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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晚上，如果在足够高的位置俯瞰四川，
几乎暗淡无光。

但 70年后，四川电网实现从省级电网到枢纽电
网的跨越，为华夏大地带来一片灯火辉煌。

1949年以前，四川的输、配、变电设备数量少，电
压等级复杂，全省没有统一的电网。成都、重庆、宜
宾、自贡、乐山、泸州等地较大的电厂都是孤立供电，
互不联通，全省最高电压等级 35千伏的输电线路只
有202千米。

1950年 12月，四川建成第一座 35千伏变电站，
1956年12月，四川第一座110千伏变电站———重庆
盘溪变电站投产。同月，四川第一条110千伏输电线路
投运，实现水电、火电联网运行。1970年5月，从龚嘴水
电站至豆坝电厂的四川第一条220千伏线路建成投产。

1998年，在四川电力工业史上这是一个应该被
铭记的年份。

这一年，四川建成第一条50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

──二滩500千伏送出工程。线路全长1400多千米，
穿越大、小凉山的高海拔地区，技术和施工难度堪称
世界之最。

2002年，四川电网成功实现与华中、华东电网的
联网运行，第一次实现川电东送，四川水电进入跨
区、跨省优化资源配置的新阶段。

此后，四川电网建设驶上快车道，电压等级不断
攀升，电网日益坚强。

2010年 4月 11日，德阳—宝鸡±500千伏直流输
变电工程双极投运。德阳换流站是四川首座±500千
伏换流站，是华中电网（四川）与西北电网首条直流
跨区联网枢纽工程。

2010年7月8日，“西电东送”大动脉向家坝—上
海±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成功投运。“向上线”是四
川第一个±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每年可向上海输
送电量320亿千瓦时。

2014年7月，世界上输送容量最大的直流输电工

程溪洛渡左岸至浙江金华±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正式投运。

2015年，全省电网与外区电网“四交四直”的联
网格局正式形成。

而就在 9 月 23 日，凉山州盐源县，雅中-江西±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四川段首基基础
试点工作顺利完成，这标志着四川又一条特高压工
程建设全面展开。

新的通道，开启新的征程，打开新的未来。
目前，四川电网规模居全国省级电网前列，500

千伏线路长度和变电容量分别位居国网系统第一和
第二。在我国电网发展版图上，8条超高压交流，1条
超高压直流和 3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将四川电网与华
中、华东、西北和西藏电网相连，四川电网成为国家
电网系统内规模最大的省级枢纽电网之一，输电能
力达3000万千瓦，跨省电力输送能力居全国第一。

一张“网”，以四川为起点，广接全国。

从“严重缺电”到“外送第一”

“度”量四川电网70年
□ 胡朝辉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唐千惠

1905年，四川点亮第一盏灯。这一盏灯，从此“电”亮四川电力工业发展之路。
站在今日，“度”量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四川电网，我们能看到什么？
广度——四川出发，广连全国。四川电网实现从省级电网到枢纽电网的跨越。
力度——因水而兴，以绿为底。四川电网倾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
温度——电力铁军，服务为民。四川电网架起党群“连心桥”。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今的四川电网，电压等级不断攀升，输送能力持续突破，一路服务“治蜀兴川”的宏伟事业，点亮了

一个又一个梦想。
未来几年，随着我省经济强省战略深入实施，“5+1”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
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记者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获悉，今后三年，该公司在川特高压和各级电网配套投资将累计超过1000

亿元，保持同步高速增长，并对四川电网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国网四川电力相伴四川，一路服务于其波澜壮阔的发展。

在为四川经济发展增添源源不断动力的同时，
国网四川电力还勇担央企责任，用坚强的脊梁，守护
四川平安。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四川电网
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停运 171座，10千伏及其以上
线路停运 2769条，全网损失负荷 397.8万千瓦，造成
405.07万户用户停电，四川电网直接经济损失达 106
亿元。地震灾害对绵旧、德阳、广元、阿坝及成都 5个
地区共54个县区的供电造成了严重影响。

灾情发生后，国网四川电力第一时间启动紧急
预案，调集 4000余台车辆，动员 2万余名员工，投入
到抗震救灾恢复重建战斗中，累计救出受灾员工和
群众 5000余人。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灾后重建，当年 6
月10日，四川灾区所有乡镇恢复供电。

灾情面前，国网挺立。芦山地震 18 分钟应急响
应；叠溪泥石流当晚点亮第一盏灯；九寨地震55小时
全面恢复供电……意志顽强、骁勇善战、能打胜仗的
电力铁军，在灾后重建这条“赶考”路上，一路与百姓
心相连，与企业共命运，与灾后重建同行，一次次奏
响了挺起不屈脊梁、重铸电网丰碑、全力服务百姓、

倾情灾后重建的的光明之歌。
“电”亮希望，传递力量，散播温暖，国网四川电

力一直在路上。
——给藏族同胞送去电和温暖。2014年 11月 20

日，川藏联网工程正式投运，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昌
都和四川甘孜南部地区严重缺电和无电问题，145万
藏族同胞携手迈向“大电网”时代，不再受缺电之苦，
冬季从此不再寒冷。

为了完成这项工程，2万多名电网建设者克服高
寒缺氧并肩奋战，攻克高原运输、冻土施工、医疗保
障等重重难关，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提前半年建成了
这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原输电精品工程，创造
了世界高海拔地区电网建设“零死亡、零伤残、零缺
陷”的新纪录，在千里冰封的雪域高原，铸造了中国
电网建设史上的又一历史丰碑。

——在贫困地区保电促发展。长期以来，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响应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号召，坚决
履行央企责任，投入数百亿元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电
网建设。国网供区内所有贫困村240万贫困人口的生
活用电及产业发展用电得到保障，无一人因电力原

因影响脱贫。
积极服务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保障了甘、阿、凉三

州地区4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并网，推动贫困地区资源
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大力实施精准帮扶，派出69名

“第一书记”帮扶，截至2018年底，国网四川电力所属
各单位定点帮扶142个贫困村中，已有126个村脱贫。

——为客户提供优质供电服务。国网四川电力
持续推进“客户用电满意工程”，着重从客户感知强
烈的用电可靠、交费方便、服务便捷、办电高效、报修
及时等方面入手，着力解决供电服务突出问题，提升
供电服务水平。

当前，国网四川电力已经在全省建成 30分钟快
速抢修圈，推广使用移动交费终端，全力打造10分钟
交费圈。在城市，为应对中心城区配网故障率高、抢
修模式被动、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等问题，国网成都供
电公司在主城区成立了 4 支“电马儿”抢修服务队，

“电马儿”穿梭在大街小巷，迅速排查电力设施安全
隐患。在凉山州冕宁县里庄乡，“马背上的供电所”员
工常年翻山越岭巡线、抄表、抢修，保障客户无忧用
电，保障距离超过100公里。

1980年，四川水能资源首次查明居全国第一。这
是大自然赠予四川的宝藏，是蕴涵着巨大能量的绿
色资源。

伴水而生，因水而兴。以水电为主的能源结构让
四川在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能源结构转型中的四川问题极具代表性，四川经验
对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四川率先在全国实现了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
消费结构，水电装机7000多万千瓦时，清洁能源占比
八成以上。截至 2018 年底，四川外送电量达 6300 亿
千瓦时，为四川省带来经济值（电费收入）1800多亿
元，相当于节约标煤2.1亿吨。

水，给四川电网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
挑战。为解决富裕水电的消纳问题，国网四川电力通
过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强跨区互济、统筹协调跨区
消纳机组和四川水电发电、大力挖掘川渝通道输电
能力等方式，多措并举促水电消纳。

2016年 5月 12日，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在成都挂牌成立，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水电送端省
级电力交易平台。该公司的成立，打破了电力交易的
省间壁垒，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是落实国家

能源战略、促进清洁能源发展，推动电力和能源工业
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举措。

2019年6月28日，规划规模超过200亿元的川西
大数据产业园落户四川雅安经济开发区。每年约消
纳电量5亿千瓦时，以全年平均0.34元/千瓦时的“一
口价”结算，企业综合用电成本将下降约三分之一。

雅安是四川省最早开展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试
点的地区之一。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乐山、雅安、甘
孜、攀枝花等试点相继落地，目前共确定 6个试点地
区，通过市场化交易、电网企业让利、政府财政兜底
等举措，降低电价，鼓励多用。今年以来，试点地区新
增电量已达25亿千瓦时。

每年的 6-10月，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都能通过参与丰水期富余电量交易获得每月约
500万元的电费优惠。类似的水电消纳机制也应用于
居民用电领域。四川已连续3年执行丰水期居民生活
电能替代电价。2017年和2018年，国网四川电力向居
民用户“返还”电费共计 14.7亿元。新机制对促进富
余水电消纳起到了积极作用。2018年 6、7月份，四川
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10.65%和13.99%。

在用市场化机制引导清洁电力消费的同时，国

网四川电力积极推动“电化四川”上升为全省发展战
略，在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居民生活等领域加快
电能替代，先后拓展了燃煤自备电厂清洁替代、工业
燃煤（油、气、柴）锅炉窑炉改电、机场桥载电源与地
勤车辆油改电、电火锅、电烤烟等21个领域。

2013 年以来，四川累计完成替代电量 296.52 亿
千瓦时。水电外送和电能替代电量节约标煤约2亿多
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54019.74万吨、二氧化硫 176.66
万吨和氮氧化合物约 153.57万吨，2018年完成替代
电量 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6%，推动能源消费清
洁低碳转型加速，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助推美丽中
国建设。

为将四川打造成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国网四
川电力将加速搭建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和能源结构转
型的网架和市场平台。到2021年，四川电网将基本建
成坚强智能电网，跨省送电能力达到6660万千瓦，年
均全口径外送电量超过 2000亿千瓦时，建成全国最
大的清洁能源送端电网，电力体制改革将全面落地，
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突破 1100亿千瓦时，占售电量
比重超过40%，弃水问题将基本解决。到“十三五”末，
四川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达37.8%。

力度 助力四川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

温度 发扬“电力铁军”精神守护四川平安

广度 省级电网华丽变身全国枢纽电网

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电力检修工作带电作业修复电力设备故障走访客户变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