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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华中分部正在以能源结构深度清洁转型为抓手，下“硬功夫”

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国网华中分部 ：
以“硬功夫”促空气质量改善
文／特约记者   曹琰   姜曼   罗深增

2021年12月26日，1000千伏南昌—长沙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这是“十四五”期间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特高压输变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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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双

碳”目标的背景下，电力企业正在以

能源结构深度清洁转型为抓手，推动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今年以来，华中区域新能源迎来

爆发式增长，预计今年新增装机容量

超4100万千瓦，同比增长超43%。

1～9月，华中电网新能源消纳表现突

出：区内省间清洁能源交易电量7.7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区内消纳

新能源电量11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2.81%；消纳西北电网新能源电量

366.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9.6%；完

成绿电交易26.77亿千瓦时、绿证交易

10.64万张。

出色的数据背后，是各方对低碳

转型与绿色发展的共识与合力。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华中分部下“硬功

夫”，多方谋划资源，聚力保供，大

力推动新能源消纳，为实现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作出能源贡献。

     “谋”好资源
随着电力电量平衡形势由分省平

衡加速向区域电网和全国电网平衡转

变，跨区跨省交易对电力保供的作用

越来越大，省间中长期电力交易在保

供应、促转型、稳价格方面发挥着

“压舱石”的作用。国网华中分部持

续强化中长期交易，主动出击、抢抓

机遇，在今年迎峰度夏前积极“走出

去”，赴西南、西北等送端电网筹措

资源，组织并推动湖北、湖南、江西

省电力交易中心深入四川水电基地调

研考察、对接商谈。在北京交易中心

的大力支持下，度夏前中长期交易签

约率从50%跃升至90%以上。

国网华中分部创新开展华中—西

南“电力换电量”置换交易。一方

面，充分利用负荷特性的差异。日间

四川存在电量缺口，华中平衡有余，

由华中向四川送电；夜间华中晚高峰

存在电力缺口，川西水电有富余能

力，由四川向华中送电。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跨区通道剩余能力。四川水

电低谷时段经雅湖直流送华中，既缓

解了川西外送断面的重载压力，又提

高了雅湖直流利用率。华中日间富余

电力则经渝鄂通道送四川。通过互济

交易，增加电量10亿千瓦时。

2023年湖北省两会期间，来自国

网华中分部的省政协委员提出的《关

于优化三峡水库运用更好发挥其在电

力保供中作用的建议》，得到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湖北省政协的采

纳。2023年，三峡汛前汛限运行水位

由145米提高到150米，并于7月底进

一步抬升至160米附近，分别较上年同

期提高5米、10米，增加了三峡顶峰

能力和蓄能值。度夏期间，在今年来

水依然偏枯的情况下，三峡因运行水

位提高平均增加电厂出力80万千瓦，

增发电量近18亿千瓦时。通过利用梅

雨期末降水抬蓄水位，湖北、湖南、

江西三省水电蓄能值较入梅前增加

27%。通过精细调度，保供蓄水成效

显著，8月底全网水电蓄能值同比增加

49%。

       聚力保供
在2023年华中电网度夏保供期

间，国网华中分部坚持“安全一张

今年以来，华中区域新能源

迎来爆发式增长，预计今年

新增装机容量超4100万千

瓦，同比增长超43%。

2021年6月21日，雅中—江西±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这是“十四五”
期间我国首个建成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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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保供一盘棋”原则，凝聚各方共

识，以“政企—网省”模式形成保供

合力。

华中—西北—西南电网“丰枯互

济、区域互保”交易协作机制得到深

化。国网华中分部推动陕武直流价格

协商实现突破，助力祁韶直流“网对

网”协商达成交易，组织四省对口签

订鄂豫、鄂赣、湘赣交易协同和资源

互济框架协议。

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一部、

二部和山西电力交易中心的大力支持

下，国网华中分部推动1000千伏南

阳—荆门—长沙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

全年南送，增加华中电网高峰电力供

应70万千瓦。华中四省7月份受入晚高

峰电力3232万千瓦，较度夏前平衡边

界增加1070万千瓦，8月份受入晚高

峰电力达到3855万千瓦，较度夏前平

衡边界增加1700万千瓦。新增受入电

力为华中电网度夏电力供应提供了有

力支撑。

目前，华中各省电力保供对跨区

跨省电力交易形成刚性依赖。2023年

迎峰度夏期间，国网华中分部向华中

四省提交了华中电网迎峰度夏供需形

势及保障各省电力供应情况的报告，

得到四省政府部门认可。

在国网华中分部搭建的区域平台

上，直调电厂、四省省调与华中网调

共同扛起电力保供责任。数据显示，

今年度夏期间，华中电网火电机组受

阻率和非停率创历史同期最低，出

力、电量均达到峰值负荷，分别占全

网的70%、64%。在没有采取需求响

应措施的情况下，全网平稳度过两轮

用电高峰。

在调度层面，国网华中分部科学

开展新能源优先调度，积极调用新型

储能，新型储能晚峰最大放电电力达

248万千瓦。新能源日前预测准确率达

98.23%，同比提升0.86个百分点。

省间辅助服务市场平稳运营，有

力促进了清洁能源跨省消纳。国网华

中分部及时跟踪电网运行情况，衔接

辅助服务购售双方需求，组织市场主

体进行常态化申报，确保市场按需启

动。1～9月，省间辅助服务市场累计

启动418次，跨省调峰最大电力390

万千瓦，促进清洁能源电量跨省消纳

10.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

       绿色发展
绿电交易是电力中长期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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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设立的一个全新交易品种——

用户通过电力交易购买风、光新能源

电量，获得由区块链技术支持溯源的

绿色电力消费认证。国网华中分部致

力于打造电力交易“绿色”名片，配

合区内四省开展绿电绿证交易，精心

组织四省公司与西北新能源基地开展

跨区绿电交易，确保完成年度交易目

标48亿千瓦时、25万张绿证。

国网华中分部还通过多种形式向

地方政府、相关企业解读“能耗双控

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政策变化，积

极推动政企联动消纳新能源，形成低

碳转型合力与绿色发展共识。由国网

华中分部牵头建立的华中电网安全保

供领导小组会议、迎峰度夏度冬保供

会议等政企交流平台，分析华中电力

供需和清洁能源消纳形势，介绍电网

企业关于保供应、促转型、稳价格的

具体举措。其中，加大河南、湖北外

送交易规模，为新能源消纳腾挪市场

空间的建议，得到有关能源主管部门

认可，有效缓解了省内火电与新能源

发电矛盾。国网华中分部通过采取参

与华中区域辅助服务市场、火电外

送、合同转让交易等措施，为新能源

腾挪消纳空间超过10亿千瓦时。

       提前布局
2024年，如何谋划清洁能源的资

源优化？

预计2023年底，华中调度口径

新能源装机占比接近30%，新能源新

增装机占比达到66%。国网华中分部

提出新一年的跨区跨省交易思路：继

续推动构建“送端多省打捆、受端多

省共享、电网居中统筹”和“多通道

联合优化”跨区交易新机制，根据华

中、西南电网“丰枯互济、区域互

保”框架协议和华中、西北电网电力

保供应急互助交易机制，全力争取落

实2024年度跨区跨省交易电量稳中有

进，同时提前开展特高压直流送端配

套电源发电特性现场调研，扩大外送

规模，稳定交易资源。

在绿电绿证交易方面，国网华中

分部正在开展如下工作：一是组织区

内四省与青海、宁夏协商，提前开

展2024年跨区绿电交易；二是对接

±800千伏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配套新能源企业，商谈外送价

格和市场机制；三是建立区内平价新

能源和外向型企业用户资源库，依托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平台在绿电结

算、绿电认证、绿证划转与绿电消费

证明方面的功能，积极促成各市场主

体达成绿电交易；四是协调电力用户

对接青海、甘肃、宁夏新能源发电企

业，开展双边洽谈；五是推动湖北随

州、河南三门峡等地区平价上网新能

源发电企业参与省内、区内绿电交

易。

为促进新能源消纳，国网华中分

部已组织区内四省积极开展新能源涉

网性能核查与整改，尽快完成区内110

千伏及以上存量新能源场站涉网性能

整改，提升新能源涉网性能和支撑能

力，同时持续开展华中电网新能源仿

真建模和负荷模型评估与优化，力争

准确反映新能源场站的动态特性，持

续提升电网运行仿真分析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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