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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累计省外购电

1480亿千瓦时

节约标煤消耗5000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1 . 21亿吨

减排二氧化硫14 . 5万吨

B032014年3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蔡宇丹 美编：晓莉 组版：马秀霞 创富·行业

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再次联名呼吁———

冲冲出出““霾霾伏伏””，，亟亟待待外外电电入入鲁鲁
至今年2月28日，我省“外电入鲁”主通道——— 世界首条±660千伏银东直流已全面投产三周年，西北富余的火电和清洁的风电、水电，通过这条绿色的大

动脉源源不断地送至我省。
“目前，山东每九盏电灯中，就有一盏是外电点亮的。在省外来电的有力支持下，自2011年起，我省未发发生生一一次次拉拉闸闸限限电电。。””山山东东电电网网电电力力交易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限制火电发展大背景下，通过特高压输电技术购买省外电力，是破除能源与环境枷锁的一把金钥匙。

告别电荒

一年省外来电 抵半座三峡电站

春节刚过，潍柴集团的
各条流水线就开足马力，向
着“年增幅11%”的目标迈
进。“实现这个目标，底气来
自于供电。”潍柴能源保障
负责人郑健康说，对于装备
制造业来说，电力供应直接
决定了产能。

“倒退6年，想都不敢
想，尤其在夏天用电高峰，
三天两头接到拉闸限电命
令，吃尽了苦头。”郑健康的
这番话让人想起2008年，山
东发生严重电荒，供电缺口
占全省需求的三分之一。

为何出现这么大的能
源供给缺口？为何不多建电
厂？问题远没有想的这么简
单。

山东作为能源需求大
省，全省用电量随着GDP每
年以10%左右的速度同步
增长。然而，由于山东几无
水电资源，风电短时间难成
气候，核电还在起步阶段，
山东电力供给重任90%以
上落到了火力发电身上。

火力发电需要煤。山东
虽为原煤产出大省，但根据
国家“鲁煤南运、晋煤东运”

能源调剂方向，山东发电厂
基本用不上也不能用山东
煤，大部分消耗的是山西、
内蒙古等产煤省区的贫瘦
煤，80%以上的电煤需要从
省外调入。一旦受恶劣天气
或者市场因素等影响中断，
山东的电厂便将断炊。

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
如果不限电，必须加大火电
装机容量。然而，2010年山
东电网装机缺口一度达550
万千瓦。“装机量不足主要
受制于环境问题。新建火电
厂审批也受到严格控制。”
省发改委能交处一位负责
人表示。

在“关停小电厂、严控
新电厂”的大环境下，让潍
柴开足马力的，是强大的省
外来电。

2011年2月28日，±660
千伏银东直流双极投运，来
自宁夏的400万千瓦电力通
过一千多公里“电力天路”
运往山东，使山东接纳外电
达到750万千瓦。“这相当于
2013年全社会用电负荷的
十分之一，可以满足济南和
青岛用电需求。”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营销部负责人
说。

来自山东电网电力交
易中心的数据显示，银东直
流全面投产后，山东每天接
纳约1 . 3亿千瓦时“外电”，
相当于每天用载重40吨的
火车皮运送标准煤 80节。

“目前，我们平均每年通过
‘外电入鲁’通道购进外电
约5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
半座三峡电站的发电量，但
建设投入却不足三峡电站
的5%。”国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

数据显示，2011年以
来，面对全省用电量年均
9 . 7%的增长，在省外来电
的有力支持下，山东未发生
一次拉闸限电，每年拉动山
东GDP增长约 0 . 8个百分
点。

也正是从2011年开始，
潍柴集团用电量持续增长，
但接到的限电通知却越来
越少，电能质量越来越好，

“有了充足的电力保障，企
业也敢放心大胆地接订单
了。”郑健康深有感触。

一场倒逼
破环保困局 特高压开辟能源“大挪移”

在享受“外电”之福的
同时，有人担忧，这么大的
输送容量，一旦发生故障，
会不会导致大面积停电事
件？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国网山东电力运检部负责
人介绍说。2011年以来，“外
电入鲁”通道近百次成功抵
御高温、台风、雨雪的经历
和连续安全运行无事故的
记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推动特高压必须立即
上马的另一个热点就是“雾
霾”。

2013年，山东PM2 . 5平
均数据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1 . 8倍，17市空气质量无一
达国家二级标准。而PM2 . 5

中的60%源自燃煤，山东煤
炭消费量占全国的近1/10、
全世界的1/20，由此带来的
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排放
量均居全国第一。

而火力发电又占了煤
炭消耗头把交椅。山东省
经信委电力处刘学军告诉
记者，“山东火电装机占到
全省装机的九成以上，既
要保持经济增长，还要控
制能源消耗，通过特高压
外电入鲁，是个非常好的
途径，投入小且效果好”。
同时，加快特高压“外电入
鲁”还能为山东的核电、风
能和太阳能、生物质能发
电的发展赢得喘息时间，
从能源结构优化上推动我

省的节能减排。
在能源需求与环境保

护双重枷锁下，推动“两交
两直”(交流：锡盟～济南～
枣庄、靖边(榆横)～济南～
潍坊；直流：上海庙～鲁南、
呼盟～山东)特高压入鲁已
经刻不容缓。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我省多位代表委员再次联
名上书，建议充分考虑山东
省能源电力供应紧张矛盾
突出的实际，尽快核准锡盟
～济南～枣庄特高压交流
工程，同意靖边(榆横)～济
南～潍坊特高压交流工程
和上海庙～鲁南、呼盟～山
东特高压直流工程开展前
期工作。

本报记者 李虎

“如果没有‘外电入鲁’，削减煤炭量非常困难。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电源
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的背景下，寻找替代能源是最易见效的办法。以煤炭为主
的能源结构不改变，大气环境质量就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

目前，有条件尽快在山东
落地的特高压工程(1000千伏)

东纵：内蒙古锡盟-济南-

枣庄
北横：陕西靖边-济南-潍

坊
若“东纵”“北横”2015年投运，

按年接受外电800亿千

瓦时计算
●每年山东减少标煤消耗

2500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8000
万吨

●二氧化硫240万吨

特高压是世界上最先进输电技术，特高压
输电技术的采用，将大大提高远距离、大容量
输电的效率，减少输电损耗，降低输电成本。

特高压特在哪

一般最远经济输电距离600公里

特高压输电距离长达1500公里

甚至更长

大容量

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输送功率

500万千瓦

葛洲坝水力发电枢纽的总装机

容量271 . 5万千瓦

低损耗

容量约为500千伏线路的5倍，

损耗约为其1/4，可节约线路走廊

土地资源约2/3。

宁宁夏夏

山山东东

超高压输电是
省级公路，顶多就
算是个国道，而特
高压输电是“电力
高速公路”。

“以前需要长途跋
涉将煤运到沿海地区再
发电，有了特高压直接
在煤矿坑口建电厂，把
煤变成电流通过空中走
廊实现远距离调运。”

——— 中国电力科
学研究院总工印永华

“这种我国自主
创新的输电技术，可
以与航天和高铁技术
并称中国三大现代高
科技。”

——— 中国工程院
院士、稳定性理论及
电力系统自动化专家
薛禹胜

●2015年，全省空气质量要比2010年改善20%以上，2020年改善50%
●今后5年全省需削减煤炭消耗2000万吨，接受外电比例提高到30%

图解特高压

100万伏交流特高压输电线路
输送电能的能力(技术上叫输送容
量 )是50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的5

倍。

●2005年3月，山东与华北联网的第一条通道500千伏辛聊双线
投产；
●2008年，国家电网与山东省政府签署了《关于推进山东电网
建设、实施“外电入鲁”战略会谈纪要》，将呼盟-山东等数条特
高压输电工程纳入专项规划；
●2009年9月，山东与华北联网的第二条通道500千伏黄滨双
线投产；
●2011年2月，±660千伏银东直流双极投运，将来自宁夏的
400万千瓦电力通过一千多公里的“电力天路”运往山东，至
此，山东接纳外电能力达到750万千瓦。

外电入鲁

大事记

山东电力

缺口

2014年：600万千瓦

2015年：1000万千瓦

2017年：2000万千瓦以上

输电距离长

数据来源：山东
电力 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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