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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能源企业，国网上海市电力公

司在上海建设人民城市的道路上勇担能源保障重任，服务城市

治理效能，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为上海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能。

为国家战略落地落实提供强劲动能

10月15日，上海220千伏泥城变电站完成土建交付安装，

将进入电气施工阶段。这座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内、

总变电容量480兆伏安的变电站计划于明年迎峰度夏前投运，

届时将进一步满足该区域蓬勃增长的用电需求。

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建交处主任科员范浩霆看来，新片区

的腾飞离不开电力的重要支撑。与国网上海电力共同推进电网

建设的他，五年来看着1座220千伏变电站、3座110千伏变电站

等电力站点拔地而起，590.5公里的新建10千伏及以上线路交

织成网。今年以来，又有4项35千伏及以上电网项目获得核准，

“两港快线”35千伏接入工程开工建设……一张世界一流电网

的蓝图正逐步演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不仅是通过加快电网建设速度，实现“宁肯电等发展，不

要发展等电”的目标，国网上海电力牢记“惟改革者进，惟创新

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还为临港新片区送上一揽子全方位

支撑——

这里是加强政企合作共促区域建设发展的样本。自新片区

成立以来，国网上海电力便与管委会建立两级电力联席会议制

度，编制发布并高效推进电力建设计划。2022年7月，双方签署

《关于共同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新片区发展再添动能；

这里是新型电力系统创新攻关的高地。今年1月，国网上海

电力携手管委会成立新片区新型电力系统创新联盟。国网上海

电力还高标准建设新片区现代智慧配电网示范工程、原创技术

创新策源地科技示范工程；

这里还是电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焦点。自2022年起，国

网上海电力积极配合、主动作为，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进一

步满足落户企业“即插即用”所需。今年以来，完成中芯国际、临

港算力等一批重要用户的送电，助力实现“拿地即开工、竣工即

投产”。

为城市治理精细精巧提供有力支撑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上下功夫。作为城市运行、人民生活的保障，国网上海电力同样

秉持“绣花精神”，灵动施展能源管理这根“绣花针”，为城市治理

再添一道细密的针脚。

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海最高用电负荷节节攀升。8

月1日，日用电量首次突破8亿千瓦时整数关口，达到8.0554亿

千瓦时；次日更创下4030.2万千瓦的新纪录，较2020年最高负

荷增长21.7%。

与此同时，上海还是目前国内区域负荷密度最高、负荷峰谷

差最大的城市。那么，在用足本地发电能力和力拓外来电力支援

之外，还能否为城市供电安全再添一道屏障？

在8月举行的2024年虚拟电厂（上海）高峰论坛上，市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朱明林提出，上海这样一个用能总量大、对外依存

度高的超大型城市，更加需要发展虚拟电厂来聚沙成塔，推动

“源网荷储”高效互动，有效破解资源瓶颈和保供调峰矛盾，有力

支撑城市能源安全低碳转型。

这正是近年来国网上海电力的破题之举。

自2019年起，国网上海电力便开始全方位探索虚拟电厂运

营体系，今年又将“虚拟电厂高质量发展”列入公司年度10项重

点专项行动，全力推进虚拟电厂规模化、实用化落地应用。在积极

沟通政府、促请出台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国网上海电力建立常态

化排查机制，持续做大可调资源能力“蓄水池”，构建多层级、多类

型可调资源库，实现可调资源灵活接入、信息采集、监视及控制。

目前，上海共有虚拟电厂运营商24家，完成资源接入1678户。

今夏用电高峰，国网上海电力针对全网供需平衡、热点区域

精准、省间互济、空调专项等各类场景，组织开展32次虚拟电厂

需求响应，累计参与近4万户次，最大响应负荷达70.43万千瓦，

创历史新高。

“灵活性强、经济性好、安全性高、前景广阔，虚拟电厂体现

了一流城市一流治理中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追求。”国网上

海电力交易中心董事长杨菁说。

为人民生活幸福美好提供服务保障

人民的城市总是要把人民放在心头，总是想方设法在提升

日常点滴的安全、便捷、省力省心中让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电动自行车是众多市民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但由于基础

设施尚不完善，不少市民不得不采用飞线充电、入室充电方式让

电动自行车“吃饱喝足”，这既不方便，更不安全。今年4月，上海

启动针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治理攻坚行动，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就是推进公共充电设施建设。

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思南居民区是市中心一处典型的里弄

小区，人口密度大，弄堂空间小，1180余户家庭有近500辆电动

自行车。如何建好公共充电设施，一时成了时任思南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张传珍的心急事。

关键时刻，国网上海市区供电公司跨前服务，携手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和居委会同题共答，为民生保障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

答卷。通过现场调研、需求问询、空间测算、既有电网资源排摸，

上海市区供电公司很快就给出“装设公共充电插座+装设共享

充电柜、换电柜”的方案。在供电企业、街道社区共同努力下，5

月初，思南居民区电动自行车共享充电设施试点项目竣工。“多

亏了国网上海电力的专业支撑、贴心服务，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

问题。”张传珍的这句话道出了居民们的心声，飞线不见了，小区

环境更美观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截至9月底，思南居民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量2.5万千瓦时，

换电9000余次。上海市区供电公司黄浦供服中心区域经理董万

新说：“我们希望为全市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治理提供一个样本，

为把这件涉及千家万户的好事办好贡献电力力量。”

服务城市治理效能，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为人民城市建设提供高质量电力保障

今年夏季，上海经历了罕见的持续高

温天气，高温橙色预警频发，最高用电负荷

首次突破4000万千瓦整数关口。面对

2400多万居民清凉度夏的用电需求，一张

纵横交错的“大网”承受住巨大负荷压力，

兜住可靠电力供应，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

市的平稳有序运行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这张“大网”就是上海主电网，由140

余座变电站和5800余公里的输电线路组

成，承担着全市九成以上的用电量。国网

上海市电力公司始终以确保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为“第一责任”，通过电网“主动脉”为

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输送充沛电能，也将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

真正落到实处。

主网建设与城市发展同行

上海主网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59年

投运、有“东方第一站”美誉的220千伏西

郊变电站。此后30余年，220千伏超高压

变电站在上海全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

城市的飞速发展相得益彰。1989年，我国

首座?500千伏直流换流站在奉贤投运，将

湖北葛洲坝发出的清洁水电引入上海主

网，开创我国“西电东送”工程的先河。本

世纪初，华新、枫泾两座?500千伏换流站

先后建成。2018年，1000千伏练塘站投

运，成为上海电压等级最高的变电站，满负

荷输送情况下能凭一己之力承担全市三分

之一的用电负荷。

1000千伏练塘变电站内，经常有一台

雪白的巡检机器人在户外设备区缓缓行

驶，不时转动“脑袋”，将红外测温装置对准

设备易发热位置。作为上海首个试点应用

巡检机器人的变电站，练塘站和机器人打

交道已有整整10年。巡检机器人经过不

断调试、优化和改良，能够在站内自主巡检

7.3公里，停靠1374个点位，绘制2000多张

测温图谱，不仅分担运维人员的工作压力，

也提高设备状态检测的频次和准确性。如

今，这样的机器人已配备在大多数主网变

电站，成为运维人员的得力帮手。

而随着数字化手段的不断丰富，5G通

信、图像识别等先进技术也在变电站运维

工作中发挥作用。在浦东新区的220千

伏上南变电站，运维人员只需操作一部平

板电脑，就能在5分钟内完成全站所有设

备表计的自动抄录与分析。这背后依靠

的是一张看不见的5G通信专网和247余

块拳头大小的图像识别传感器。在此之

前，这项工作靠人工至少要花费3小时才

能完成。

变电站外，市郊林立的输电线路也是

电网科技进步的生动体现。此时此刻，

6600余台监控探头立在各座输电铁塔的

高处，认真观察着周围是否存在影响线路

安全的因素。别看输电线路一身钢筋铁

骨，但一根风筝线、一张塑料薄膜、一股浓

烟就可能使其短路跳闸，引发停电。

目前，上海主网的输电线路已超过

5800公里，铁塔超过1.1万基，传统的人工

巡线作业模式难以满足越来越高的供电可

靠性要求，上海电网输电数字化智能监控

中心也于2021年应运而生。2023年全年，

智能监控中心累计发现输电线路外力破坏

隐患490起，包含火灾烟雾、异物缠绕、吊

车施工等各类情形。

主网管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超高压变电站运维是一项365天不间

断、24小时不停歇的复杂工作，因为站内

设备长期保持运行状态，偶尔切换检修状

态，但从来没有“关机休息”一说。这需要

运维人员既具备专业知识与技术经验，又

有坚韧的耐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当

1959年西郊变电站投运时，56名电力技术

能手在这里同舟共济，开启上海电网的超

高压篇章。

时过境迁，传统的人海战术明显不符

合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国网上海

电力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持续提升主

网运维精益化水平，确保设备安全可靠运

行。近年来，“以机代人、人机合作”的科技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国网上海电力也于去

年年底投运首座新一代集控站。

历时两年多建设与打磨，新一代集控

站有了一套具备各种高级功能的自动化监

控系统，具备“一屏管全网”能力。有了这

套设备，运维人员可以坐在控制室，对数十

座变电站进行远程监控并召唤驻站机器人

和无人机自主巡航。当有检修工作时，这

套系统也能实现变电站主设备的远程操

作，对进站人员进行远程工作许可。

目前，这座新一代集控站已顺利接管

36座超高压变电站的运维工作，并预计最

终管理规模达到50座，供电范围涵盖陆家

嘴金融贸易区、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等重要区域。面对广大

的供电范围，新一代集控站仅设有5个运

维班、1个监控班和1个综合班，负责运行

监控的人数已减少40%，进一步实现降本

增效的目标。未来两年内，上海电网有望

再建两座新一代集控站。3座站点将全方

位负责主网130余座220千伏及500千伏

变电站的运维工作，开创超高压主网管理

的新局面。

伴随国家富强与城市繁荣，上海主网

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跨越式发

展，科技含量不断增长，管理模式持续优

化。展望未来，国网上海电力将始终坚持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立足“世界

观察中国电力的窗口”的高标定位，以更坚

强的电网，用更优质的电力服务，为上海高

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罕见高温面前
一张坚强“大网”兜住电力供应

▲国网上海电力虚拟电厂运营体系。

 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人员开展1000千伏特高压安塘II线带

电作业。

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500千伏亭卫站运维人员应用无人机和智能机器人开展设

备巡视。 （本版图片均国网上海电力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