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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武清：无煤区的变化
文 / 本刊记者  董谷媛

不到正月十五，这个“年”就不算过完。这不是，

天津武清区大孟庄镇杨店村还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大红

的灯笼、鲜红的对联，男女老少见面一声“过年好”，

就连清冽的空气里都充满了年的味道。只是，这味道似

乎与往年不同，少了煤焦与烟火的气息——武清区完成

了“无煤区”建设，全区 352 个村、11.43 万户居民实现

了电采暖。不仅在武清，作为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

城市之一的天津，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动“煤改电”。

“有了‘电炉子’，现在天蓝了，雾霾少了，我们

的生活也更好了。”杨店村书记杨勤安说道。经历了两

个电采暖的冬季，杨店村的村民对电采暖的效率赞不绝

口。

“煤改电”后，一边是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的老百姓，

一边是承受着用电负荷不断上升压力的电网。在这个取

暖季 ，受“煤改电”负荷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天津

电网负荷连创新高，最高用电量达 1265.5 万千瓦，同比

增长 7.44%。

攻坚无煤区
杨店村是武清区“煤改电”工程的重点示范村，也

是武清区第一批整村实施“煤改电”取暖的村庄之一。

尽管刚开始，村民们都对“煤改电”持观望态度，但经

过 2016 年一个取暖季的试用，村民们普遍反映良好。

2017 年，按照国家大气污染治理最新部署和《天津

市 2017 ～ 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推进“煤改气”“煤

改电”及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天津市政府要求在主城区、

城乡结合部及城中村、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中，

全面取消散煤取暖，采用清洁能源供暖。由此，武清区

开始加快推进“无煤区”改造。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在

一年之内投资31.2亿元开展武清“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

资金投入量相当于武清“十二五”投资总和的 3 倍。“这

相当于一年干了 10 到 15 年的活儿。”国网天津武清供

电公司总经理刘德田说。

为了让老百姓在供暖期如期实现电采暖，武清供电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底，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区居民“煤

改电”任务，并配套完成了武清首座 500 千伏变电站及

武清区内的第四座 220 千伏变电站投运任务，新建改造

完成了全部 9 座 110 千伏及 35 千伏变电站，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58 条共计 998.26 公里。同年 10 月底，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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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公司还完成了近 200 家行政事业单位及万余户新增

城中村、镇中村、分离户“煤改电”工作。

在天津全市，2017年除城市和农村居民实施“煤改电”

的 16.67 万居民用户外，国网天津电力还推动学校、医院

等单位燃煤供热锅炉实施“煤改电”957 台。为保障天津

市“煤改电”用电需求，新建 500 千伏变电站 1 座、220

千伏变电站 1 座，新建扩建 110 千伏变电站 6 座，35 千

伏变电站 3 座，10 千伏及以下配套电网项目 274 项，总

投资 35.3 亿元。

如此大规模的“煤改电”工程完成后，天津市将新

增居民用电容量 65.5 万千瓦，新增冬季采暖负荷 34.3

万千瓦。如果说“煤改电”配套电网工程是块难啃的骨头，

那么“煤改电”后带来的负荷集中释放，以及由此而来

的后期运维问题，给电网运行带来的则是不得有半点偏

差的巨大挑战。

无煤区电网运维之“困”
2018 年 1 月 3 日 17 时 25 分，武清电网日负荷曲线

出现了今冬极值，最大负荷达到 1218.6 兆瓦，同比去年

曲线最大负荷 870.9 兆瓦增长了 39.9%。电力平衡同夏季

一样面临紧张情况。

“2017 年冬季负荷在进入 11 月后急剧增大。与夏

季负荷波动较大不同，冬季负荷呈现出基础负荷较大、

波动不明显的特点。局部电网仍存在重载及不满足 N-1

问题。”武清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分析，可

以明显看出武清地区从 220 千伏、110 千伏、35 千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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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千伏负荷受到“煤改电”供暖负荷影响逐级增大，电

网负荷波动变化也随电压等级的降低逐渐增大，居民供

暖负荷直接且主要影响电网夜间负荷变化。受到峰谷电

价、电费补贴等政策影响，以及天气变化和全天温度自

然变化等情况影响，电网供暖负荷特点明显。

这样一来，“煤改电”后，武清电网的运维工作不

得不面对高可靠性用电需求与现阶段电网薄弱不足的矛

盾。武清区 11.43 万户“煤改电”用户绝大部分处于农村

地区，然而农村电网网架结构按照 D 类地区标准建设，

配网网架结构以放射性为主，一旦出现用电故障，很难

及时恢复供电。作为冬季供电保障的重点区域，农村地

区完成“煤改电”后，农村居民冬季采暖对用电可靠性

要求大幅提升。

对于武清而言，“煤改电”用户使用的空气源热泵

采暖设备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带来了挑

战。为了确保取暖效果，武清区“煤改电”取暖设备统

一采用低温空气源热泵，一旦发生用电故障，暴露在严

寒环境下的低温空气源热泵若断电超过 3 个小时就会出

现结霜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全力提升运维服务水平，

守牢‘3 小时生命线’。断电 3 小时会对设备造成不可逆

的损坏，这不仅会影响用户的正常取暖，还将给用户带

来财产损失。”刘德田说道。

面对高可靠性用电需求与薄弱的网架结构之间的矛

盾，冬季取暖季恢复停电时间急迫性要求与现阶段资源

匹配不足的双重矛盾，武清供电公司“供电 + 供暖”压

力更为突出。

解“困”
面对迎峰度冬新形势，为了确保更快反应，武清供

电公司按照相似性、联动性、辐射有效性原则，实施网

格化管理模式，将“煤改电”采暖区域划分为“四大片

区 13 个网格”，每个网格对应 1 至 2 个乡镇，将辐射半

径控制在了 10 ～ 20 公里，做到了空间上运维站点的均

匀设置。通过网格化划分开展运维设备和人员的属地化

管理，将原有 3 个月的巡视周期缩短为一周，提升运行

维护效率。在每一个网格内，加大配网自动化建设力度，

通过预判故障位置、故障类型等信息，将停电范围控制

到最小。在“煤改电”村设立“志愿服务岗”，建立镇

街农电工微信群，发布送电信息，公布抢修措施、抢修

进度。为更好满足煤改电区域“3 小时”送电要求，武清

供电公司打破地域限制，探索建立基于“协同”的联合

应急抢修模式，形成以第三应急抢修中心为核心，13 个

网格化属地联动，通过内部协同处理一般性抢修事件。

在天津市范围内，与第一、二应急抢修中心联动，构建

完善天津市电力联动应急辐射网，提升响应效率和协同

调度能力，共同应对资源配置不足带来的抢修问题。

在度冬前，武清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结合“煤改电”

地区电力设备、设施运行状况和气候、环境变化情况，

针对“煤改电”地区供电网架结构及低压台区运行情况，

编制了差异化巡视计划及巡视重点，合理安排巡视工作。

为了及早发现隐患，武清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编制了度

冬工作要求，监测实时状态，安排专人 24 小时监测“煤

改电”线路、台区运行状态；缩短巡视周期，“煤改电”

线路开展定期巡视工作，全面掌握线路运行状况和运行

环境，及时发现威胁线路安全运行的隐患及缺陷，并针

对“煤改电”线路特点开展重点巡视。针对“煤改电”

地区配网线路及台区，武清供电公司编制了“三案一抢

一应急”（“三案”指一线一案、一村一案、一台区一案，

“一抢”指抢修预案，“一应急”指应急预案）。同时

明确线路及台区责任人，并根据现场巡视及隐患治理情

况，随时更新，确保实时掌握“煤改电”区域电力设备

的运行环境及运行情况。

为了给加装空气源热泵装置的用户提供更坚强的保

障，武清供电公司结合农村地区居民居住特点，建议“煤

改电”用户安装风、光、储一体化装置，为“煤改电”

用户就地提供绿色电能供应和可靠的第二备用电源。

今冬采暖季已经进入尾声，武清无煤区老百姓度冬

已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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