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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砻江柯拉光伏电站投产发电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6月25
日，四川省甘孜州，随着柯拉一期光伏电
站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百万千瓦
级“水光互补”电站正式投产。

记者从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获悉，柯拉一期光伏电站是雅砻江两
河口水电站水光互补一期项目，场址最
高海拔4600米，装机100万千瓦，占地2.5
万亩。电站通过500kV输电线路接入距
离50公里、装机300万千瓦的两河口水
电站，实现光伏发电和水电的“打捆”送
出。

据介绍，水光互补，即将光伏接入具
有年调节能力的水库电站，通过优化调
度和水电机组快速灵活调节，将随机波
动的光伏发电调整为平滑、稳定的优质
电源。水光打捆后输出更为稳定的电
能，更有利于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并
可消纳更多新能源。

“柯拉一期光伏电站是全球最大、海
拔最高的水光互补项目。”雅砻江流域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
目年平均发电量20亿度，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超6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
160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柯拉一期光伏电站
接入四川主网，在迎峰度夏之际投产发

电，为川渝电力保供再添“生力军”，也为
7月28日开幕的成都大运会提供可靠电
力保障。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祁宁春表示，作为四川省内
最大的发电企业，随着柯拉电站投产，雅
砻江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将超过2000万千
瓦，占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的1/5，每
年贡献清洁电力近1000亿千瓦时。

眼下，雅砻江公司正加快推进雅砻
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示范基地建设，全
球最大的混蓄“充电宝”——两河口混蓄
开工建设，装机117万千瓦的盐源扎拉山
光伏项目完成备案，雅砻江中游孟底沟、
卡拉、牙根一级等一批水电工程加快推
进，“这些项目对水风光蓄一体化综合开
发具有示范效应，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作出积极探索。”祁宁
春说。

仲夏时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
江县柯拉乡，海拔4600米的扎拉脱桑山
上，“蓝色海洋”一眼望不到边。鳞次栉比
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起层层“涟漪”。

——这里就是雅砻江柯拉一期光伏
电站。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6月25
日，柯拉一期光伏电站并网发电，项目年平
均发电量20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超60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60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柯拉一期光伏电站接
入四川主网，在迎峰度夏之际投产发电，
为川渝电力保供再添“生力军”，也将为即
将开幕的成都大运会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将水光互补开发规模
首次提升至百万千瓦级

作为柯拉一期光伏电站最显眼的标
签之一，何为水光互补？

“即将光伏接入水电站，用水电优异
的调节性能平抑光伏输出功率的波动
性，共同组成安全稳定的绿色能源供应
体系。”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柯拉一期光伏电站通过
水光互补方式，通过500kV输电线路接
入距离50公里、装机300万千瓦的两河
口水电站，实现光伏发电和水电的“打
捆”送出。

具体而言，以柯拉光伏为例，当光照
好、光伏出力大时，两河口水电站减少机
组出力，将水储存起来；当受多云和降雨
等因素影响、光伏出力减小时，两河口水
电站引水发电，增大水电出力。

“通过水电站的调节，水光打捆后将
输出更为稳定的电能，更有利于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上述负责人补充道，
通过水电平抑光伏输出的波动性，电网

也能接纳更多的光伏接入电力系统，消
纳更多的新能源。

“柯拉光伏项目将水光互补开发规
模首次提升到了百万千瓦级，具有很好
的示范效应。”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
长李昇表示，以柯拉为代表的雅砻江流
域水光互补开发，将进一步带动区域清
洁能源开发，打造水风光蓄等可再生能
源一体化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新样板。

在4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
再造一座“鸟巢”体育馆

地处川西高原，地形复杂、场区地质
多变，碎石与基岩暗布地表之下，工程建
设条件恶劣。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为结
冰期，工区遍布冻土暗冰，最低温度达零
下30摄氏度，冬季施工难度极大。

——这是柯拉一期光伏电站的建设
条件。

柯拉光伏电站项目分布在川西高原
海拔4000米至4600米的区域。由200多
万块光伏组件、5000多台逆变器组成，光
伏场址面积相当于2000多个标准足球场
拼接在一起，光伏支架用钢量近5万吨，

相当于在4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再造
一座“鸟巢”体育馆。

——这是柯拉一期光伏电站的建设
成果。

对此，在建设中，柯拉一期光伏电
站创新“引孔+回填”工艺，有效提升静
压桩成桩质量与施工效率，使用多层保
温措施突破高寒高海拔地区冬歇期混
凝土浇筑限制，在地质条件复杂的川西
高海拔地区，积累了大规模地面光伏的
开发经验。

在天津大学建筑与城市科学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左进看来，柯拉一期光伏电
站地处高原，建设过程中，通过开展高寒
高海拔光伏电站生态效应评估与修护对
策研究，制定生态保护和恢复对策，将工
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使项目
建设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为国内类似
项目开发提供了宝贵经验。

“项目过程中开展的高原草甸剥离、
养护、修复科研探索也取得了实效。”浙
江大学环境过程所副所长杨武表示，这
也为国内类似高海拔项目建设，提供了
成熟可参考的生态管理经验。

打造全球领先的
水光一体“数智化”光伏电站

值得注意的是，柯拉一期光伏电站
作为世界最大水光互补项目，面临水光
互补运行相关的各类难题。

对此，雅砻江公司在柯拉光伏项目
构建了智能运维平台。例如，首次应用

“云边协同+运检分离+智能调度”模式，
联合整站智能化执行终端，实现“监、控、
管”闭环管理。布置高点全景、热成像、
人脸识别等智能摄像机，实现电站安全
预警。

同时，搭建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采
用先进的飞行自动化管控和无人机库技
术，并对无人机自动采集到的红外及高清
可见光图像进行智能识别，辅助运维人员
快速处理故障，有效解决电站设备分布
广、数量多、人工巡检效率低的难题。

“通过以上措施，实现了高寒高海拔
光伏电站的高效、智能、精细运维管控。”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柯拉一期光伏电站作为世界最大
水光互补项目，通过融合应用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建
成一体化协调运行控制系统。”在中国科
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骆剑承
看来，这对打造全球领先的水光一体“数
智化”光伏电站，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国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沈占锋告诉记者，柯拉一期光伏电
站作为四川省规模最大的光伏项目，采
用智能跟踪闭环控制、云计算等先进技
术，有效提升电站发电量；构建智能运维
平台，实现精准运维、安全预警，积累的
经验为我国高海拔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提
供有益借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全球最大“水光互补”电站投产

川渝电力保供再添“生力军”
♦项目年平均发电量20亿度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超60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60万吨

新闻纵深

在两河口水电
站中控室内，工作
人员在对水电与光
伏发电进行调度和
监视控制。

新华社发

位于甘孜州雅江县柯拉乡的柯拉光伏电站。新华社发

（上接02版）
改革开放持续向纵深推进。以推进

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建
设为重点，开展自贸试验区对标领航行
动，两省市形成6个自贸片区引领、23个
先行区联动区协同跟进的开放雁阵。以
建设“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为
重点，持续推进RCEP货物分拨中心等

“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项目建
设。以中欧班列（成渝）为重点，首创中欧
班列跨省域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机制，实现
运营标识、基础运价、车辆调拨“三统一”，
累计已开行超2万列，占全国比重超过
40%。今年1—4月，川渝两省市货物贸易
规模达到5463.6亿元，占全国比重从
2019年的4%提高到今年1—4月的6%。

共建共享打造民生“幸福圈”。生态
保护方面，开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
文明示范创建工作，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强化跨界河流联防共治，严格环境风
险管控，共同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民
生事业方面，持续推进便捷生活行动，先
后发布3批次共311项“川渝通办”事项清
单，推动同一便民事项在川渝两地无差别

受理、同标准办理、行政审批结果互认。
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西南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等医疗机构，组建跨区域专科
联盟90余个。随着川渝电子健康卡扫码
互认，累计有60多万人次跨省市用卡。今
年1—5月，两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10771人次。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守帅高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