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思想库·特别报道

面对暴雨、雷电、大风、沙尘和高温，能源行业亟须提升应急响

应能力，能源基础设施则需要“以变应变、应调尽调”，让“生

命线”更牢固、更坚强。

7月26日晚7时，在河南新乡110

千伏王村变电站，检修人员开始对排

完积水的设备进行烘干、测试，以便

尽快重启。就在当天上午，这座关乎

13万客户用电需求的变电站还在遭遇

暴雨袭击和积水倒灌，情况一度非常

危急。

王村变电站是河南不少能源基础

设施的缩影。这些年，极端天气引发

的自然灾害并不少见，今年夏天却尤

为凶险。首当其冲的河南，在短短几

天内就经历了罕见的洪涝灾害。

面对洪灾，相关部门立刻提高了

应急响应的标准。也是在7月26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

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工作的紧急通

知》，指出“出现极端天气等非常情

况，坚决即时启动最高等级响应，该

停学的停学，该停工的停工，该停业

的停业，该停运的停运……尽最大可

能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应急机制下，人可以被转移到安

全地带，能源基础设施却无法移动。

然而，这些设施的安全又必须被保

证，因为一旦洪涝等灾害出现，能源

就好比“生命线”，它的安全直接关

系到人的安全——没有电，通信无法

恢复，人员位置无法确定，一切救援

都无从谈起；没有油，救援交通工具

难以前进，搜救行动的效果也会大打

折扣。

当下，一个共识已经在全球范围

内基本形成：极端天气与全球变暖相

关，发生概率也在逐年提升。短期

内，即便各国全力减排，也难以遏止

极端天气的发生。面对暴雨、雷电、

大风、沙尘和高温，能源行业需要提

升应急响应能力，同时让能源基础设

施“以变应变、应调尽调”。

以变应变
什么是“以变应变”？去年洪灾

我们需要怎么做？
文／本刊记者 张越月

保住能源“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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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2020年夏天，洪灾肆虐安徽等

地，也让不少光伏电站受到影响，不

仅给电站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引发了

触电等安全隐患。

然而，有一座装机规模为250兆

瓦的水面光伏电站却经受住了考验。

其之所以能够成功避险，是因为设计

者在建设电站之前，充分搜集调研了

项目所在县以及相邻县历年的水文资

料、道路资料，并针对可能出现的洪

水风险，打破既定标准，提高了光伏

支架的高度。

在“木桶原理”中，木桶储水的

多少取决于短板的长度，但只关注补

短板，不去加固底板，就会因储水过

多而压垮底板。

如果说，在光伏电站周边铺设引

洪管路等传统措施算是补短板，那么

在原始设计上抬高支架就应该被归于

加固底板。补短板固然很重要，但治

标不治本，因为潜在隐患始终存在，

2020年7月22日，安徽省宣城市，位于南漪
湖北岸的滩涂一片汪洋，洪水淹没了部分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设施和圩外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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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会在极端情况发生时暴露更大的漏

洞。加固底板，首要任务就是调整标

准。

标准非常关键。早在10年前，中

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就曾针对极端天

气频发的情况指出，我国城市规划和

建筑大多采用几十年前的防御气象等

自然灾害的强度标准设计。但在全球

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气象等自然灾害

的分布格局和强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尤其是其变化的幅度和速度与过去都

不同，这些都对原有的标准提出了新

挑战。

面对极端天气，调整标准应关注

未来。

以变电站防洪标准来看，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制定的《防洪标准》（GB 

50201—2014），220千伏变电站设施

的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小于220千

伏、大于等于35千伏的变电站设施的

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

需要看到的是，“N年一遇”是

根据过去几十年的数据分析形成，但

既有的数据不代表未来。全球气候近

十几年的快速变化，可能已经导致基

于过去数据形成的模型失效。因此，

标准是否要调整、如何调整，应根据

最新的变化重新考量模型的合理性，

这是以变应变的基础。

面对极端天气，调整标准也要因

地制宜。

近几年，很多地方都在关注“海

绵城市”的打造和“城市韧性”的提

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

长李迅就指出，提高城市韧性是一个

综合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地

制宜地提高城市生命线系统，这主要

指基础设施，如水、电等方面的设计

标准。

一些能源行业安全领域的专业人

士也强调，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调

整和提升设计标准。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的施绪金曾就

“加油站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提出应

分地区施策——在台风及暴风多发地

区，应以平顶钢筋混凝土结构罩棚为

主，檐面高度不宜过于高大；雪灾及冰

凌严重的地区应适当提高雪载荷标准，

罩棚面积不宜过大，同时将棚顶留有

一定坡度，便于棚顶积水疏散；在湿

陷性黄土地区建构筑物基础应做特殊

防沉降处理，并且采用基础梁结构。

应调尽调
在今年河南洪灾发生时，一个问

题引发了热议：面对“千年不遇”的

灾害，我们是否需要提升防汛标准？

反对者的理由是，提高排水标准

意味着泵房的扩大，泵机数量的增

加，也必然带来成本的增加。如果仅

仅是为了应对100年一遇极端气候情

况，增加这个成本完全没有必要。

支持者则认为，提升城市韧性与

发展经济不矛盾，因为投资是拉动经

济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大

循环背景下。同时，很多城市的抗洪

2021年7月20日，中国石化河南新乡石油加
油站员工在暴雨中守护罐区，及时排水，确
保油品免受暴雨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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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认为，一座光伏电站的寿命才30

年，遇到100年不遇大洪水是小概率

事件，50年一遇的制造标准已经足够

了。

但电站设计从业人士认为，即便

极端天气可以预测，其强度和后续影响

也是难以预料的。就算借助保险等后

期手段补救，也只能挽回部分损失。

要真正应对极端天气的影响，投

资需要被调至前端。根据联合国的数

据，亚太地区到2030年可能因为气候

风险付出1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

防涝设施是按照100年一遇洪水的标准

建设的，更高标准意味着更高投入，即

便需要提升，也应是在考虑成本前提下

的适度提升。

两种观点背后其实是两种投资理

念，能源行业需要后者。

在前文提到的光伏支架案例中，

设计方提出加长支架后，业主曾一度

因增加投资而反对这个建议。后来，

设计方拿出了翔实的数据，最终让业

主同意增加投资。

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多数业

这还是每年的经济损失。在7月24日举

行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1北京峰会

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

群建议，气候适应方面的投资可以运

用在技术上，推动建设气候早期预警

的基础设施。

除了投资理念，设计规划理念也

需要优化。

在此次河南洪灾中，城市内涝严

重，导致配电设施被淹。而洪水退

去，不少设备却无法立刻“开工”，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修和调试。

当 前 ， 城 市 配 电 设 施 因 考 虑 空

间占用等问题，多数被安装在地下

室。《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中明确指出，变电所可

设置在建筑物的地下层。

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秘书长刘

强认为，现在绝大多数的能源设施属

于常规设计，缺乏针对突发极端天气

的设计。无论是多少年一遇的灾难，

能源设施应有相应的设计，从安全、

应急角度重新规划。比如配电设施，

就可以调整思路，不放置于地下室，

而是选择其他更安全的位置安装。如

果设计得当，类似的调整不会增加太

多成本。

除了规划，刘强还强调了管理流

程的合理化。他认为，与紧急事态密

切相关的部门，如电力、交通要有一

定的应急处置授权，只有这样，在极

端天气发生时，这些部门才能以最快

的速度采取行动，降低极端天气对能

源基础设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