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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 近日，海西柴达木换

流站调相机工程 1号调相机一次性并网

成功，各项指标优异，正式进入带无功

负荷试验阶段。

柴达木换流站是青藏直流工程的

始端站以及汇集点，调相机是电网动态

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向电力系统补偿或

者吸收无功功率。根据系统需要，快速

自动地调节无功功率，在电压下降时增

加无功输出补偿电压“缺口”，柴达木 2×
300兆乏调相机工程补足了格尔木新能

源片区无功电源功率，为青藏直流工程

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可靠支撑，大大提

高青海海西光伏发电基地输送能力，保

障青海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为确保 1号调相机首次并网发电一

次成功，青海电力公司高度重视，统筹

安排，成立了由建设、运检、调试、监理、

施工及设备主要供应商等单位组成的

试运行指挥部，精心编制 1 号调相机机

组整套启动调试方案、分系统调试方

案、启动应急处理预案等技术文件，同

时在调相机启动前对参加启动调试的

全体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工作。

各参建单位密切配合、团结协作，按照

调相机整套启动调试措施及网调指令

要求，以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态度高

标准、严要求顺利完成 1 号调相机并网

各项试验测试。

据建设公司工程现场负责人介绍，

海西柴达木换流站调相机工程 1号调相

机一次性并网成功，是柴达木换流站 2×
300 兆乏调相机工程的重要里程碑节

点。同时，为下一步 2 号调相机机组涉

网系统调试工作及 168小时试运行工作

奠定坚实的基础。

柴达木换流站调相机首台机组顺利并网

（上接一版）其中，青海向西藏输送电

能 75.4 亿千瓦时，西藏水电外送 41.6
亿千瓦时，藏电外送量占比 35.6%，充

分发挥了重要的绿色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从刚开始的用上电到如今的用好

电，来自青海省湟中县的马海山成为

“电力天路”上发家致富的受益人之一。

马海山在 12 年前和几个同乡来

到拉萨创业，从摆地摊到经营起三家

青藏土特产批发部，他对用电变化的

感受很深。

“以前缺电，东西不好保存。现在

电足了，专门建了一个冷库。”马海山

憨笑着说，这几年进藏旅游的人越来

越多，把青海老家牧民们的酥油、风干

肉等土特产收购过来后，销路非常好，

现在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当下，在雄视山川的唐古拉山口，

青藏交直流电力联网工程第 9 次年度

检修工作圆满收官；12 月 4日，阿里与

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全面投入运行，标

志着西藏电网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我国国家大电网也实现了大陆所有县

域的全覆盖，“电力天路”连起的这片

高寒之地，也将迎来更加光明、辉煌的

明天。

促发展：助推全国能源互联
青藏交直流电力联网工程的稳定

运行，推进了青海、西藏电网高质量发

展，提升了电网能源资源配置能力和

智能化水平，推动了青海新能源的大

规模集约化、可持续发展，对实现各种

能源远距离大范围配置，以绿色低碳

高效的充足电能，全力服务美丽中国

建设，打造了一个“青海样本”。

西藏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 2.1
亿千瓦，是“西电东送”的重要能源接

续基地。自 2015 年 6 月 1 日青藏交直

流电力联网工程直流系统功率成功实

现反送带负荷、西藏藏中电网首次实现

电力外送以来，随着该工程外送能力逐

年提升，西藏水电开发与外送实现了历

史性跨越，对推动西藏能源开发和跨区

域优化配置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青藏交直流电力联网工程建成投

运后，不但承担了青海西部地区和西

藏自治区的电力供应与保障任务，还

作为消纳和实现青海新能源外送的重

要通道，发挥着巨大的绿色效益。近

年来，青海省新能源得到迅猛发展，相

继建成柴达木、共和两个百万级大规

模集中并网太阳能发电基地，现已形

成光伏（含光热）装机容量 1191 万千

瓦，集中式光伏和光热装机稳居全国

第一，新能源已成为青海省蓬勃发展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青海省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底，青海省电力总装机 3298
万千瓦，同比增长 5.1%，为历史最高。

其中，光伏装机 1170万千瓦，同比增长

7.73%；光热装机 21 万千瓦，同比增长

31.3%，继续保持着全国最大太阳能发

电基地地位；风电装机连续两年直线

上升，达 522 万千瓦，同比增长 31.3%。

数据表明，青海省新能源装机达到 50%
以上，成为全国首个新能源装机过半

的省级行政区，青海新能源发电量达

188亿千瓦时，传统能源的替代进程走

在全国前列。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

员孙发平表示，这项综合开发传统能

源与清洁能源，推动能源、经济、环境

和谐发展的绿色工程的安全稳定运

行，为青藏两省区实现现代能源产业

体系建设，加快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

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与跨越式的发

展。同时对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结构优

化调整，满足青海、甘肃清洁能源基地

开发，助推青海、西藏、甘肃三省区地

方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服务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

效缓解甘肃地区能源供需矛盾，加快

推进全国能源互联网建设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求创新：攻坚克难攀高峰
建设难，运维更难。青藏交直流

电力联网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3287 天，

是一个以创新发展为主线，解决问题

攻克难关，不断推动发展上水平、管理

上台阶、攀登新高峰的艰难历程。

10 月 8 日，一架四旋翼型无人机

顶着 6米每秒的风速腾空而起，在青海

省可可西里东南海拔 5010米的风火山

开展输电线路巡视，这是国网青海检

修公司高海拔无人机巡检技术研究成

功后，对这一世界上最高海拔、高寒地

区建设的规模最大的输电工程进行无

人机常规巡检，有力推动了在高海拔

地区开展先进、科学、高效巡线的进

程，意味着我国高海拔地区无人飞行

巡线技术攻关取得重大进展与突破。

9年来，青藏交直流电力联网工程

每年都会历经 1 次年检。在昆仑千古

的冰峰下，在银线飞架的瀚海边，在雄

视山川的唐古拉山口，运维人员以“缺

氧不缺斗志、缺氧不缺智慧、艰苦不怕

吃苦、海拔高追求更高”的豪情壮志，

战胜了 4500 米以上的高海拔，战胜了

仅有内地 60%的含氧量，战胜了零下

30 度的严寒，战胜了 10 级以上的沙尘

暴，消缺整治各类缺陷和隐患。柴达木

换流站作为工程枢纽在 2012 年-2016
年，连续五年获得国家电网公司“红旗

换流站”；2017年 4月获青海省“青年高

原文明号”；2019年 9月获青海省“劳动

模范集体”；2020 年 1 月获得国家电网

工人先锋号。先后获得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及以上荣誉各类 40余项。

如今，作为青藏联网工程（青海

段）运维主体的国网青海检修公司自

主研发的直流输电控制装置切换逻辑

优化、带独立直流电源换流站双极区

零磁通CT接口屏、带有二次回路及控

制保护的换流站直流滤波器、换流阀

冷却系统及换流站换流阀等创新成果

获得 10 余项国家专利，获国家电网公

司“双越之星”优秀成果银奖 1项。

9 年来，这条倾注了党中央、国务

院和全国各族人民热切关怀、连接青

海和西藏的能源大动脉，填补了西藏

最后一块能源短板，正在绘就着一幅

民族民生民心的美好画卷，为青藏地

区经济社会实现新的跨越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 （董庆芳 朱毅然）

来源：青海新闻网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马春香

罗延京）12 月 12 日，由州图书馆、

浙江援青教师团队初中组联合举

办的主题为“爱国是青春最美的底

色”朗诵比赛在州图书馆举行。

比赛现场，同学们用真挚的

情感，以诗歌配乐、激情朗诵等多

种形式，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情

款款，时而娓娓道来，精彩演绎了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黄河颂》

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整个朗诵会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跃动着爱国

爱党的情怀，参赛选手个个精神

饱满、情绪激昂，他们真切的情

感、激昂的声音感染了每一位观

众，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爱国是青春最美的底色，

我 们 应 该 在 最 好 的 年 华 ，用 奋

斗、用知识、用努力学习来为建

设 祖 国、建 设 家 乡 储 备 青 春 力

量。”德令哈市一中 807 班学生

魏天睿说。

此次比赛，旨在激发广大青年

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兴国之责，

并提醒青年学子们珍惜时光，进一

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勇于攀登，

不断进取，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朗诵比赛现场。

经典诵读爱国情 青春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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