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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更绿 天更蓝

国网青海电力以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构建双

碳数字服务体系，为政府绿色治理、产业低碳发展、乡村生态富民

贡献智慧和力量。

电力数智赋能  守护三江源头
文／特约记者   许显青

国网青海电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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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低碳转型可以有效减少空气

污染物的排放，提升空气质量，助力

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

青海固碳资源禀赋突出，是巨大

的碳汇盈余地。2022年8月，青海省

委省政府发布《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要求以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

色转型，高标准创建“洁净青海”。

近年来，国网青海电力主动助力

“双碳”目标，服务现代化新青海建

设，积极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服

务能源消费方式转变升级，加快实施

重点污染源治理，以电网建设和科技

创新引领清洁能源示范省创建，为全

国能源结构转型、降碳减排作出更大

贡献，尤其在数智赋能方面，以新型

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

快构建“双碳”数字服务体系，一系

列深耕大数据服务“双碳”目标落地

的创新实践迅速推进，为政府绿色治

理、产业低碳发展、乡村生态富民贡

献了智慧和力量。

       坚强电网消纳“新能源”
10月初的高原之上，海西、海南

两个省内新能源发展的前沿阵地，一

批新能源发电项目正抢抓时机加快施

工。戈壁深处，750千伏昆仑山变电

站、红旗变电站等一批新能源配套重

点电网工程正如火如荼推进。

青海富光、丰水、多风，是国家

重要的区域能源接续基地。聚力打造

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青海扎实推

动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国网青海电力大力推动配套电网

工程与新能源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投运，为大规模新能源开发

和并网消纳创造有利条件。今年以

来，随着750千伏日月山至杜鹃双回线

路正式投运，东部日字形、西部8字形

750千伏骨干网架全面建成，省内外送

通道数量增加至7回，东西部送电能力

提升至810万千瓦，省际受电能力提升

至1040万千瓦，电力供应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得到极大增强。

走进位于海东市河湟新区的中国

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

心，可以看到光伏车棚上方整齐排列

着一排排光伏电板，它们所发电量全

部就地消纳，成为该中心绿电供应体

系中的一环。 

这是国网青海电力为支撑国内首

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色大数据中

心而建设的分布式光伏项目，装机容

量为178.2千瓦，于2022年8月建成投

运，预计在未来25年可提供658万千

瓦时的清洁电能，折算标准煤消耗

2174吨，促进减排二氧化碳6567吨。

截至今年10月底，该项目已累计发电

20.464万千瓦时。

电网建设为新能源并网和电量消

纳提供了坚强支撑。截至今年9月底，

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为4474.16万千

瓦，占省内总装机容量的92%，新能

源装机容量为3213.09万千瓦，占省内

总装机容量的66.07%。1～9月，青海

新能源发电量为342.76亿千瓦时，占

总发电量的45.58%，电力电量均超过

水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

地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龙羊峡畔
的±800千伏青豫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谢莉蓉 /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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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降碳减排“金钥匙”
9月5日，西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4台焚烧炉内火焰熊熊。该公司生

产总监王永彭介绍，这里每天可处理

生活垃圾3000吨，年发电量可达4.51

亿千瓦时，可满足100万户家庭一个

月的用电量。

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正

在成为主流。生活垃圾处理是民生刚

需，而垃圾焚烧发电具有“控制甲烷

排放+代替发电”双重碳减排效果。为

了推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工作，改

善空气质量，国网青海电力投资建设

了青海首座生活垃圾发电厂的110千伏

输电送出工程。2023年3月底，西宁

市深能湟水环保有限公司110千伏和佛

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并网发电，截

至目前已累计发电11470.2万千瓦时，

处理生活垃圾26.98万吨，相当于减排

二氧化碳7.32万吨。

碳排放监测是防治大气环境污染

的重要手段，而碳排放监测服务平台

正是发挥了其贯穿能源发、输、用全

环节的优势，为区域碳排放量的核算

和分析提供了技术手段。近年来，国

网青海电力在前期青海省能源大数据

中心建设基础上，构建“以电折能，

以能算碳”的电碳测算模型，建成了

“碳排放监测服务平台”。

7月1日，依托青海省能源大数据

中心的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揭

牌成立。该中心主要承担全省碳排放

数据的采集、挖掘、监测、分析、共

享和应用，不仅能够为政府调控、规

划、决策提供依据，也为企业提供测

碳技术手段。目前，该中心实现全省7

大产业、5大重点行业、2市6州44个区

县192万用电用户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监

测与分析，覆盖能源生产、传输、转

化、消费全环节。“单独建一套碳排

放监测系统成本比较高，接入青海省

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后，不仅省心，

还节省一大笔成本。”

10月16日，在青海盐湖海纳化工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负责人牛军对

电力数据产品赞不绝口。根据该中心

出具的建议实施节能改造后，该企业

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

从宏观监测向精准监测延伸，青

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实现政府治

碳、企业测碳、居民识碳，相关各方

均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目前，

该中心已为401家企业建立“碳排放账

户”，企业实现低成本测碳的同时也

提高了经济效益。

       算好利民惠企“生态账”
10月12日，秋高气爽。国网海东

供电公司五十供电所所长宋福和同事

手持一份光伏电站损耗管理的分析报

告，在班彦新村村级光伏电站开展能

效诊断服务。这一报告由源网荷储配

电网一体化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出具，

通过能效优化促进乡村可再生能源消

纳和利用，为百姓带来更为绿色便利

的用能体验。

该平台是国网青海电力为班彦新

村量身打造的全绿电零碳能源互联网

示范项目。作为全时段绿电供应示范

项目的“智慧大脑”，平台开发电源

管理、电网管理、负荷管理等8个模

截至今年9月底，青海新能

源装机容量占省内总装机容

量的66.07%。1～9月，青

海新能源发电量为342.76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45.58%，电力电量均超过

水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

国网青海电力三江源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在
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天合光能（青海）晶硅
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用电需求。（杨硕 / 摄）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员工正在查看“绿电态势
感知分析平台”运行情况。（杨硕 /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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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具备源网荷储协调控制和可视化

展示功能。目前，平台已接入班彦新

村4个10千伏示范台区的用户用电数

据和2兆瓦扶贫光伏电站数据，年底前

接入新建分布式光伏、用户侧储能、

“光储充”一体化停车场数据。项目

全部投运后，每年可为班彦新村节约

用电成本约3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300吨。

数字化引领能源多元可靠供给，

为班彦新村产业升级、低碳发展注入

了新动能。同时，国网青海电力还赋

能工业园区低碳发展，打造创新平台

服务企业智慧用能和碳排放监测，进

一步优化企业优化用能结构、降低生

产成本、打造绿色供应链。

“有了平台，就能够摸清企业能

耗情况和绿电消纳情况，园区减排降

碳有了明确方向，我们争创零碳产业

园区心里就更有底了。”10月17日，

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祁财兴对“绿电态势感知分析

平台”的使用效果如此表示。

企业是碳减排的主力军，建立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更好引导企业实

施节能减碳。作为西宁（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最“年轻”的工业园

区，南川工业园区坐拥锂电和光伏两

个千亿级产业基地。2019年，南川工

业园区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为第四

批“绿色园区”，园区有国家级、省

级“绿色工厂”4家。今年，该园区

打造以绿电为能源基础，以绿锂、绿

硅、绿色地毯、科创服务为主导产业

的零碳产业园，计划挂牌争创“零碳

产业园”。

“作为光伏制造产业链企业，绿

色是我们的底色。从绿电态势感知平

台可以看到，本月我们公司的碳减排

贡献度位列第一。”青海丽豪半导体

材料有限公司电仪部负责人郭天朋介

绍，采用‘绿色电力’，制造‘绿色

产品’，为该企业打造全球竞争优势

最强的高纯晶硅生产线提供了支持。

后期，该企业还计划参与绿色电力交

易，获得权威的绿电认证，争取出口

产品碳关税减免，并为参与碳市场碳

配额交易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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