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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李欣忆）8月21日，记者从省能源供
应保障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该办公室发布通知，于当日零时启
动四川省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
应急响应。

据通知，今年7月以来，我省面临历
史同期最高极端气温、历史同期最少降
雨量、历史同期最高电力负荷叠加的严
峻局面，高温灾害与旱灾并行，电力供
需矛盾极为突出。

为全力以赴保安全、保民生、保重

点，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全省经济发展和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坚决打赢电
力保供攻坚战，按照《四川省突发事件
能源供应保障应急预案（试行）》规定，
经批准，决定于8月21日00:00启动四
川省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应急

响应。
这是2022年1月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四川省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应急
预案（试行）》以来，四川首次启动最高
级别的应急响应（从高到低分别为一
级、二级、三级、四级响应）。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周洪攀）8
月21日上午，绵阳江油，两台30万千
瓦机组在电厂运行人员的操作下，源
源不断地向国家电网输送电力。

“为保障全川人民用电，国能四
川公司启动发电保供应急预案，迎峰
度夏以来，我们已向国家电网输送电
力7.29亿度，创机组投运以来同期新
高。”国能四川江油发电厂发电运行
部经理助理廖兵说。

从7月初开始，四川遭遇高温干
旱天气，降雨量减少造成水电出力
骤减，出现用电荒。据廖兵介绍，为
全力保障四川电力供应，国家能源
集团和国能四川公司启动发电保供
应急预案，这两台30万千瓦机组满
负荷运转，24小时可向国家电网输送

电力1300万度。
“每天发电要用7000吨煤。”廖

兵说，随着发电机组的满负荷运行，
发电厂的煤炭需求量不断增加。为
做好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发电厂派出
人员四处采购煤炭。

“我们从7月初开始，就一直满负
荷运转。”国能四川江油发电厂发负
责人说，在入夏前，他们按省经信厅
要求储备了17万吨煤炭，七八月份又
购买了40多万吨煤炭。

据该负责人介绍，此次电力保
供，企业全员上岗，一线员工采取24
小时倒班制，让发电机组实现全负荷
运转。技术人员则进行全线巡视，了
解设备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隐患，
保障正常运行。

“8月1日至今一直满负荷运行，每
小时最高发电量达到240万千瓦时，平
均每天的电煤卸运量达到2.2万吨。”持
续高温，让四川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位于广安市前锋区的中国华电集团四
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使出浑身解
数保发电。

建立电煤运输“绿色通道”

近段时间以来，川渝地区持续的
极端高温天气给电力保障供应带来巨
大考验，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拓展电煤供应，6台共计2400MW机
组满负荷运行，今年发电量已超过75
亿千瓦时。

同时，该公司延长作业时间，24
小时不间断卸运，平均一天的电煤卸
运量达到2.2万吨。

火力发电，电煤保供是关键。广
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确保迎峰度夏工作顺利推进，广
安市经信局及时制定印发电煤保供工
作方案，积极推动市内民营煤矿与四
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电煤供
应中长期合同，协调华荣能源公司下
属煤矿合同外超调供应电煤5万吨，
建立电煤运输“绿色通道”。

截至8月18日，四川广安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存煤35万吨，保证了该公
司机组长期满负荷发电需求。

8月预计发电量同比增313%

“作为全省重要电源支撑单位，公
司在广安市经信局等部门协调帮助
下，在迎峰度夏保供储煤高峰期到来
之时，成立煤炭保供专班，由主要领导
带队到陕西、新疆等地协调电煤组进
工作。”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刘小强说。

目前，该公司6台机组全部运行，确
保应发尽发、满发稳发，每小时发电量最
高达到240万千瓦时。8月1日至今一
直连续满负荷运行，创下该公司成立以
来6台机组连续满负荷运行最长纪录，
8月预计完成发电量同比增长313%。

“能源保供作为当前公司最重要、
最紧迫的民生工程，进入用电高峰期
以来，公司全体员工千方百计、全力以
赴保证6台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满
发、稳发为电力保供展现央企担当。”
刘小强说。

苟桃刘毓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刘彦君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轩）近期，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居民用电负荷
持续攀升，达州已连续多日出现有序
停电，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
响。水电不够，火电帮忙。8月21日，
在位于达州市通川区东岳镇的国能达
州发电公司（东岳火电厂），发电工人
们依然战斗在高温一线，抢发电量。

据了解，该公司根据上级能源保供
相关部署和要求，多方出击采购电煤进
行发电，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力供应。
目前，该公司日发电量681万千瓦时，
机组满负荷率超88%。截至目前，公司
年累计发电量17.75亿千瓦时，为有效
保障当前电力供应打下了基础。

据该公司燃料管理部主任冯中
孝介绍，在电煤保障方面，公司多方
出击到新疆、陕西等产煤省份，积极

拓展采购渠道，加大力度协调火车运
力，并安排专人蹲点驻矿、催装催运，
确保电煤及时到厂发电。

截至目前，该公司今年累计采购
电煤 76.79 万吨，现有库存 18.73 万
吨，可维持机组满负荷运行25天以
上，公司年累计发电量17.82亿千瓦
时，同比增加 0.77 亿千瓦时，增幅
24.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加强
了汽机、锅炉主变电设备的维护，增
加了配电室、电子设备等重要区域的
巡视检查频次，及时消除设备缺陷和
隐患。”该公司设备管理部主任李智
敏说，通过加强运营管理，优化设备
运行方式，全力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
行，每天平均上网640万千瓦时，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水电供应的缺口。

国能达州发电公司积极拓展电煤
采购渠道。

中国华电集团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火力全开”保发电。

点位：国能四川江油发电厂

每天发电用煤7000吨
24小时可向电网输送电力1300万度

点位：国能达州发电公司

日发电量681万千瓦时
机组满负荷率超88%

全力保电力供应

四川最大火力发电厂“火力全开”
8月预计完成发电量同比增长313%

我省主要负荷区控制性水电站

可用蓄水量正在增加
已达13.34亿立方米，较上一

日增加0.66亿立方米

可用蓄水量的增加一方面得
益于当前电力负荷有所下降；另一方
面，岷江、涪江上游零星降雨为紫坪
铺、武都两座水库增加了一些来水

相比多年同期，我省主要负荷
区控制性水电站的可用蓄水量仍然
少了七成以上。预计8月下旬，我省
主要江河来水量仍以偏少为主，“两
少叠加”让后期蓄水保供压力徒增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邵明亮）11.23亿立方米、11.80
亿立方米、12.12亿立方米、12.21亿
立方米、12.68亿立方米、13.34亿立
方米……8月21日，记者从四川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水利）获悉，从
8月15日开始发布“旱情日报”以来，
连续6天的数据显示，我省主要负荷
区（除川西高原、攀西地区以外的盆
地区域）控制性水电站可用蓄水量正
在增加。

可用蓄水量区别于总蓄水量，是
指水利工程可拿出来调度使用的水
量。截至8月 20日，我省主要负荷
区控制性水电站可用蓄水量已达
13.34亿立方米，较上一日增加0.66
亿立方米。

“据电力部门测算，要保障电网
安全运行，主要负荷区控制性水电站
可用蓄水量一般不能低于12亿立方
米。”四川省水安全与水旱灾害防御
中心防汛抗旱督察专员徐尧表示，可
用蓄水量的增加一方面得益于当前
电力负荷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岷江、
涪江上游零星降雨为紫坪铺、武都两
座水库增加了一些来水。

特别是前期已达到或接近“死库
容”的长河坝、武都、亭子口等水库电
站，可用蓄水量也相比几日前略有增
加。其中，武都水库已从8月17日的
0.01亿立方米增加到20日的0.42亿
立方米；亭子口水库从8月 17日的
0.22亿立方米增加到20日的0.42亿
立方米。

尽管可用蓄水量已达13.34亿立
方米，但相比多年同期，我省主要负
荷区控制性水电站的可用蓄水量仍
然少了七成以上。预计 8月下旬，
我省主要江河来水量仍以偏少为
主，“两少叠加”让后期蓄水保供压
力徒增。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8月19日8时，主要负荷区控制性水
电站待蓄水量为81.5亿立方米，为多
年同期的2.5倍，是历史上待蓄水量
最多的一年。后期蓄水任务如此之
重，而江河来水却不容乐观。为此，
该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充分考虑“丰、
平、枯、极枯”条件下的发电计划和蓄
水时机，“一库一策”制定控制性水电
站汛末蓄水方案，在保障工程自身和
流域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开展蓄
水补水工作，最大化利用雨洪资源，
力争11月达到蓄水预期目标，为后期
发电备足水量。

四川启动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应急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