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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岳婷婷）

截至 11 月 5 日，国华投资山东分

公 司 2024 年 绿 电 交 易 电 量 达

4115 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

化碳 3402 吨，为推动地方节能减

排、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绿电交易全称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交易，是一种将电力价

值交易与可再生能源属性交易

融为一体的交易制度，能够推进

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纳和使

用，对于促进能源经济低碳转型

具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该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能源转型和“双

碳”目标，充分发挥自身新能源

企业优势，主动参与绿色电力交

易。面对绿电市场新形势新政

策，该公司深入开展政策研究，

分析绿电市场供需情况、研判价

格走势，为用户绿电消费需求提

供政策支撑；主动开展市场分析

调研，详细了解省内电解铝等高

耗能企业绿电使用情况及绿电

消纳比例要求，培养和挖掘绿电

潜在需求用户；加强交流学习，

优化交易方案，严控交易风险，

多举措开拓绿电市场，全力争取

高价绿电，提高平价项目度电收

益，为集团公司绿色能源转型发

展贡献力量。

国 华 投 资 山 东 分 公 司
今年绿电交易超4000万千瓦时

安徽公司仓储
智能随到随取

安徽公司作为“风光水

火储热气”多能融合的“火

电＋”综合能源示范基地，

智能仓储满足智慧化电厂

发展需求，能够支撑物资全

生命周期管理，实现“随到

随取”，并根据物资大小送

达对应的出库点。

图为 11 月 7 日，安庆电

厂自动导引运输车精准运

送物资。通讯员 赵晓静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吴志刚 李立朋）11月6日，河北公司定州

电厂面向无人值守的燃煤发电智能控制系统顺利通过 168 小

时试运，在我国首次实现燃煤机组全程自主控制及自主决

策，构建复杂生产流程自主运行技术体系。无人值守系统的

顺利投运，标志着我国燃煤发电技术迈入全自动化无人值守

新阶段。

无人值守系统首次实现了全程自主控制及自主决策技

术，机组控制从单一、分散、局部技术发展为工艺流程的自主控

制以及多工艺流程协调控制，机组日均操作量常态化稳定在

300 次以下，比之前操作次数降低 90%以上，比国内平均操作次

数降低 95%。同时，该系统首次通过知识固化和自动化，实现知

识复制与知识更新，采用功能模块组态封装专业知识、操作经

验和装置工艺机理，结合自主控制技术实现制粉系统自动启停

以及自动并退，目前已减少 90%启停磨操作，并将燃烧器摆角、

SOFA二次风、中低压缸联通阀等手动操作系统100%自动化，实

现了锅炉侧12类设备、汽机侧9类设备定期工作自动执行。

基层直通车

我国首创燃煤机组
无人值守系统投用

“卡脖子”难题解决了
■ 本报通讯员 隋永新

10 月 25 日，平庄煤业元露天矿选

煤厂技术员刘延飞经过一段时间沉默

寡言后，终于有说有笑了。原来，切换

系统“卡脖子”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原来选煤厂重介车间洗选作业系

统是一备一用，设备检修或出现故障

时必须切换系统，才能保证正常作业。

实际运行中，系统一天的切换次数能

达到 4 次。工作人员须站到介质桶筛

面上手动操作盲口法兰盘，经过繁琐

的连接后才能开启介质泵。每一次倒

系统都需要 4 个人、2 小时才能完成，

既不安全又费时费力。

这种情况让刘延飞暗下决心，一定

要想一个既省时省力又安全的办法。

刘延飞利用下班时间到切换系统

现场仔细观察，制订技改方案、绘制图

纸、加工制作。经过30多天4次试验都

未达到理想效果。

“延飞，改不了就算了吧，十几年都这

么干的，别太为难自己。”一名工友说。

“你整天跟着了魔似的，没有金刚钻

咱就别揽瓷器活了，何必自找苦吃。”刘

延飞的妻子说。

面对工友和妻子的劝说，刘延飞

心里像打倒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他

用手掌用力拍打着青筋暴露的额头，

一点一点捋着思绪，心想：“一定要解

决这个难题。”

接下来的日子，他苦思冥想，每天

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到现场摸、听、看，

仔细观察设备运转情况，思考问题症

结并上网查询资料，向老员工、兄弟单

位请教。

“延飞，把圈子扩大点，在小循环

上下功夫，可能行。”老工人赵云鹏的

话给刘延飞的思绪开启了一扇门。他

决定在小循环阀门外加装一个电动阀

门，然后用软管接到另一介质桶内。在

切换系统时，开启循环泵介质就会自

动倒到另一个系统介质桶内。顺着这

个思路，经过多次实验，倒料时间由原

来的2小时降到15分钟，4人作业变为

1人，工作效率提高了7倍。

这个“卡脖子”难题终于解决了。

宁夏煤业煤矿废弃油井
灾害防治成果国际领先

本报讯（通讯员 吴 薇 张耀文）11 月 6 日，笔者从宁夏煤

业了解到，该公司成功攻克煤矿井田废弃油井灾害防治难题，

研究应用的“宁东煤矿区废弃油井致灾机理及防控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日前荣获2023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为我国类似资源重叠区域的煤矿资源安全高效开采提

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

该项目解决了影响矿井安全高效开采的问题，形成了“堵、

注、喷、增、降、监、护、撤”油气灾害综合防控体系。项目研究成果

在双马矿双马一矿进行实践应用，目前矿井已安全通过12口废

弃油井，取得直接经济效益4.9亿元。该项目还获授权发明及实

用新型专利14项、软件著作权1项，制定企业标准1项，出版专著

2部，发表高水平论文22篇，成果经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我

国类似资源重叠区域煤矿资源安全高效开采提供借鉴。

乌海能源利民公司绿色
矿山建设获5A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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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三改
联动”节能降碳

国电电力积极践行“双碳”战略，

大同工业供汽二期工程、三河 2 号机

深调改造等 6 个项目相继顺利完工。

通过“三改联动”实现供电煤耗降低

2.4 克/千瓦时，供热能力增加 473 兆

瓦，调峰能力增加719.3兆瓦。“秦皇岛

公司 4 号机组低压缸零出力供热改

造”列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4

年煤电机组节能降碳、灵活性供热改

造“三改联动”技术改造典型案例》。图

为日前，大同电厂 10 号机组 A 级检修

现场。 通讯员 张旖晴 摄

国能广投柳州公司扭住热电
联产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本报讯 （通 讯 员 王建君

韦 晶）国能广投柳州公司固废资

源化处置及煤炭替代综合利用项

目，继去年入选全国热电企业综合

能源服务转型暨数智化升级优秀

项目后，近日，该公司又获得广西

火力发电行业唯一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称号。如今，柳州公司扭住热

电联产，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快

车道。

柳州公司地处广西工业重镇

柳州市鹿寨工业园区，是柳州市

唯一的电源点。柳州公司 2016 年

投产的 2 台 35万千瓦热电联产机

组担负着向电网提供稳定优质电

力和工业园区供热的重任。

柳州公司作为广西首家热电

联产和第一个实现超低排放的火

电企业，投产以来紧紧扭住热电

联产主业提质增效，深入开展生

物质掺烧项目攻关节能降耗。柳

州公司坚持市场所需、企业所能

相统一，加快向城市友好型、园区

共生型能源企业转变,不断拓展

市场化发展空间。目前，柳州公司

最大供热能力为 920 吨/小时，拥

有热用户 43 家，替代工业小锅炉

29 台，涉及企业就业人员 6000

人。柳州公司正以柳东新区“源网

荷储”一体化项目及长距离供热

项目为依托，利用火电机组热源

优势，规划开发辐射半径达 60 公

里的“电、热、冷、气、水”多联供模

式。柳州电厂与柳东新区政府签

订《柳州市柳东新区长距离集中

供热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

前长距离供热初可研单位已进入

现场开展工作，每年可增加供热

量 70 万吨。柳州公司已经促成广

西舜韬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在柳州

鹿寨县进行产业落地，该项目一

期供热量 26 万吨/年，二期供热

量70万吨/年。

柳州公司在做强做优火电产

业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升级。目前，鹿

寨县工业园区 4.5 兆瓦光伏已经

投产，3 兆瓦厂内光伏已开工建

设，争取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柳

州公司成立新能源工作专班，先

后对接洽谈项目30余个，与多家政

府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目前，

河池南丹县17兆帕牧光互补项目

已报广西公司立项申请，多个项目

积极推进中。柳州电厂2号机组连

续安全稳定运行573天，突破全国

单系列机组长周期运行纪录。目

前，两台机组均荣获中电联“全国

可靠性标杆机组”和南方电网“金

牌机组”称号。该公司获评全国安

全文化企业、广西壮族自治区级

健康企业荣誉称号。

（上接第一版）

经过一系列实验和数据分析，煤炭在

外含水量千分之七左右可有效抑制起尘。

为达到源头治理效果，黄骅港在煤炭进港

第一个环节，翻车机底层振动器给料漏斗

和溜槽上面设计安装喷嘴、电磁阀等洒水

降尘设备，实现了分层洒水、煤炭与水均

匀混合，从而确保煤炭在通过皮带机、转

接机房、堆料机等传送过程各个环节煤粉

尘浓度降低 98%以上，本质长效抑尘技术

就此诞生。这项技术实现了洒水落差小，

水资源利用率高，且冬季洒水不结冰等，

彻底改变了北方煤炭港口冬季洒水除尘

困难的情况。该项技术获得三项国家发明

专利，并荣获第 45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博

览会金奖。

在黄骅港务作业现场，煤堆场、翻车机

房、装船码头，处处可见的环境监测感应装

置就像 24 小时环境卫士，实时监测现场环

境。现场设有 18 台环境监测感应装置收集

各项环境指标数据，并将数据实时传输至

生态环境管控系统，结合煤炭外含水、天气

等因素综合分析，根据现场情况，进行煤炭

预防性补水，最终实现精准抑尘、用水智能

调度。该系统经过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定，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先后取得2项国家发明

专利。

从翻车机底层抑尘系统到堆场智能补

水，从现场监测环境分析到全流程智能控

制，黄骅港务将煤炭运输全过程中的煤尘

进行全面、精准管控治理，实现了煤粉尘超

低排放。2023 年，黄骅港场界总悬浮颗粒物

浓度（TSP）为 100.97 微克/立方米，约为《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所规定的场界浓度达标限值（1.0毫克/立方

米）的十分之一。

“智”造“活”水

多年以来困扰煤港的煤尘问题在黄骅

港得到了根本性治理。抑尘主要靠水，黄骅

港地处盐碱之滩，淡水资源极匮乏，煤港变

“绿”，除了要治理好煤尘污染，还要做好

节水文章。

“为了化解淡水难题，我们规划了‘两

湖三湿地’，向大海要水，向天空要水、向科

技要淡水。换言之，就是依靠长江流域等来

港船舶的淡水压舱水、回收处理后的煤污

水、雨季收集到的雨水这些低价值水源，进

行储存后回用于生产，每年可节约400万立

方米淡水，节约用水成本约 2000 万元。”黄

骅港务生产保障中心生态环境科负责人李

冬介绍说。

据了解，黄骅港务的“两湖三湿地”

是一套较为完整的水系，各湿地、各湖相

互连通、分级处理。比如，名为汇芳园的

湿地先储存含煤污水，经过自然沉淀后，

再流入莲珠园进行二次沉淀处理。莲园

的水满了，就可以转存到和园。总之，把

能收集的水一滴不浪费地收集起来，当

冬天水资源匮乏时，港区内依然有充足

的水源可以利用。

“三水”的循环利用让黄骅港务实现了

生产用淡水自给自足，实现了降本增“绿”

的良好成效。

之前，黄骅港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

荒滩，植物存活率极低。黄骅港务通过采

用更换种植土、抬高地面、选择抗碱植物等

方式，以港区闲置场地资源为基础，建成总

面积 180 万平方米的生态绿地和水域，生

态绿化覆盖率达 32%，有效提升了生态碳

汇能力。

港区内“两湖三湿地”鱼虾成群，吸引

了许多鸟儿栖息，周边环绕着错落有致的

绿植花卉，花园式港口建设让这座煤港焕

发出勃勃生机。

煤港变“美”港，从愿望变成了现实。

“智”启未来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改善港口环

境不仅是让港口变绿，还要为往来船舶提

供降碳服务。”黄骅港务设备管理中心副经

理刘鹏说。

自 2016 年起，黄骅港务累计投资 1.36

亿元，率先在全国建成覆盖全部 21 个泊位

的高低压岸电系统，年岸电使用量超过 400

万千瓦时，是沿海港口中岸电接电次数最

多、使用效果最好的散货码头。

“接下来，黄骅港将通过船舶绿色能

源供给设施建设和新能源集疏运车辆应

用，打造煤炭运输绿色航运走廊和绿色

公 路 集 疏 运 通 道 ，全 面 提 升‘ 路 — 港 —

航’全产业链清洁化发展水平。”刘鹏介

绍道。

黄骅港务绿色生态港口建设成果得到

广泛认可，成为国内首家煤港 AAA 级工业

旅游景区，获得“中华环境优秀奖”“中国绿

色港口”等荣誉。

今年年初，黄骅港务承担的“绿色港口

发展”“煤炭码头全流程设备远程集控技术

研发与应用”两项交通强国试点任务，以

98 分高分顺利完成验收。今年 6 月，黄骅

港务煤三期码头入选第一批“公路水路典

型运输和设施零碳试点项目”名单，也是

唯一一个煤炭码头零碳试点项目。根据试

点任务安排，煤三期码头将通过实施风力

发电和光伏设施建设、电动港作拖轮购置

应用、码头设备能效提升、生态能源管理

平台建设等 6 项重点任务，力争于 2027 年

建成“零碳”码头，打造煤炭专业化码头零

碳建设样板。

今年 8 月，“零碳”港口建设启动会在

黄骅港召开。会上发布“零碳”港口建设方

案，全面启动“零碳”港口建设工作，拉开

了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的崭

新序幕。

本报讯（通讯员 王沁语）11 月 3 日，榆林能源首个集中式

光伏发电项目神木10万千瓦光伏项目开工建设。

该项目为 2022 年陕西省保障性并网项目，总投资约 4.9 亿

元，选址位于榆林神木市西沟街道四卜树村。项目建成后，平

均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1.8亿千瓦时，与燃煤发电相比，

每年可节约标煤553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4万吨、二氧

化硫排放约 1039 吨，对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共赢、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公司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有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

榆林能源首个集中式
光伏发电项目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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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付兰伟 通讯员冯伟）近日，乌海能源利

民公司顺利取得国家认监委最新备案的绿色矿山建设 5A 级认

证证书，标志着利民公司绿色矿山建设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该公司建成以“自动控制为主、远程干预控制为辅”的智能

综采工作面，建设的集掘进、装载、运输、行进、支护、锚护、钻

探于一体的掘支锚运探智能化掘进工作面具有一次成巷、安

全高效、工艺简化、协同作业四大优势。采用乔、灌、草混合

种植方式，实施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共种植灌木 29 万余株、乔

木 2100 棵，绿化面积超 25 万平方米，植被成活率达到了 95%

左右。采用对周边环境扰动较小的钻孔注浆方式，共计施工

钻孔 1785 个，深度 32298 米，注浆量 89459.4 立方米，治理面积

约 2.1 万平方米，消除矸石山自燃安全隐患，为植物种类群体

生长创造有利条件。实施井下连采连充采煤项目，解决矸石

外排问题的同时，回收压覆资源，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

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