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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待发
文 / 本刊记者  董谷媛 

新年伊始，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划》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在优化能源系统方面，提出加快补上

能源发展短板，增强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加快

抽水蓄能电站等调峰电站建设。而此前发布的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水电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也提出加快发展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2016 年 12 月 8 日，辽宁清原、江苏句容、

福建厦门、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开工。

至此，国家电网公司自 2015 年以来累计开工建

设的抽水蓄能电站数量达到了 11 座，在运、在

建规模分别达到1878.5万千瓦、2212.5万千瓦。

按照国家能源局提出的“十三五”新开工抽水

蓄能电站 6000 万千瓦，到 2020 年抽水蓄能装

机达到 4000 万千瓦的目标，我国抽水蓄能电站

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抽水蓄能电站正蓄势待发，迎接一个全新

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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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从世界上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奈特拉

抽水蓄能电站于1882年在瑞士苏黎世诞生至今，

抽水蓄能电站已经走过 134 年的历史。对于抽

水蓄能电站在电力系统中发挥的功用，早已有

了明确的定论：启停灵活、反应迅速，是目前

技术最成熟、运行最可靠、使用最经济的调峰

电源和储能电源。

抽水蓄能电站在负荷低谷时，通过抽水将

系统难以消耗的电能转换为势能；在负荷高峰

或系统需要时，通过发电将势能转换为系统需

要的电能。在电力系统中，抽水蓄能主要承担

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和紧急事故备用任务，

是重要的调节工具，可以有效平抑区外来电与

新能源出力的波动，提高系统运行的平稳性，

提高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能力，提高电力系统

经济运行水平，实现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最优。

抽水蓄能电站对于保障电网安全运行究竟

能发挥多大功用？这样一组数据，可能会让你

惊诧不已：以华东电网为例，2016 年，网内

300 兆瓦以上容量机组共 428 台，台均跳闸或紧

急停机 0.55 次，接近于平均每 36 小时就有一台

机组跳闸或紧急停机。这种情况下，快速启动

抽水蓄能，可以防止事故扩大，赢得处理故障

时间。同年，华东地区 28 台抽水蓄能机组台均

启停次数达到 1150 次，这些数字也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抽水蓄能电站在快速响应电网负荷变

化、保障电源平稳出力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如果要给抽水蓄能电站贴上个标签，那它无疑

就是电网的稳定器、调节器和平衡器。

我国目前有 31 座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

量 2672.5 万千瓦，在全国 15 亿千瓦的发电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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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容量中占比不足 2%。相较于抽水蓄能装机容

量占电力装机总容量比例较高的日本、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我国抽水蓄能电站仍

属“稀缺资源”。

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起步较晚，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才开始研究抽水蓄能电站的开发，

1968 年和 1973 年先后在中国华北地区建成岗南

和密云两座小型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

量分别为 11 兆瓦和 22 兆瓦。

上世纪 80 年代起，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我国电网规模不断扩大。以火电为

主的电网由于缺少经济的调峰手段，调峰矛盾日

益突出。再加上当时全国出现了电力供需形势紧

张的局面，修建抽水蓄能电站以解决调峰问题逐

步形成共识。从那时起，我国迎来了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的一次高峰。1991 年至 2000 年，潘家口、

广蓄（一、二期）、十三陵、天荒坪等大型抽水

蓄能电站陆续建成。这一批抽水蓄能电站不负众

望，在系统历次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中发挥了重

要的调峰填谷作用。“十五”期间，我国又相继

开工了张河湾、西龙池、白莲河等一批大型抽水

蓄能电站。然而，与快速发展的常规电源相比，

抽水蓄能电站的发展仍然滞后。

发展滞后，与对抽水蓄能电站功能认识不

足有关，也与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电网发展变

化有关。

功能过渡：由单一向综合性转变

缺乏灵活的调峰电源对于电网安全无疑是

硬伤。

进入新世纪以后，电力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新能源起步并迅速发展，建设调峰电源成为整

个系统的刚性需求。然而，受到站址资源与服

务范围等因素制约，抽蓄电站的发展必须要有

一个国家级的规划来保证其健康、有序发展。

2009 年，按照国家能源局统一部署，作为

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抽水蓄能开发、建设、

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公司，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

司联合水规总院开展了选点规划工作。本次选

点规划遍及国家电网经营区域的东北、西北、

华北、华东、华中 5 大区域电网的 20 个省（市、

自治区），历时 4 年，共选出推荐站点 52 个，

规划容量 6765 万千瓦，备选站点 13 个，规划

容量 1600 万千瓦。

彼时，正值“十二五”中后期，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产业结构优

化调整，能源电力行业发展也面临着新的课题。

一方面，电力负荷增长放缓，电源基建投产规

模持续保持高位，电力供应由总体平衡、局部

偏紧的状态逐步转向相对宽松、局部过剩。另

一方面，大容量远距离跨区域电力输送通道的

快速推进，以及可再生能源比重大幅提高，必

然要求系统调节和保障手段同步增强。必须要

有足够容量的抽水蓄能电站来满足持续增长的

调峰需求，及时为超大电网受送端安全稳控提

供支持。

在不同区域电网内，抽水蓄能电站所应发

挥的作用，都因电源结构、网架结构、负荷特

性和电力供需平衡而有所差异，但是保障电网

安全运行的基础功能从未改变。

以火电装机为主的华东电网为例，近年来

受入电力规模和核电比重逐年扩大，在当前“强

直弱交”的大电网格局下，区内抽水蓄能应逐

步由调峰填谷为主向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功

能过渡，并兼顾调峰填谷作用。同是以火电装

机为主的华北电网，由于近年来风电装机比例

增加，系统调节能力下降，加之冬季供电机组

开机多，区内抽水蓄能还需以调峰填谷为主。

对于火电装机多为供热机组、风电消纳压力较

大的东北电网，抽水蓄能电站以填谷削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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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辅以调频调相等功能，在冬季供热机组运行

且风电大发期间，还需增加系统对新能源的消

纳能力。

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源—网—荷之

间尚未形成新的有机平衡。正如《“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提到的，向“源—网—荷—储”

协调发展、集成互补的能源互联网阶段跨越，

更需要作为综合调节性能优异的抽水蓄能电站

进一步挖掘其功能作用，从保证电力电量平衡

的调峰作用，向承担综合性辅助服务功能转变。

这一转变，从 2016 年抽水蓄能电站提高利用小

时数上，便可看出一二。抽水蓄能利用储能功能，

提升系统的清洁能源消纳能力，也将服务省域

平衡向服务区域或更大范围内的电力、电量平

衡转变，以更好地发挥安保、调峰、储能等综

合性作用。

未来发展：依靠专业化支撑

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

有大规模常规水电建设所积累的经验，加上多

年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我国抽

水蓄能电站站在较高的起点上。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对抽水蓄能电站做出“加

重、加快、加大”建设的部署，“十三五”期

间，规划新开工建设抽水蓄能电站 20 多座，容

量 3000 多万千瓦，每年开工建设 5 ～ 6 个。到

2020 年，在运抽水蓄能容量 2000 多万千瓦，在

建容量 4000 多万千瓦。作为主要负责开发建设

和经营管理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抽水蓄能

电站的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和艰巨繁重的管理任务。

从 2005 年成立至今，国网新源公司以做强

做优抽水蓄能（水电）核心业务为主线，扎实

推进“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了主营业务由

多元到突出、管控体系由分散到集团、专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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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粗放到集约、企业文化由差异到融合的重

大转变，在规划、建设、生产、运维等方面形

成初具特色的专业化管控模式。以总体策划、

典型设计、标准工艺、关键管控为重点，形成

了流程覆盖全面的“5+1”基建管控体系。研究

推广运维一体化管控模式，实现了水电生产管

理的重大变革；成立检修公司，建设检修专业

化服务平台，实现各电站检修工程集约化、标

准化管理；成立建设公司，建成“一级平台管控、

两级集中采购、三级物资供应”运作模式，形

成科学合理的仓储网络；组建技术中心，为项

目规划、建设、运维、科研提供技术支撑；建

设专业技术委员会和可再生能源定额站抽水蓄

能分站，开展技术攻关、技术革命和技术改造，

提升行业影响力和话语权。

随着抽水蓄能电站的大规模建设开工，国

网新源公司管理单位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

将更加突出，资产管理跨度、装机容量持续扩

大，前期、基建、生产单位并存，管理更加复杂，

对发展支撑和管控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网新源公司以建设“数字化智能型电站、

信息化智慧型企业”为目标，开展理念、机制、

科技等创新，丰富和完善科学先进的现代企业

管理理念；完善高质高效的管理机制，优化核

心业务全过程管控模式，构建统一集约、运转

协同、资源共享、风险可控的运营机制；强化

重点领域科技攻关，掌握抽水蓄能核心技术，

构建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和科技创新机制，实

现行业技术引领和标准引领，广泛运用“大云

物移”等信息化新技术，实现对电站工程建设

和生产运维全过程数字化、信息化管控。国网

新源公司正在向着国际一流的调峰调频电源专

业运营公司和清洁能源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全

速前进，抽水蓄能行业正在专业化的支撑下蓄

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