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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的银线在峰峦间交织，洁白的哈达映
衬着蓝天雪山，幸福的格桑花开遍高原。
四条电力天路在雪域架起，通向美好的未
来。

沿绿色
奔向幸福未来

西藏：

文／本刊特约记者   李东淮  次吉美朵  

天路



82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8月27日是今年雪顿节，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如今的雪

顿节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往年的节庆活动

还有藏戏汇演，今年由于疫情原因，不少活动转移到了线

上。当然，喝酸奶子是必需的习俗，是对高原上短暂夏天

以及丰收的感恩与敬意。

夏季是西藏一年中最舒适、缤纷的季节，阳光充足，

空气湿润，气候适宜，正是适合旅游的时节。如果你想领

略每一寸高原土地的美丽又不想经历自驾的疲惫，拉林铁

路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拉林铁路全长435.48千米，沿途

16次穿越雅鲁藏布江，作为连接日光城和雪域江南的天

路，这一路包含了藏东南风景的精华，从茂密森林到洁白

雪山，从鲜花朵朵到蔚蓝圣湖，令人向往。复兴号如一条

“绿色巨龙”，在湖泊、桃林、村落旁静静穿梭，从拉萨

到林芝，列车在雅鲁藏布江两岸穿行，沿途的绝美风光令

人惊叹。

日光城拉萨、雪域江南林芝、藏文化发祥地山南，

三市历史文化悠久、生态环境大不相同、自然资源得天独

厚，藏族文化在这片区域衍变、融合，积淀出辉煌而灿

烂、馥郁而特别的自然民俗色彩。

西藏的水能、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等均非常可观，

尤以水能资源最为丰富。全区平均径流总量约 3590 亿立

方米，年平均天然水能蕴藏量约为 2 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30%。水能集中在西藏的东南部地区，约占全区的 70%，

仅雅鲁藏布江干流，天然水能蕴藏量即达 8000万千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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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考察，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可建水电站的河段和地点就

有 10 多处。如果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大场弯峡谷附近开凿一

条 36 千米的隧道，将江水由巴宜区的派区直接引到墨脱县

的里冬桥，便可获得 2190 米的落差，可建起装机容量为 

4000 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西藏的地热显示点有 600 多

处，地热能蕴藏量居中国首位。初步估算，西藏地热总热

流量为 55 万千卡/秒。位于西藏当雄的羊八井地热田为中

国最大的高温湿蒸汽热田，也是世界大型热田之一。

      照亮世界屋脊的幸福
虽有着丰富的资源，但西藏地广人稀，当地电源结构

以水电为主，受季节影响大。只有与大电网联网，才能从

从2010年青藏电力联网工程开工建设至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西藏
建成青藏联网工程（左图 王建君 / 摄）、川藏联网工程（右图 张东 / 
摄）、藏中联网工程（中上 卢忠东 / 摄）和阿里联网工程（中下 闫昱
翰 / 摄）四条“电力天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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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的时间里，3万余名建设者鏖战雪域高原，架起跨越世

界屋脊的第四条“电力天路”，结束了阿里电网孤网运行

的历史，解决了阿里地区的缺电问题。

一年多来，稳定的电力供应让人们逐渐告别了多年

备用的发电机。如今在普兰县，门口仍备有发电机的商户

寥寥无几，偶尔看到的备用发电机上面也积了厚厚一层油

灰。过去，每年冬天取暖都是一个大问题，居民经常被烧

炉子的灰迷了眼睛、呛了鼻子。现在，取暖可以用“电油

汀”“小太阳”，再也不用为缺电而发愁，人们过上暖融

融、亮堂堂的新生活。

“远在阿里，苦在那曲”，这在西藏广为人知。阿里

的遥远无须赘述，那曲的艰苦则可以比照理解。那曲地处

西藏北部，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平均海拔

4500米，高寒缺氧，气候多变，加之部分群众居住偏僻、

根本上解决用电问题。先后共有10万余名电网建设者迎风

雪、抗缺氧、战严寒，挑战生命极限、克服重重困难，建

成了青藏联网、川藏联网、藏中联网、阿里联网四条“电

力天路”，并开展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电网建设等工作，创造了人类电网建设史上无

可比拟的壮举，筑起了西藏能源电力事业的一座座丰碑。

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高原上的高原”，

它平均海拔4000米。当地有种说法：“这里的土地如此荒

芜，通往它的门径如此之高，只有最亲密的朋友和最深刻

的敌人，才会前来探望我们。”

行走在阿里地区普兰县街头，你会发现门口备发电机

的商家少了很多。尚未接入国家电网时，阿里地区电力供

应很不稳定，商户必须自备发电机应对常见的冬季停电。

2020年12月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运，在此前一

能源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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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阻塞，过去的那曲是西藏自治区

三大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忙完一天的牦牛奶原奶指标取样

检测后，那曲市色尼区罗玛镇四村的

扎巴罗布收拾好工作台，来到专用更

衣室脱去背开式蓝色防护工作服、工

作鞋，摘掉头套、手套及口罩，换上

自己的衣鞋，在夕阳的余晖里走出车

间的他，望着远处草场上吃饱正在回

归牛圈的牦牛群，黝黑的脸上满是幸

福的笑容。

扎巴罗布今年46岁，一家五口

人，是易地扶贫搬迁的牧民。2018

年，他和爱人嘎色还有一个儿子都与

西藏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嘎尔德公司”）签订

了用工合同，摇身变成上班族。以前

在牧区放牧一个月全家总收入1000多

元，日子过得紧巴巴。如今一家三口

打工一个月总收入近万元，这几年新

置办了电视、冰箱、电饭锅等家用电

器。

 嘎尔德公司示范基地由牲畜养殖

区、乳制品加工区、人工种草区、经

济作物试验种植区、天然草场区5个板

块组成。2019年起，该公司建设奶制

品加工厂房，购置水处理设备、电锅

炉、输奶机等18台用电设备，以及种

草机、翻土机、播种机等共七台，草

场由人工种植全部改为机械化种植，

一年可节省人工费约200万元。随着牦

牛奶原奶存储量越来越大，用电负荷

大幅增加，对供电质量要求也越来越

高，最怕电出问题。如今，电源有了

位于西藏那曲当惹雍措文布南村的集中式太阳能项目（左图）。西藏海拔高、空气稀薄（右下图），
太阳能的开发利用潜力巨大。根据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研究，西藏全区平均水平面的年辐
照量为1816千瓦时/平方米，全区年太阳能辐射总量相当于2400亿吨标准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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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更多的村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干劲满满地走上了

致富路。

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积极服务民生产业健

康快速发展，西藏那曲供电公司积极履行属地供电公司主

体责任，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主动跟进用电

服务，全力满足嘎尔德公司个性化用电需求，为该公司量

身定制供电方案，开通10千伏电力专线建设绿色通道，进

一步压减办电环节，压缩办电时长，精简办电手续，立项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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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通过计划次年春季开工建设，全力保障地方民生项目

用好电。

不只是电力，饮水工程、道路交通、网络基站等各

项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都得到了快速提升。从金沙江畔到

珠峰之乡，从羌塘草原到边境村镇，今天的西藏，路网纵

横，乡镇、建制村公路通畅率分别达到100%和99.96%。

复兴号动车在电气化铁路上飞驰，，建制村（居）通光纤

比例、4G网络通达率均达99%“坐上动车到拉萨”成为

现实。现代通信飞入寻常百姓家，“直播带货”成为新时

尚。

      通往清洁未来
尼洋河奔腾南下，印度洋季风顺江北上，在西藏东部

的林芝市形成了高原独特的温带湿润季风气候，这里的大

山偶尔苍凉，偶尔青翠；湖水时而平静，时而奔涌。雅鲁

藏布江在南迦巴瓦峰脚下形成马蹄形的大拐弯，沿喜马拉

雅东面城面急泻而下，注入印度洋，高处与低处海拔有将

近4000米的落差，造就了这里丰沛的水电资源。

500千伏林芝变电站是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的重要枢纽

站，主要承担为拉林铁路、林芝市供电以及藏电外送的任

务。近年来，依托清洁能源资源禀赋，西藏清洁能源在点

亮雪域高原的同时，也借助“西电东送”走出高原，融入

清洁能源发展的大潮，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2020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组织签订“2021—2023年

61亿千瓦时西藏清洁能源消纳框架协议”，西藏水电、光

伏等清洁能源，通过雅中、昭沂、青豫、灵绍等多条特高

压直流线路逐年输送至中东部地区消纳。该协议是目前藏

电外送签约规模最大、经济效益最大、年度消纳藏电省份

最多的框架协议，将减少中东部地区标准煤消耗183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608万吨，预计将为西藏地区创造经济效益约

16亿元，实现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藏电外送”协议的背后，是“电力天路”为丰水期

“藏电外送”提供的稳定绿色通道。自2015年首次实现

藏电外送以来，西藏累计完成清洁电力外送超过80亿千瓦

时。在助力全国节能减排的同时，西藏清洁能源已逐步成

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清洁能源发电比重的逐步提升，也为分布在西藏农牧

区的各种新能源发展提供了良好前景。国网西藏电力有限

公司市场营销部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现有24个扶贫分布式

电源项目，总装机容量为6765千瓦，涉及3个地市、24个

村。截至目前，国网西藏电力已完成所有扶贫光伏项目并

网，累计消纳光伏扶贫电站上网电量达628.5万千瓦时，全

区能源清洁化发展水平正在稳步提升。

十年间，一条条飞虹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架起，一座

座铁塔在峰峦间相连，一股股电流穷山距海，一米米延伸

的银线化为古老土地上的道道“脉络”，雪域高原实现了

电路通、民心通、致富通，幸福的光照进了边疆农牧民群

众的家家户户，也照亮了西藏的今天和明天。
藏木水电站（右图）是雅鲁藏布江（左图）干流上规划建设的第一座水
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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