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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极端高温下的电力紧张？
全国政协委员开“药方”

人物名片
徐玖平，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

社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委、成都市委
员会主委，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
大学校长助理。

电力系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的关键基础设施。我国“十四
五”规划首次提出“建设韧性城市”，提
高电力安全保障能力是重中之重。

近年来，全球多个城市因极端气候
频发导致能源供需矛盾，城市电力系统
屡受冲击。超大城市如何让电力系统更
具韧性？全国政协委员徐玖平认为，应
从问题看短板，从矛盾思考突破，加强区
域电网互联，确保紧急情况互济。

从四川2022年高温电紧
反思到哪些短板？

2022年7月至8月，四川遭遇极端
高温干旱天气，造成全省15个市州严重
受灾，供电能力大幅下降，企业停产让
电于民。“长时间停电，会造成严重的经
济社会影响。能源供需矛盾，不仅仅在
我国，世界不少城市也面临这个问题。”
徐玖平认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更要
冷静反思、补齐短板。

“电力供应本身具有脆弱性，容易
受到灾害的影响。不同极端灾害的偶
然性、异质性和空间差异性，使得电力
系统应对灾害冲击的工作难度大、防备

还不够。”徐玖平认为，目前，我们对极
端灾害的监控监测不够精准、缺少部门
间协同，尚未将预警服务信息精细到城
市治理网格，使得电力系统对极端灾害
的感知能力弱，难以及时有效应对。

在“双碳”目标下，电力系统呈现高
比例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
的“双高”特征，但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
源在极端天气灾害下通常难以维续。例
如四川省水电占比高，电源多能互补性

不强，在极端高温下暴露出电力系统结
构性问题。

而电网系统建设尚不成熟的问题
也应重视。这体现在，电网一体化布局
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互济机制还不
成熟；新能源的并网消纳、远距离输送
和安全运行的能力有待提高。此外，极
端灾害影响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转，甚至
阻断了电力运输通道，使得某地一旦遭
遇极端灾害，电力供应中断，其余地区
难以迅速支援。

建议：加强灾害精准预报
完善预警互通机制

“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必须始终把确保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摆在突出位置，确保极端灾害下的电力
供应。”徐玖平建议，应高度重视极端灾
害下电力韧性供应工作，有序推进重要
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电力基础设施
防灾建设，根据各地区恶劣气象条件类
型差异化提高设备设防标准；做好电力
系统应对极端灾害的应急处置预案，降
低可能发生的极端灾害事件对系统运行
的威胁；提升极端状态下重点地区、重点
部位、重要用户的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推进地空天立体协同监测体系建
设，加密重点区域站点，优化天气雷达

网，提升对高低温、冻雨、寒潮等极端天
气预测的准确性、时效性；建立跨地区、
跨部门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完善气象预
警互通机制，提高跨地区、跨部门协同
应急能力。

加强区域电网互联
确保紧急情况互济

徐玖平认为，在缺电、限电的表象
之下，要合理规划电源结构、保障发电
容量充裕；充分考虑极端灾害下可再生
能源出力的不稳定性，加强考虑极端灾
害影响的电源规划，科学规划电源配
比，加快灵活调节资源布局，配足托底
能源；构建完善的煤炭天然气产运储销
体系，加强燃气燃煤储备及管道安全管
理，提高适应各种极端情况的一次能源
供应保障；力争做到任一极端场景或单
一品类能源短缺不会对电力系统造成
大的影响。

同时，应发挥我国“统一调度、分级
管理”的体制优势，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电
网的“互济互保、互联互通、互供互备”；
充分利用不同省份用电负荷、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错峰特性，挖掘跨省份调节潜
力；建立区域电网调节资源和备用共享
机制，增强送受地区盈缺互济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两会聚焦

2月24日，在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主办的四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
活动暨2022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颁
奖典礼上，四川千里倍益康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益康”）收获满
满。倍益康获评“2022四川‘拼经济 搞
建设’标兵”，公司总经理张文荣获“2022
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殊荣。

回望2022年，倍益康将拼经济搞建
设贯穿全年。2022年 12月，倍益康以

“筋膜枪第一股”成为北交所新贵、四川省
第二家A股上市的医疗器械公司。随着
倍益康的成功上市，公司迈入新阶段。

聚焦康复领域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

倍益康坐落于成都成华龙潭工业机
器人产业功能区，是一家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康复设备制造商。

聚焦康复领域二十多年，倍益康以
“康复科技·关护生命”为企业使命，始终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致力于推动康
复医学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以
电、磁、热、力、氧、光、声等丰富的物理因
子为手段不断研发创新，推动康复产品在
健康产业细分领域的便携化、时尚化、物
联化、功能化和场景化。

在专业医疗领域，倍益康推出的适用
于医疗机构使用的中频电疗仪、深层肌肉
刺激仪、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全自动恒温蜡
疗机等产品，服务于数千家医疗机构及康
复中心。“我们不能只盯着这一个领域。”张
文说，“团队调研发现随着生活节奏的加
快，亚健康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我们的康
复设备也可以为个人和家庭所用。”

近年来，倍益康专注于专业康复医疗

器械的研发创新，致力于康复科技在健康
生活中的拓展应用，不断在康复市场领域
取得新突破。目前，倍益康产品线覆盖专
业医疗与健康消费两大板块，产品体系包
含力因子类、电因子类、热因子类、氧因子
类等康复产品。

不断精益求精
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

2022年10月，成华区2022年“631”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其中就包括
倍益康成都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建成后倍益
康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研发、生产、营
销和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将极大提升。

这只是倍益康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的缩影。秉持精益求精的研发态度，倍益
康在力因子、电因子、氧因子、热因子等领
域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并建立了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通过
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认证。截
至2022年12月30日，倍益康及其子公
司已获境内外专利512项，其中发明专利
19项，实用新型专利141项，拥有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36项。

也正是这样，倍益康才能一路成长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据了解，倍益康先后
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ISO13485医疗器械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及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被评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专精特新企
业、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成都市市级工
业设计中心、成华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等。“将继续带领团队，为把倍益康打造成
为国际领先的理疗康复、运动康复的专业
化品牌而不懈奋斗。”张文说。

外出好伴侣
随身式保健制氧机便携时尚

康复器械关系到人们的安全和健康，
我国及国际上主要国家均对医疗器械的
生产经营建立了较高的准入制度。倍益
康聚焦康复领域二十余年，已初步构建覆
盖专业医疗及健康消费两大板块的大健
康产品体系，可满足消费者多场景、系统
化、医用及家用的健康需求。

2022年，倍益康正式推出随身式保健
制氧机PO2-A。“传统家用制氧机体积
大，只能在家里插电使用，一旦停电或外
出便无法使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款随
身式保健制氧机采用锂电池供电，具有便
携小巧，仅重1.8公斤，可以等效连续出氧
3-5升优势，是制氧机家族中最耀眼的品
类。在该领域，国外品牌长期占据强势地
位，两三万元的价格相对高昂。倍益康在
制氧机领域默默耕耘，将产品体积缩小到
传统家用制氧机的5%左右，同时保证所有
档位下氧浓度都能持续稳定在93%±
3%。此后更是不断精进产品，在该品类上
申请的专利数在国内遥遥领先。

“我们将在筋膜枪上累积的无刷电机
技术、电池PACK技术、精密机械加工以
及SMT自动贴片生产线应用到了制氧机
的生产上，利用成本优势将产品市场价格
控制在万元以内，实现了便携式制氧机的
国产化替代，为消费者带来了性价比更高
的选择。”相关负责人透露。

这款随身式保健制氧机是需求人群外出
的好伴侣，无论休闲外出、长途驾乘、高原旅
游，都可以随时随地提供高纯度氧气。相关
负责人表示，倍益康将进一步丰富氧疗领域
的产品线，使制氧机向便携化、时尚化、物联
化、功能化和场景化的方向发展。（文/童彦）

倍益康推出的随身式保健制氧机。

2022年12月1日，倍益康正式登陆北京证券交易所。

四川千里倍益康医疗科技公司：

以技术创新推动康复产品便携化时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