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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电网环保技术再上台阶
文 / 本刊记者 孙志强

电网环境保护技术是电网发展的

关键技术，在电网环境保护领域存在

诸多基础科学问题、应用共性问题亟

待解决。有这样一个实验室，20 多年

来一直致力于引领电网环境保护基础

性、应用性技术发展。它就是电网环

境保护实验室，在电网电磁环境特性

及影响、电网噪声特性及控制、电网

电磁干扰特性及防护、新型环保输电

技术与设备等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并于 2015 年 9 月获批组建国

家重点实验室。

厚积薄发，成果丰硕

实验室主要建有特高压交流试验

线段、极低频电磁场生态影响长期观

测基地、环境气候实验室、特高压电

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美景也将

大打折扣。取消屏蔽网可行性论证是

世界性难题，国内外没有经验可以借

鉴。实验室科研团队不畏艰难，毅然

接下了这个研究项目，从此开始了夜

以继日的理论分析、数值仿真和模拟

试验，光是金属模型船缩比试验就做

了上千组，全面论证了取消金属防护

网是完全可行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专

家广泛认可，国务院三峡办专门发函

取消防护网，至今工程运行良好。

良好的开端助推了实验室的快速

发展。近年来，伴随着特高压建设大

规模推进，实验室的重要作用也日益

凸显，取得的成果也愈加丰硕。特别

是近 5 年来，实验室先后承担国家、

国家电网公司等科技项目 80 余项，其

中包括国家“973 计划”课题 3 项、国

家“863 计划”课题 1 项、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课题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2 项。

截至目前，实验室已经累计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20 项；主持和参与

制定国家技术标准 10 项、行业技术标

准 3 项，发表论文 200 余篇，获发明

专利授权 24 项，出版专著 17 部。

实验室小档案

名称：电网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依托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

所属领域：先进环保

研究方向：实验室主要从事电网电磁环境特性及影响、电网噪声特性及控制、

电网电磁干扰特性及防护和新型环保输电技术与设备等方面的基础性、共性

及应用性研究工作。

晕笼、电磁环境测试场与全天候测试

系统等大型实验平台。

谈起实验室的成长壮大，实验室

主任邬雄说，在国家电网公司的大力

支持下，实验室建立了一支素质过硬、

勇挑重担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人人争

先、敢于创新的学术氛围。正是这样

的团队和氛围，才让 20 多年的积累最

终化茧为蝶。

实验室成立之初，就面临三峡工

程多回 500 千伏输电线路密集穿越船

闸的电磁兼容性问题。为保证船只正

常通航，保障船上人员安全和船用设

备正常运行，在工程设计阶段，三峡

船闸设计了金属屏蔽网，就像一个罩

子罩在船闸的正上方。虽然安全得到

了保障，但建设经费大大增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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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建立了特高压输电线路与无线

台站、油气管道之间的电磁干扰仿真

平台，解决了特高压输电线路与其他

系统间的电磁干扰防护问题。研究成

果应用于全部 1000 千伏交流特高压输

电工程，并成为国际标准。特高压工

程投运后，电磁环境指标均满足国家

环境保护要求，工程环境友好性充分

验证了这一重要研究成果。

中 国 特 高 压 的 建 设 实 践， 已 经

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国际无线

电干扰特别委员会致函实验室主任邬

雄，希望实验室能够提供特高压电磁

环境的相关数据，补充进相关标准中。

邬雄笑着说：“以前我们找人家技术

交流，人家爱搭不理，从来不把核心

的数据拿出来。现在反过来了，人家

主动找咱们来了。”言谈话语间，自

豪之情溢于言表。

转化成果，服务社会

科研工作不仅包括基础性前瞻性

理论研究、产品关键技术研究开发、

样机试制，还涵盖首台首套与示范应

用，这是一个完整的创新链条。成果

转化是衡量技术方向是否正确的重要

标准。基于此，实验室成立以后，不

仅全面开展了各项科研攻关工作，同

时也将成果转化作为工作的突破口和

着力点。

实验室承担的《直流合成场测量

装置研制及应用》项目，制定了《直

流换流站与线路合成场、离子流密度

测量方法》《±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

路电磁环境参数限值》标准，开发了

大量程范围、高精度的直流合成场测

量装置，为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特

性研究和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支持。目

前，该测量装置已应用于我国所有的

超 /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环评工作，

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另外，实验室承担的国家 973 项

目子课题——特高压交流线路导线无

线电干扰和可听噪声试验研究，提出

了大雨条件下计算激发函数和可听噪

声的预测方法，较国外方法更接近实

测结果。研究成果应用在同塔双回交

流特高压线路的导线选型、杆塔减重

等方面，在皖电东送和浙北—福州特

高压工程建设应用中，节约开支 12.02

亿元；应用在在建的“四交”特高压

工程，预计可节约开支 30.55 亿元。

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不仅支撑

了电网建设的快速发展，而且带来了

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面向应用，做环保尖兵

当今电网日趋复杂，对技术的安

全性、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电力科

学作为一门与实际应用联系高度紧密

的应用学科，势必要在解决电网实际

问题上发挥作用。

特高压被电力专业人士喻为“皇

冠上的明珠”。中国要建设特高压工程，

电磁环境控制是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

特高压工程结构复杂，电磁环境问题

更为突出。为解决这一难题，实验室

团队对特高压工程的电磁环境开展了

深入系统的仿真分析，建设了多处电

磁环境长期观测站，历时 5 年，获得

了数百万组数据，提出了特高压电磁

环境控制标准、导线布置与电磁影响

防护措施，以及线路走廊与民房关系

处理原则，实现了特高压工程的电磁

影响水平与500千伏工程相当的目标。

  特高压电晕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