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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藏电外送  赋能绿色发展
文／特约记者   王嘉君   徐龙秀   马思琪

国网西南分部充分发挥“大集团、大电网、大市场”优势，先后推

动16.3亿千瓦时“藏电入渝”框架协议、14亿千瓦时“电力援藏”

暨西藏清洁能源外送消纳合作框架协议、61亿千瓦时西藏清洁能源

消纳框架协议等落地，保障了西藏清洁能源高效消纳。

国网西南分部 ：

2018年11月23日，藏中联网工程投运。工程与川藏联网工程互联，西藏电网电压等级可实现从220千伏
升压至500千伏的历史跨越，对加快西藏清洁能源开发外送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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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西南分部深入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国家电网公司

党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团结治

网”理念，充分发挥“大集团、大电

网、大市场”优势，不断完善西藏电

网网架结构，加强源网荷储协同运

行，大力组织“清洁藏电”交易外

送，全力推动藏电外送迈上新台阶、

实现新突破，为全国能源结构优化调

整和大气污染防治作出贡献。

       推动藏电外送

       服务“双碳”目标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重

大战略政策的加持，西藏能源电力发

展备受各方关注。

从地理资源看，青藏高原素有

“江河之源，亚洲水塔”之称，水能

资源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澜沧

江、怒江和金沙江流域。其中，西藏

的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达1.74亿千

瓦，占全国的25%，是我国重要的清

洁能源战略储备基地和西电东送能源

接续基地。同时，西藏约有98%的区

域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年均辐射

量高达6000～8000兆焦/平方米，技

术可开发量约7亿千瓦。此外，西藏还

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全区风能蕴藏

量约为1.9亿千瓦，居全国第八位，开

发潜力突出。当然，西藏的地热资源

储量也不可小觑。

从战略政策看，党中央历来高度

重视西藏能源工作。《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

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西藏发展 维护西藏稳定若干政策

优惠》提出“尽快开展雅鲁藏布江和

藏东南‘三江’流域等水电资源开发

规划和前期工作，论证‘西电东送’

接续能源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

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藏东清洁能源开发区加快完

善流域规划布局，推动雅鲁藏布江、

金沙江、澜沧江等流域水风光综合开

发，加速推动‘藏电外送’规模化发

展，建设国家重要清洁能源接续基

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西藏

清洁能源外送的步伐不断加快。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

下，作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西藏被赋予义不容

辞的责任；而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

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之重器，电网企

业则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

2015年，清洁藏电首次通过川藏

联网工程送至四川0.16亿千瓦时，拉

开了藏电外送的序幕。

2016年以来，国家电网公司系统

研究并逐步形成以“政策支持+市场

化”开展“电力援藏”的工作构想，

即建立西藏清洁能源配额外送消纳长

效工作机制，在全国范围内落实藏电

外送受端及其分摊配额，切实促进西

藏清洁能源有效消纳。

随之，国网西南分部充分发挥

“大集团、大电网、大市场”优势，

先后推动16.3亿千瓦时“藏电入渝”

框架协议、14亿千瓦时“电力援藏”

西藏的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

量达1.74亿千瓦，占全国

的25%，是我国重要的清洁

能源战略储备基地和西电东

送能源接续基地。西藏约有

98%的区域属于太阳能资源

丰富区，风能蕴藏量居全国

第八位，地热资源储量也不

可小觑。

6月21日，航拍雅砻江柯拉一期光伏电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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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西藏清洁能源外送消纳合作框架协

议、61亿千瓦时西藏清洁能源消纳框

架协议等落地，有效保障了西藏清洁

能源高效消纳。

截至2023年9月，西藏已累计实

现外送电量128.5亿千瓦时，外送地

区覆盖20个省份，藏电外送规模和市

场不断拓展，相当于减少中东部地区

标准煤消耗4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1280万吨，为西藏地区创造经济效益

约36亿元，实现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

效益。

       建成“电力天路”

       优化统一调度
“我们这里通电以后，非常方

便，晚上吃饭或者刷虫草的时候,我们

感觉到更温馨，因为能看见一道光，

会让我们心情非常愉悦。我看到了西

藏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体验到了生活

质量的提高。”20岁的藏族女孩那曲

拉姆的一支视频让网友们看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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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藏电网建设力度。国网西南分部

充分依托启动调试保障体系，今年以

来实现川藏铁路昌都至林芝段施工供

电工程（二期）500千伏塘澜线、澜

波线启动投产，西藏东部电网由长链

式结构升级为环网结构，西藏清洁能

源外送能力提升至100万千瓦、增长

11%。通过巩固西藏电网网架结构、

建设坚强外送“大动脉”，实现西藏

与西南、西北协议省份的丰枯互济，

进一步通过昭沂、灵绍、陕武等多条

特高压直流将清洁藏电拓展外送至华

北、华东、华中地区。据测算，预计

2025年年底西藏电网经川藏交流、柴

拉直流通道的送受电能力将提升至270

万千瓦，较2023年最大增加125万千

瓦。

在调度过程中，国网西南分部坚

持“一盘棋”理念，统筹协调电网本

质安全与资源优化配置，精准安排电

网运行方式，及时优化调整送电计

划，最大限度提升西藏清洁能源外送

能力；同时协同国网西藏电力加快推

进光伏项目建设，助力缓解藏中地区

外送卡口矛盾，预计每年可增加藏电

外送约7000万千瓦时。

有了坚强的电网支撑、畅通的输

送“动脉”、高效的电力调度，进一

步拓展外送交易规模就成为藏电外送

的关键。国网西南分部创新交易方

式，探索采用川藏电量库、藏电保大

运、西藏绿电交易等模式，在保供应

和促消纳上实现了“双突破”，“全

局统筹、携手共进、互惠共赢”的藏

电外送新格局成功构建。

       实施精准帮扶

       夯实外送基础
随着能源结构深刻变化和能源革

命加快推进，新能源迎来了快速发

展，西藏也面临着较大的消纳压力。

2018年以来，西藏新能源装机增长了

158%，最大用电负荷增长了43.27%，

统筹本地电力保供和清洁能源外送面

临较大挑战。再加上西藏电网“靠天

发电”“丰盈枯缺”特性明显，发电

能力受流域来水和天气变化影响较

大，这些都给负荷预测和发电计划增

加了不确定性。面对新形势，加强西

藏电网专业能力建设、提升大电网管

控水平也成为影响藏电外送工作的重

要因素。

基于这一情况，提高电网人员综

合素质和专业技术储备，挖掘人才队

伍潜力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势在必

行。

2016年以来，在国家电网公司统

一组织下，国网西南分部进一步加大电

力援藏力度，以服务区域协调发展为宗

旨，坚持问题与需求导向，系统开展西

藏电网精准帮扶，实施“人才援藏、技

术援藏、管理援藏”。

“赴藏专家实践管理经验丰富，

从规程修编、保护调试、工程验收、

定值规整等方面，对我们进行全范围

全流程帮扶，实实在在解决了问题。

我们做了好多笔记，还需要消化应用

才行。”国网西藏超高压公司继电保

护专员杨绍露表示获益良多。

继电保护是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力阳光”正在照亮温暖着西藏的每一

处角落。

电力的聚集和传输，离不开坚强

的电网结构和科学电网优化调度。

西藏电网呈“一大两小”格局，

即藏中电网与昌都电网、阿里电网。

其中，藏中电网覆盖拉萨、日喀则、

山南、那曲和林芝等地区，是西藏电

网的主要负荷中心。受限于能源资

源，藏中电网电源装机以水电为主，

丰枯特性明显。

2010年以来，国家电网公司积极

畅通藏电外送重要“动脉”，先后建

成青藏联网、川藏联网、藏中联网和

阿里联网四条“电力天路”，大网电

已服务全区74个县区近330万人。西

藏电网全面形成以500千伏为骨干网

架的坚强电网，通过电网“动脉”，

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走向全国，实现

了更大范围配置藏电资源，为西藏加

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接续基地奠定了

坚实基础，也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2018年，藏中电力联网工程建成

投运，实现了西藏电压等级从220千伏

升至500千伏的历史跨越，藏中电网

与我国交流大电网正式互联，提升了

藏中供电能力49万千瓦，有效满足了

藏中地区电力负荷发展需要，同时提

升了35万千瓦外送能力。仅在工程投

运后的2019年，年输送电量就接近17

亿千瓦时。该工程的投产，为西藏清

洁能源开发外送、推动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国家电网公司正在全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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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重要技术手段，西藏气候条件恶

劣，设备运行环境差、故障率较高。

自2016年以来，国网西南分部已连续

八年以“专家驻站”形式，实施西藏

继电保护专项帮扶，不断巩固筑牢电

力系统“三道防线”，其间再未发生

主网继电保护“三误”事件。

基于此，国网西南分部深度提炼

出“调控机构高海拔民族地区全专业

全流程帮扶长效机制”典型经验，系

统总结了对藏帮扶工作组织、人员、

后勤“三保障”，驻站、驻点、答疑

“三体系”，事前、事中、事后“三

管控”以及质量、技术、管理“三提

升”等全过程帮扶核心机制。

从藏中联网工程到阿里联网工

程，从昌都地调到西藏区调，从35

千伏配网站到500千伏特高压站，国

网西南分部依托帮扶核心机制，精准

定位西藏电网定值整定、技术监督、

调试验收、专业管理、规章制定等核

心帮扶需求，实现了西藏电网继电保

护专项帮扶单位及厂站全覆盖。八年

来，累计培训继电保护专业人员1576

人次，培养能独立工作的专业人员42

人，协助构建“区、地”一体化整定

计算系统，支撑各级调度机构快速、

准确完成定值计算，结合西藏继电保

护专业需求和工程建设需要，探索出

一套适用于高海拔地区专业全流程帮

扶的长效机制。

由于地处高原，西藏地质结构复

杂，降雪、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

频发，抓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具有重

要意义。发挥应急援藏“直达地县公

司、直进一线厂站、直面一线员工”

的帮扶特色，国网西南分部以专业应

急为导向、现场实训为抓手，分析电

网运行风险、灾害隐患，梳理讲解应

急管理重点、应急救援难点，同时还

会进行示范性桌面推演和实战演练，

着力培养广大干部应急法治红线思维

和一线员工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此外，国网西南分部实施的援藏

帮扶还覆盖电力交易、规划、审计、

科研等专业，一批批电网人以“老西

藏精神”为指引，带去了先进的管理

经验和技术，帮助西藏电网培育优秀

人才，激发了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

力，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

的转变，西藏电网整体跨越式发展的

同时，各个专业的技术能力也得到进

一步提升。

3月27日，国网西南分部承建的川藏铁路（昌
都至林芝段）供电工程配套安控系统顺利投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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