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潘 燕 马向阳 刘 通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华能山东
发电有限公司获悉，山东“吉电入鲁”
配套新能源基地项目——— 吉鲁大安首台
风机第一根预制桩锤击送桩完成，以此
为标志，山东能源企业现代版“闯关
东”又一风电项目落地。3月16日，“吉
电入鲁”首批4个风电项目获得核准；3
月25日，水发集团吉林通榆50万千瓦风
电项目开工；4月2日，山东发展投资(长
岭)5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9月1日，华
能吉鲁大安5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
喜讯连连，凯歌频奏，彰显了山东能源
人责任与担当，展现了重大能源项目建
设“山东速度”。

“吉电入鲁”是利用特高压输电技
术，将吉林能源资源富集地区的清洁
电力输送至山东，保障电力供应、优
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
气污染等。近年来，山东坚定不移实
施“外电入鲁”战略，加快输电通道
及配套电源基地建设，持续扩大接纳
省外清洁电力规模。目前，全省已建
成投运锡盟至济南、榆横至潍坊、扎
鲁特至青州、上海庙至临沂、山东至
河 北 环 网 等 特 高 压 通 道 ， 初 步 形 成
“三交两直”特高压受电格局，省外
来电规模持续提高，2020年首次突破千
亿大关，接纳省外来电1159亿千瓦时，

极大减少了燃煤发电，生态环境效益
显著，加速推动美丽山东建设。

“华能吉鲁大安 5 0万千瓦风电项
目，是‘吉电入鲁’配套外送风电基地
项目之一，由华能山东公司投资开发建
设。项目规划安装风电机组119台，年发
电量16 . 08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51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2万吨，预计2022

年10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省能源
局发展规划处负责人介绍，“吉电入
鲁”项目作为推动山东、吉林两省资源
优势互补、协同合作发展的一项重要任
务，符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符合省委、省政府“三个坚决”及能源
结构转型部署要求，符合两省能源企业
发展实际需求，对全省新旧动能转换起

着积极推动作用。
据了解，2020年11月，山东与吉林

在济南成功签订“十四五”期间两省送
受电框架协议。协议确定由山东发展投
资集团、水发集团、华能山东公司等企
业参与，规划建设300万千瓦新能源基
地。项目建成后，扎鲁特至青州输电通
道每年可向山东输送清洁电力90亿千瓦
时，可节约标煤283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735万吨。

在加快推进“吉电入鲁”新能源基
地建设中，山东、吉林遵循“政府推
动、市场运作”原则，坚持高标定位、
统筹调度、强化沟通、跟踪服务，保证
项目建设“不掉链”“不断线”；成立
工作专班，签订《目标责任书》，落实
每周专班例会，压紧压实责任；强化与
吉林省联合攻关开发，坚持边实践边探
索、边总结边提升，形成可复制推广的
典型经验；积极运用“云大物移智链
边”新技术，全力打造数字化、集约
化、精益化、标准化“四位一体”新能
源工程。

下一步，山东能源人在现代版“闯
关东”道路上，将与吉林一起更好地在
“闯”中探索、在“闯”中成熟、在
“闯”中成长、在“闯”中壮大，加速
推进新能源基地建成投运，持续扩大
“吉电入鲁”规模，将吉林更多富集清
洁电力送至山东。

华能吉鲁大安5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建设现场。

□通讯员 刘 昊 张建佩 张 昆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随着一座16 . 5米
高、31米宽、34米长的庞然大物与海面
四根钢管桩精准对接，全省最大海上风
电“钢铁心脏”——— 国家电投山东半岛
南3号海上升压站完成吊装。这是继8月
28日华能山东半岛南4号海上风电升压站
安装后，山东海上风电项目取得的又一
个节点性突破，标志着半岛南3号海上风
电建设按下“加速键”。

走向深蓝，向海揽风。山东发展海
上风电决心坚定不移，聚焦海洋强省
建设目标，出台促进全省可再生能源
高质量发展意见，提出编制实施《山
东 海 上 风 电 发 展 规 划 ( 2 0 2 1 — 2 0 3 0
年 )》，研究出台支持海上风电发展配
套政策，力争2021年建成投运两个海上
风电试点项目，实现海上风电“零突
破”。“十四五”期间，积极开发渤
中、半岛北、半岛南三大片区海上风
电资源，重点打造千万千瓦级海上风
电基地。

“国家电投山东半岛南3号海上风电
项目，位于海阳南部海域，由国家电投
山东分公司投资开发建设，计划投资55
亿元，总装机规模301 . 6兆瓦，建设58台
单机容量5 . 2兆瓦风电机组，配套建设220

千伏海上升压站1座，计划于2021年底
全容量并网发电。”该项目负责人介
绍，本次吊装海上升压站整体式布置，
包含上部组块、导管架、钢管桩3个部
分，结构总重5200吨。其中，上部组块
为三层钢结构，总重2860吨，平面尺寸

31米×34米，高16 . 5米；下部结构采用4
腿导管架型式，含钢管桩总重2340吨。
同时，首次采用吸气式烟感系统和高压
细水雾消防系统，为项目安全运行提供
重要支撑。

据悉，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将半岛

南3号海上风电项目作为“头号工程”，
建立“日跟踪、日协调、周总结”工作
机制，定期召开协调推进会，从投资决
策、资金保障、手续办理、施工建设等
方 面 协 调 各 方 、 精 简 流 程 、 集 优资
源、高效推进。作为山东首批海上风
电示范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发
电量达 8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 2 5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65万吨，预计年营业
收入5 . 5亿元，上缴利税8000万元，可
为周边地区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同
时，发挥项目示范带动作用，吸引海
阳来福士、蓬莱大金、烟台打捞局等
优秀企业落户，形成特色配套产业集
群，助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具
有年产300套海上风机能力的远景能源风
机制造基地已在海阳建成，海上风电
“本土化”建设程度高达80%。

据了解，山东今后将依托首批海上
风 电 项 目 ， 探 索 海 上 风 电 与 海 洋 牧
场、风电储能、海水淡化、海水制氢
等多能互补和多业态融合发展示范，
持续放大“海上风电+”效应，推动海
洋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同时，积累总
结建设经验，形成可借鉴、可复制、
可推广的海上风电“山东经验”，为
全省乃至全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提供
“山东方案”。

国家电投山东半岛南3号海上风电升压站安装现场。

□通讯员 王跃刚 马向阳 张传广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两台天然气压缩机

顺 利 启 动 ， 单 机 日注气 量 4 5 万 立 方

米……”近日，山东首座天然气储气

库——— 胜利油田永21储气库正式注气投

运，这对保障全省能源安全、优化能

源结构、提升应急调峰能力等具有重

要意义。

“该储气库坐落于东营市垦利区永

安镇，由开采完毕的油气田改造而成，

项目总投资 6亿元，库容 2 . 3 7亿立方

米，日调峰供气能力198万立方米，按

户均月用气12立方米计算，可满足500

万户家庭一天用气需求。”省能源局石

油天然气处负责人介绍，随着天然气在

全省能源结构中占比不断增大，供需

峰、年峰、季峰谷差等矛盾逐渐显现。

为此，山东在持续扩大省级储气基地规

模的同时，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建设力

度，保证全省天然气年产量稳定在5亿

立方米左右，全力做好天然气保供稳价

工作。

据了解，储气库被称为地下“天然

气银行”，与地面球罐、LNG等储气

设施相比较，具有储存量大、机动性

强、调峰范围广、安全系数大、经济

合 理 及 经 久 耐 用 等 特 性 ， 对 储 气 调

峰 、 安 全 保 供 等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作

用，在国内被大力推广普及。胜利油

田永21储气库作为山东首座天然气储气

库，气源主要来自中国石化天然气分

公司，采用“冬春采气，夏秋注气”

周期运行方式。夏秋季节，天然气盈
余时， 储 气 库 开始注气 ， 进 入注气
期；冬春来临，天然气供应不足时，

从储气库采出天然气输入管道，服务
市场需求。进入采气期，通过合理储
存调配，实现储气调峰、稳定价格、
安全保供。

“胜利油田永21储气库就像一个倒

扣的碗，注入的天然气不易散失，非

常适合油气存储。”中石化胜利油田

油气开发公司负责人介绍，地下储气

库选址十分苛刻，既要满足安全可靠

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保证

注得进、存得住、采得出，又要远离

城市、居民住宅及其他构筑物，确保

存储绝对安全。为此，在储气库建设

中，强化顶层设计，组织 4名高级专

家、12名油气专家、31个专业技术人才

和85名设计人员成立设计团队，累计完

成设计蓝图1 . 3万张，站场三维设计率

达 1 0 0 % ， 数 字 化 设 计 和 交 付 率 达
100%；强化施工管理，严格日碰头、

周检查、月考核机制，配管、自控、

消 防 、 电 力 、 通 信 等实行 片 区 化 管

理、限时化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和进度。强化技术应用，引进井壁稳

定新工艺新技术，有效解决盐膏层、

泥页岩、取芯等储气井钻探难题；利

用物联网、地理信息、大数据以及云

计算等数字化技术，成功解决地下管

网和电缆纵横密布施工等困难，为管

道规划、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科学

决策等提供坚强支撑。

今后，山东将持续加大储气能力建

设，按照“筛选一批、论证一批、建设

一批”工作思路，科学优化布局，加快

储气库勘探开发，强化政策、规划、土

地、资金、服务等要素保障，推动全省

储气库建设高质量发展。

16
2021年9月14日 星期二 第611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262 Email：sdnyxwzk@163 .com

储气库工作人员对生产流程和设备装置进行检查。

装机容量50万千瓦 年发电量16 . 08亿千瓦时

山东现代版“闯关东”又一风电项目开工

总重5200吨！全省最大海上风电“钢铁心脏”完成吊装

山东半岛南3号海上风电建设按下“加速键”

库容2 . 37亿立方米 可满足500万户一天用气

我省首座天然气储气库注气投运

海阳101兆瓦/202兆瓦时

储能电站建设马力全开
□通讯员 刘 昊 马向阳 王 磊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烟台讯 “工地上机器轰鸣，塔吊林立，吊臂挥舞，几十辆工

程车不停穿梭，十几台吊车同时进行吊装，数百名施工人员正紧张作
业，忙碌身影随处可见……”近日，山东首批储能示范项目——— 国家电
投海阳101兆瓦/202兆瓦时储能电站抢抓施工“黄金期”、开工建设景
象忙、马力全开赶进度的场面令人震撼。

“锚定‘3060’目标实现，大力发展新型储能是提高电力系统调节
能力、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发展需求巨大。”省能源局能源节约
和科技装备处负责人介绍，针对新能源装机占比迅速增加，省外来电大
幅提高，煤电机组供热改造不断提速，电网调峰形势日趋严峻等实际，
山东将新型储能作为力促“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
抓手，出台开展储能示范应用实施意见，遴选公布5个调峰、2个调频
“5+2”储能示范项目，发挥典型引领带动作用，推动新型储能建设不
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截至目前，济南、德州、泰安、滨州、烟台等已
建成投运总装机规模119兆瓦/238兆瓦时的19个电化学储能项目，在提升
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等方面
成效明显，为山东乃至全国推动储能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国家电投海阳储能电站项目，由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山东电力工
程咨询院有限公司联合承建，项目总投资4 . 38亿元，设计总容量101兆
瓦/202兆瓦时，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和铁铬液流电池，建成后主要参与山
东电网调峰辅助服务和新能源储能租赁。该电站作为山东2021年首批调
峰类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坚持“以试点促推广应用、以示范促深化发
展”，在新技术、新模式、新价值应用上强化创新突破，全力打造储能
示范新样板。

在新技术上，除采用磷酸铁锂电池之外，项目还应用国家电投中央
研究院研发的铁铬液流电池技术，可有效验证该技术可行性及电力应
用适用性，带动山东液流电池储能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在新模式
上，项目厂址与国家电投山东半岛南3号海上风电项目一墙之隔，作
为集中建设的共享储能电站，将储能容量全部租赁给周边风电、光
伏等新能源企业，实现统一集中管理，可有效解决新能源场站弃
光、弃风等问题，减轻企业自建配套储能投资运维成本。在新价值
上，纳入电网调度统一管理，明确补偿支持政策，参与全省电力辅助、
电网调峰、储能容量租赁等服务。

下一步，山东将坚持试点先行与有序推进相结合，以点带面，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储能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与电力
系统需求和新能源发展有效衔接。同时，以市场化为导向，优先发展大
容量、高效率、长时间储能设施，力争到2025年，全省储能设施规模达
到450万千瓦左右。

国家电投海阳储能电站示范项目施工现场。

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

核电站示范工程冲刺并网发电

□通讯员 池毓凯 马向阳 张建佩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荣成讯 9月12日，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1号
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以此为标志，示范项目正式进入持续、可控
核反应运行状态，向并网发电“最后一公里”发起全力冲刺。

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项目，采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温气冷堆第四代先进核电技术，具有安全性能更好、发电效率更
高、应用前景更广等特性，是我国抢占核电技术聚集新高地，打造
关联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也是山东推进能源结构
优化调整，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
工程。“十四五”开局以来，示范项目建设工作按下快进键，先后
完成双堆热态功能试验、汽轮机“非核”蒸汽冲转、获颁运行许可
证，以及1 0万余颗燃料元件装载、首次临界等一系列关键节点目
标，向2022年6月如期建成投产昂首阔步迈进。

“‘临界’相当于发动机点火 ,示范工程通过球形燃料元件数量
和控制棒‘双调节’的操作方式，使反应堆内表征核功率的中子数
量达到稳定，实现自持链式裂变反应，到达带核功率运行的起点。
本次从首次装料到临界共历时23天。”华能石岛湾核电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按照推进计划，后续将陆续开展单堆燃料满装载、低功
率试验、汽轮机核冲转等一系列调试试验，预计2021年11月开展首次
并网，发出“第一度电”。

据了解，该项目作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重大依托性、标志性工程，
采用“政府推动、企业主导、研发牵头、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科技创
新体系，积极探索“产学研用”相结合、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科技创新
新机制和新途径，蹚出了一条更安全、更高效、更清洁具有山东特色的
第四代核电技术创新实践之路。

聚焦更安全。固有安全性是示范工程的首要特征，高温气冷堆
核电机组技术上实现了本质安全，即便发生全厂断电的极小概率情
况，仍可自动安全停堆，并通过自然散热导出堆芯余热，避免堆芯
熔化，无需人为干预，属于“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关键核
心技术，也是示范项目最重要创新成果之一。聚焦更高效。整合设
计研发、物资供应、工程建设、生产运营等产业链上下游500余家企
业，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相继攻克球形燃料元件工业化量产、电磁
轴承结构主氦风机、超大型压力容器等核心关键技术，设备国产化
率高达93 . 4%；大幅提高核蒸汽参数，将核能发电效率从37%左右提
升至42%以上，有效拓展热电冷联产、高温工艺热应用等核能综合利
用。聚焦更清洁。利用核燃料裂变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发电，全过程
不会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有害污染物，也不会产生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示范工程投运后，年发电量1 4亿千瓦时以
上，可替代煤炭消费约6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0万吨。

下一步，山东将继续遵循“严慎细实”核安全理念，坚持底线思
维，牢牢把核安全放在各项工作首位，严格落实运行许可证规定，规范
开展并网发电、试运行等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示范项目建设。同时，
积极总结荣成高温气冷堆从设计、建造、调试到投运等实践经验，巩固
我国在高温气冷堆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积极参与世界先进反应堆
技术标准、安全法规等制定，为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换道超车”，实现
全球领跑作出“山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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