰都县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拓宽外送通道
构建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

出丰都县城一路向北，记者驱车15
公里，便来到丰都名山110千伏输变电工
程建设工地。该项目于去年12月正式开
工，年后刚上班，项目部便开足马力，加快
进行劳务资质审核、设备采购等前期工
作，为月底施工队进场做准备。

“我们计划在年内完成输变电站主体
工程。”项目负责人付旺说，作为丰都“十
四五”期间电网基建的重点工程，丰都名
山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
畅通莲花山片区风电项目的外送通道。

这只是丰都扩大输送网络，提高清洁
能源利用率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丰都依
托境内风、光、水等资源优势，已逐步构建
起包括风电、光伏、水电、生物质能发电等
在内的全域式清洁能源产业。

“截至2021年底，丰都境内清洁能源
总装机容量就达49.2万千瓦，但丰都最大
的用电负荷只有22.25万千瓦。如果没有
足够的外送通道，就会出现有电送不出，造
成弃风、弃光的现象。”国网重庆丰都供电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温见能告诉记者。
为此，丰都先后搭建起220千伏丰都

主变电站、丰都乌杨110千伏输变电工
程、丰都高镇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输变
电网络，去年，丰都就地消纳清洁能源
7.89亿千瓦时，送重庆电网2.91亿千瓦
时。“‘十四五’期间，我们还将投资1.9亿
元，加紧完成丰都主变电站扩建、名山输
变电工程、10千伏社崇线等主配电网建
设。”温见能说。

绿色高效的电力网络也吸引到一大
批重点项目落户丰都。其中，正在建设的
栗子湾抽水蓄能项目便是国家西部大开
发“十三五”规划优先备选重大储备项目。

“我们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能抽
水至高处蓄能，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
至低处发电。可将电网负荷低时的多余
电能转变为电网高峰时期的高价值电能，
起到调峰、调频的作用。”项目负责人邱树
先介绍，栗子湾抽水蓄能项目建成后，每
年可发电8.37亿千瓦时，“这意味着每年
可节省标准煤耗31.62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80万吨，相当于多种植了700
万棵树。”

促进产业融合升级
打造100亿级清洁能源示范基地

站在三坝风电场远眺，蜿蜒的青山被
覆盖上厚厚的积雪，一座座风电机像山间
的巨龙，蔚为壮观。“因冬奥会带动，自春
节以来，自驾前往三坝风电场欣赏风车雪

景的游客就有2万余人次，成为拉动南天
湖旅游增长的新引擎。”南天湖景区管委
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风车林成为风景线，凸显了风电与旅
游的叠加效应，这也是丰都清洁能源向产
业链上下游、价值链高端不断延伸的生动
写照。

“我们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体系基础上，通过抓龙头、带集群、建
平台、延链条，以能源产业促进绿色工业
发展，并催生出了‘能源＋旅游’‘能源＋
农业’等新业态。”丰都县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一方面，丰都对部分已投产的清洁能
源项目实施了技改增效，提高其发电质量
和规模，确保已建成项目高效运行。

另一方面，对新引入的清洁能源项
目，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台账，找准项
目建设存在的瓶颈制约，对症下药，确保
早开工、早投产。

与此同时，丰都还不断优化能源产业
结构，增大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围绕新能
源、智能制造、绿色建材等创新型产业集
群，策划招商了一批重点项目，打造集研
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条，形成发展合力。

随着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不断融
合，丰都清洁能源产业也逐步升级。“力争
到2025年，全县清洁能源规模达30亿元、
2030年达70亿元、2035年达100亿元，丰
都打造百亿级清洁能源示范基地的目标是
可以预见的。”该县发改委负责人表示。

抢占清洁能源“碳风口”
丰都县建成一批风电、水电、生物质能发电、光伏发电、热电联产等项目，

其中风电装机容量全市第一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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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2月 15 日电 《日
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说，中国在清洁
能源领域的研究能力显著跃升。2011
年至 2020 年，中国发表的与脱碳相关
的能源研究论文数量约占全球总数的
四分之一。

据《日本经济新闻》11日报道，荷兰

学术出版巨头爱思唯尔公司对2001年
至2020年全球发表的160万篇与脱碳
相关的能源研究论文和约80万件专利
进行了分析，涉及领域包括蓄电池、可
再生能源、节能半导体、电动汽车、核聚
变等。

分析发现，在2011年至2020年全世

界发表的脱碳相关能源研究论文中，中国
论文占26.8%（34万篇），美国占15.7%
（20万篇），日本占4.5%（5.7万篇）。中国
在锂离子电池、光触媒、风力发电等领域
研究十分活跃。

基于爱思唯尔公司的数据，从每
年发表的脱碳相关能源研究论文数量

看，中国于 2012 年超过美国位居首
位；而从全部学术领域论文数量看，中
国于 2020 年才超过美国。由此可见，
中国在清洁能源相关研究上起步较
早。

爱思唯尔公司根据论文被引用次数
等计算了论文质量指标，美国仍领先。
2011年至2020年，中国的脱碳相关能源
研究论文质量指标为1.531，高于1.437
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的2.023。
日本该领域论文质量指标为1.393，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

日媒：2011至2020年中国脱碳论文数占全球四分之一

锂离子电池、光触媒、风力发电等领域研究十分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