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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总书记嘱托 奋力走在前列——— 喜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重大工程

榆横-潍坊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四交四直”特高

压工程中第5条获得核准开工的输电通道，是华

北特高压交直流主网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迄

今为止输电距离最长的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山

东省境内开工建设的第2个特高压输变电工程，

列入潍坊市政府2015年“十大重点工程”。潍坊
1000千伏变电站于2015年5月12日开工建设，标

志着潍坊电网从此步入“特高压时代”，工程

计划2017年6月建成投运。

变电容量：1500万千伏安

总投资：227亿元

全长：1059.3公里

山西省
晋中变电站（新建）

陕西省
榆横开关站（新建）

河北省
石家庄变电站（新建）

山东省
济南变电站

榆横-潍坊工程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巨大

满足陕北、晋中

煤电基地电力外

送的需要

满足京津冀鲁

电网负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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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

323万吨

每年减排二氧化硫

1 . 56万吨

每年减排二氧化碳

620万吨

每年新增受电约

70
亿千瓦时

省内途经德州、济南、滨州、淄博、莱芜、潍坊66地地市市

建设同塔双回输电线路337799 .. 77公公里里

新建11000000千千伏伏交流变电站1座。

潍坊境内途经临朐、昌乐22县县、、77个个乡乡镇镇、、3377个个村村

线路长度7700公公里里

工程意义

工程简介

榆横开关站

横横穿穿大大半半个个中中国国
““电电力力高高速速””66月月入入潍潍

是世界最长特高压交流工程

本报记者 廖雯颖

6月建成投运
变电站抗8级地震

特高压是世界上最先进
的输电技术。在我国，特高压
指的是±800千伏以上的直流
电和1000千伏及以上交流电
的电压等级。作为“电力高速
公路”，特高压交流输电具有
输电容量大、距离远、损耗低、
占地少等突出优势。输送功率
相同的情况下，特高压交流
1000千伏经济输电距离是500
千伏的3倍。1000千伏特高压
交流输电，在线路上的损耗是
500千伏的1/4。

榆横-潍坊1000千伏特高
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是国家“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
点输电通道之一，是华北特高
压交直流主网架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山东境内开工建设
的第二个特高压输变电工程。

榆横-潍坊1000千伏特高
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山东段长
达379 .7公里，全部采用我国自
主开发的特高压交流输电技
术和装备。工程于2015年5月开
工建设，2017年6月底建成投
运，目前已进入验收阶段。

该工程潍坊站位于昌乐
县红河镇。4月24日，记者在红
河镇的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
站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
的收尾工作，主要是调试、验
收 和 消 缺 等 。变 电 站 占 地
13 . 68公顷（205亩）。

由于该站处于葛沟大断
裂带与安丘莒县大断裂带之
间，西侧距离葛沟大断裂带仅
5公里，为了避免潜在的地震
危险，工程中首次采用110千
伏汇流母线、悬吊式管型分支
母线、110千伏电抗器低位布
置等措施，将潍坊站建成了

“抗震示范站”，抗震烈度达到
8度，这也是迄今为止抗震烈
度最高的特高压变电站。

“潍坊变电站的标准是在
对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等受损
电气设备分析研究基础上形
成的。变压器落在隔震器上，
一旦发生地震，变压器底座可
来回摆动，就像弹簧一样，把
地震的力量给消除掉。”工程
业主项目部经理张斌说。

8项特高压工程入鲁
外电将占全省用量1/3

山东是经济大省，重工业
为经济结构主要特征。一次能
源相对短缺，土地和环保空间
有限，80%以上的电煤需要从
省外调入，仅靠省内电源难以
满足能源供应要求，近年来电
力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大规模
接受省外电力要求极为迫切。
据预测，若继续保持每年接受
省外来电950万千瓦的现状，
2017年全省最大电力供应缺
口将达到3 7 0万千瓦左右，
2020年全省全社会用电负荷
将达到1 . 1亿千瓦左右，相应
电力供应缺口将达到2000万
千瓦左右。

与此同时，西部省份有丰

富的煤炭、风力及光伏资源，
但受限于500千伏输电网输送
能力，无法消纳这部分清洁能
源。特高压工程建设为清洁能
源开辟了一条送电通道，让清
洁的西电源源不断地东输。

榆横-潍坊工程建成后，
每年可给潍坊输送电量70亿
千瓦时，可减少标煤消耗32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20万吨、
二氧化硫1 . 56万吨。不仅能充
分满足潍坊乃至半岛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电力，更
能直接缓解城市发展与节能
降耗之间的矛盾，有效缓解大
气污染问题。

2017年，山东迎来特高压
建设的顶峰。“四交四直”8项
特高压工程途经我省，新增变
电容量3000万千伏安。其中，
山东首个特高压工程——— 锡
盟至山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已于2016年6月正式竣
工投运，至此山东进入特高压
时代。该工程起于内蒙古锡林
郭勒盟，止于济南，途经内蒙
古、河北、天津、山东4省市，线
路全长730公里，为省会及周
边城市提供更加可靠的电力
保障。

按照规划，十三五末，工
程建成后，省外来电将占全省
用电量的三分之一，每年可减
少省内标煤消耗7560万吨。山
东接受外电能力可达3000万
千瓦以上，年输送电量1650亿
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14850万
吨、二氧化硫37 .3万吨，将为打
造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

“生态山东”作出更大贡献。

山东段工程

工程特点

潍坊站选址地质断

裂带，抗震烈度达到8度，

这也是迄今为止抗震烈

度最高的特高压变电站

山东段线路工程量

占全线的4400%%

山东省
潍坊变电站（新建）

起于陕西榆横，经陕西、山西、河北入鲁，止于潍坊，一条全长1059 . 3公里的“电力
高速公路”破空而来，横贯大半个中国。这是山东境内开工建设的第二个特高压输变电
工程，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输电距离最长的特高压交流工程。

对潍坊的意义

潍坊农业有了一个新的品
牌窗口——— 中国食品谷。这个
舌尖上的重大工程以“谷”的形
式推动三产融合，助力潍坊实
现食品产业转型升级。中国食
品谷于2012年规划建设，是潍坊
市为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
建设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区而打
造的战略平台。经过五年的发

展，目前，总面积16 . 7万平方米
的食品谷总部基地一期已建成
投用，市级农业、食品药品、水
产品、畜牧产品和粮食五个检
测中心搬迁入驻。

中国食品谷聚集的不仅仅
是食品，而是整个产业链条，更
是一个平台和孵化器，吸引和
孕育着新业态和新模式。下一

步，中国食品谷将建设成面向
各类食品及相关产品研发、生
产、加工、仓储、物流、交易等全
产业链，聚集全球引领型食品
研究机构、领先型生产流通企
业、创新型产业领军人才、平台
型基础设施、专业化资本运作
等要素的高端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国国际际范范食食品品谷谷入入驻驻五五大大检检测测中中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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