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地调研

在下午的实地调研中，与会人员第
一站来到成都市虚拟电厂。记者在展
示大厅内看到，成都市虚拟电厂管理平
台分为多个板块，包括资源聚合、调度
运行、供需形势、保供监测等，工作人员
可运用三维地图操作，全面直观地展示
成都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各方面工作。

“虚拟电厂能够通过先进的信息通
信和数字化技术手段，实现分布式电源、
用户侧储能、电动汽车充电桩以及工商
业可调负荷等可调资源的有效聚合和协
同优化，促进电网削峰填谷，提高供电可

靠性，达成与常规电厂类似的效果。”国
网成都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邓灿说。

目前，成都已落地建成市级管理平
台，接入成都高新区（倍特数字）、龙泉
驿区（原力安扬）、双流区（思极星能）以
及特来电、国网综能（含市级党政机
关）、公共照明（市城管委）与通信基站
（铁塔公司）等7家虚拟电厂，聚合电源、
负荷等可调资源超过40万千瓦。2025
年实现对分布式电源、储能设施、可调
负荷等资源“应接尽接”，可调能力扩大
到130万千瓦以上。

04 2024年8月15日 星期四 编辑江亨 版式詹红霞 校对毛凌波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大咖分享+实地调研

看新型能源体系“新”在哪里

2024四川网信“数智领航”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数字化工作部
副主任徐厚东 主办方供图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西南分部副主任
胡超凡 主办方供图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清华四川能源
互联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鲁宗相 杨博 摄

以数智化坚强电网
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随着用能终端电气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可以说是建立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胡超凡说，西南地区建设新型
电力系统是西南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电
网转型发展双赢的必然举措。

胡超凡说，在新能源中，特别是风
电、太阳能的发电特性是不受人工控制
的，这时候新型电力系统就需要引导用
户积极参与到系统调节中，要形成源网
荷储多要素多主体的协同互动，从而实
现供需两端精准匹配、平衡协同。面对
海量的设备，必须依靠数字化、智能化的
技术来实现电力系统生产、分配、消费全
过程的可控可调。“国网电力提出以数智
化坚强电网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关
键词就是数字化、坚强电网。以特高压
和超高压为骨干骨架，以各级电网为有
力支撑，以‘大云物移智链’现代信息技
术为驱动，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路
径，来构建坚强电网。”他说。

虚拟电厂
是电力数字化关键应用领域

能源转型发展作为一个长期话题，
行内外专家统一了观点，即电力行业转
型的三大趋势为数字化、电气化和分散
式。特别是后疫情时期，重构一个新能
源体系，革命性的转型如何实现？

鲁宗相提到，按照“双碳”目标测算，
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需求
和各类能源资源的开发潜力，新型电力
系统的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完成，需
要更多的数字化工具对于原有电力系统
进行赋能。

目前，虚拟电厂是最好体现数字化
技术的应用案例。鲁宗相表示，虚拟电
厂的建设在全国很热，有区域型的虚拟
电厂，也有代理商的概念，把多个分散的
资源统筹起来，实现电力与其他能源的
结合。“聚焦四川，虚拟电厂正在初级发
展阶段，同时给了民营企业进入电力系
统发展的机会。”他说。

数据共享
助力四川碳排放双控示范区建设

积极探索并应用清洁能源技术，碳
监测对于实现碳减排目标和应对气候变
化具有重要意义。会议中，徐厚东介绍
了国网四川电力碳排放监测分析服务的

相关实践。
“国网四川公司创新利用碳卫星、碳

潮流等技术，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高时
空分辨率二氧化碳浓度反演模型。”徐厚
东表示，以此实现碳浓度数据的高精度
时空分布重构，经过计算与验证，与地面
监测站点的碳浓度对比，碳浓度误差约
为1至2PPM（百万分之1到百万分之2），
达到领先水平。

徐厚东还提到，建设运营四川省能
源大数据中心，汇聚了能源、经济、双碳、
公共和环境等五大类。开发高价值能源
电力大数据产品，服务四川能源战略、服
务政府决策、服务经济发展、服务社会治
理，打造面向政府、行业、社会和企业的
能源数据汇聚、分析、处理和挖掘数字服
务平台和数据底座，助力四川碳排放双
控示范区建设。

8月14日，2024四川网信“数智领
航”第十三期川网联“走进新质生产力
前沿”系列活动新型能源体系专场在成
都举行，当天活动分为交流分享和实地
调研两个部分。

在上午的会议现场，清华大学电机
系教授、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鲁宗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西
南分部副主任胡超凡，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数字化工作部副主任徐厚东，分别
从气候变化影响、电力系统建设、数字
化赋能等方面，分享了能源转型的新进
展和四川新机遇。

下午，参会人员实地调研了成都市
虚拟电厂、国网西南分部调度控制中心
以及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三个
点位，看看新型能源体系“新”在哪儿。

交流分享

在天府新区兴隆湖旁，与会人员来到最
后一站——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进入展厅，微型电力传感器、智能
金具、氢能燃料电池等各种最新科研成
果展示在眼前。该研究院院长助理、科
技创新部主任吕岚春介绍，展厅主要从
关键装备、智慧系统、信息赋能以及能
源碳中和四个重点研究方向，围绕新型
电力系统的源、网、荷、储、碳、数六要
素，打造先进技术展示场景。

吕岚春介绍，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
研究院于2016年3月，由清华大学以电
机系为依托在四川天府新区设立，致力
于打造能源互联网领域的人才汇聚平

台、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发展高地，是四
川省校合作落地的首个科研机构，四川
省首批新型研发机构。截至2023年底，
研究院聚贤引才，自主培养国家级人才
5名，省级人才32名，高级职称70余名，
打造一支500余人的高水平人才队伍。
同时，建立高水平研究中心10个，建设
高能级实验室8个，研发了近百项在国
内外处于领先水平的关键技术；赋能产
业，培育了22家创新企业。此外，与全
球30余个国家，200余个高校院所、产业
企业和国际机构深入开展合作，形成了
一个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 朱珠

第二站与会者来到国网西南分部
调度控制中心，这里是西南电网的“大
脑”。

在调度室内，数块大屏幕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上面显示着西南电网管辖地
区的一些实时信息。“如果哪个区域出
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会知道，并及
时进行调度处理。”国网西南分部调度
控制中心副主任蒋航介绍，西南电网涵
盖四川、西藏、重庆三地，管辖范围具有
海拔落差大、平均海拔高、供电范围广
等特点。

蒋航介绍，目前西南电网清洁能源
装机达1.3亿千瓦，其中四川1.1亿千瓦，
占比约85%。由于地理自然条件好，四

川也是全国清洁能源占比最高的省份。
该调度控制中心于2015年12月30

日正式开展电网实时调度运行，已实
现电网调度连续安全运行超3000天。
主要承担西南电网实时运行指挥、电
力电量平衡及检修安排、水电及新能
源管理、系统运行及方式安排、二次系
统专业管理、分部数字化及信息网络
安全管理等职责。直接调度管辖西南
电网省间联络线、直流近区线路、跨省
消纳电厂及其他国调授权的重要设
备，许可调度管辖西南电网500千伏骨
干网架其他线路、部分西藏220千伏线
路及对主网运行和水能利用有重要影
响的电厂。

成都虚拟电厂平台：
平衡能源供需 可调资源超40万千瓦

国网西南分部调度控制中心：
西南电网每一个指令都从这里发出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打造专业人才汇聚平台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图据四川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