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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实践训练整体情况

实践单位

名称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温州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

实践单位

地点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人和嘉园 3号楼

实践岗位

名称
主网规划

2021年 10月 18日开始  至  2022年 02月 28 日结束
专业实践

训练时间
集中进行

专业实践训练累计   133   天（单位考核前），其中项目

研究天数   133  天（单位考核前）

（1）基本概况（含实践单位简介、实习实践内容等）

实践单位简介：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是温州地区电力规划设计技术支撑单位，主要负责

电网规划和工程设计技术管理，开展电网前期专题研究，负责电网项目核准报告编

制，开展系统分析和计算。承担 110（66）千伏及以下电网规划编制，承担 110千伏

及以下项目工程可研、设计和电源（用户）接入系统设计；负责 35千伏及以下电网

项目工程可研、电源接入系统设计评审，负责 10千伏及以下电网项目初步设计评审

及结算监督。

实习实践内容：

本人作为项目核心成员，参与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自主课题《温州电网

新能源消纳能力分析研究》，结合电网规划，采用设备热稳定法对全域 220千伏变电

站和 110千伏枢纽变电站的可接能力进行计算和校核，并完成报告相关章节编写，为

后续新能源项目合理布点提供建议。

（2）项目研究概述（含项目名称、项目来源、项目经费、主要研究目标和技术难点

等）

项目名称：温州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分析研究

项目来源：实践单位自主课题

项目经费：无

主要研究目标：以温州的自然资源禀赋为基础，结合电网规划，采用设备热稳定法对

全域 220千伏变电站和 110千伏枢纽变电站的可接能力进行计算和校核，形成各区县

新能源可接入容量，引导新能源项目合理布点，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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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难点：各类型电源出力特性各异，同时出力的程度大小决定了温州电网的消纳能

力。但是新能源电源出力受环境影响较大，出力特性难以精准拟合，只能采取个别时

段按大出力考虑，该拟合方式相对于实际运行可能留有较大裕度，造成电网资源一定

程度浪费。因此电源出力特性的精准拟合仍是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的方向。

（3）项目开展情况（含项目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研究团队分工、本人

承担任务及完成情况，存在问题与改进建议等，不少于 500字。）

研究内容：

主要包括温州市资源禀赋、电力系统现况和发展规划、电网消纳能力分析和变电站可

接能力分析等。研究对象主要为 220千伏变电站和 110千伏枢纽变电站。

根据温州“十四五”电网规划，统计分析“十四五”期间温州电网输变电设备、电源

新增规模，电力电量预测情况；结合温州电网负荷特性和几种电源出力特性，初步拟

定电力平衡原则，对电网消纳能力进行测算；在输送断面、负荷大小、间隔资源、单

回线路输送能力等边界条件下，重点计算 220千伏变电站及 110千伏枢纽变电站的可

接能力，并对限制因素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方案及技术路线：

结合温州电网负荷特性和几种电源出力特性，初步拟定电力平衡原则为两个时段：

风电消纳能力校核窗口选择秋季凌晨时段，光伏和小水电不出力，风电按 100%装机容

量出力，中大型燃煤机组按 60%装机容量出力，热电机组及垃圾发电按 80%装机容量

出力，负荷取全年峰值的 35%。

光伏消纳能力校核窗口选择春季正午时段，光伏按 86%装机容量出力，风电按 10%装

机容量出力，小水电按 100%装机容量出力，中大型燃煤机组按 60%装机容量出力，热

电机组及垃圾发电按 80%装机容量出力，负荷取全年峰值的 56%。以新能源就地平衡、

消纳为边界条件，温州电网可全额消纳“十四五”规划新增电源容量，并留有一定消

纳余地。

在消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220千伏变电站的新能源可接能力，在就地平衡负

荷后，允许盈余电力倒送至 500千伏电压等级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但需满足

500千伏主变“N-1”要求。220千伏变电站总可接新能源出力，受相应 220千伏输送

断面和负荷大小控制。其中 220千伏侧可接新能源出力受负荷大小、间隔资源、单回

线路输送能力等控制，110千伏侧可接新能源出力受主变限额、负荷大小、网架情况、

间隔资源、单回线路输送能力等控制。以此为边界条件，对各个 220千伏变电站及

110千伏枢纽变电站的可接能力进行初步估算，形成各县新能源建议可接能力。

团队分工：团队主要按照项目负责人、项目协调、方案编制、资料整理等职责分工。

本人承担任务及完成情况：本人作为项目协调以及方案编制成员，在该项目研究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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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担电网、电源规划，电网消纳能力、可接能力的计算分析及报告相关章节的编写。

问题与改进建议：一方面，项目仅采用热稳定法进行电网接入能力的初步估算，实际

可接入能力与负荷水平、运行方式、短路容量、规划调整等有关，需要对逐个新能源

项目进行深入分析校核。另一方面，项目仅根据电网现状及“十四五”规划分析可接

能力，若新能源规划布局与电网可接容量难以匹配，则仍存在消纳及送出问题，下一

步需要根据新能源发展规划，分析电网消纳送出的瓶颈及规划对策，并适时纳入“十

四五”电网规划，全力做好清洁能源消纳，使电网和新能源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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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实践训练收获

（一）围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举例说明以下收获（不少于 800字）

1.知识掌握

本次专业实践主要有两方面的知识收获，一方面是在传统规划的电力平衡中，通过收

集电网负荷特性、电源出力特性，在几个确定的时间点确定各类电源出力百分比和负

荷百分比，以完成相关平衡分析，测算新能源可新增容量；另一方面是以“十四五”

规划的电网项目为基础，初步采用热稳定法，估算全域 220千伏变电站、110千伏枢

纽变电站的风光可接能力，形成各区县新能源可接入容量，引导新能源项目合理布点。

2.能力提升

通过本次专业实践，在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多方面都有了较大

的提升。学习能力方面，本次专业实践涉及到电源出力特性拟合的问题，之前并无相

关经验，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学习规划设计手册，询问现场导师及各部门同事，快速

学习并掌握了各类电源出力特性及拟合方法，在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上也有了提升。沟

通协调能力方面，本次专业实践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供电公司的各个部门，主要包括发

展部、运检部、调控中心等，尤其是一些核心数据，并不容易取得，需要多次沟通协

调，甚至通过单位领导，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我的沟通汇报能力，提升了

沟通技巧，也成功完成了数据收集任务。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在项目过程中，总会出

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逐个按轻重缓急去解决。通过本次专业实践，深度参与项目

研究，与团队共同解决项目中出现的一些技术问题、人员调配问题等，锻炼了个人的

解决问题能力。

3.素质养成

目的明确，态度端正，认真学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更新知识、开拓视野。通过

学习让我觉得思维开阔，受益匪浅。很多理论知识，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转化成了可

以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的技巧和可参考利用的资源。因此一定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

力求奋进，把工作做好。学习最根本的目的还在于实践，运用于本职工作。我深深感

到，只有持续不断地积累，才能有所前进。

（二）取得成效

1.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可以加强新能源接入引导，实现降本增效。在明确温州电网各个

220千伏变电站及 110千伏枢纽变电站的可接能力后，可以引导新能源项目就近开

发，节约远距离输电线路投资并且减少土地资源浪费，使资源合理分配，另一方面，

也避免了新能源项目无序开发而导致电网的冗余投资，实现温州地区未来大量新能源

的消纳与送出，提升经济效益。以温州泰顺为例，泰顺县东南部的大规模集中式光伏

以及整县光伏将陆续上马，而泰顺县 220千伏变电站由于主变受限，已基本不具备接

入条件，因此考虑在光伏开发密集区周边新建 220千伏能源汇集站，实现新能源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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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送出，相比新能源各自接入现状 220千伏变电站，可节约土地资源（线路廊道控

制范围）约 270亩，土地价值约 3亿元；节约 6回 110千伏线路长度约 36公里，节

约线路投资约 6500万元。

2.社会效益

根据国家“3060”碳排放的总体目标，煤炭消费有了新的控制要求，也将进一步刺激

新能源发展。但新能源项目尚无长期规划，项目具有不可预测性，部分工作较为被

动，例如电源新上区域的电网送出能力受限。本项目对重要区域、重大项目进行跟踪

调研，引导新能源布局，加快新能源发电项目落地，推动综合能源建设有序开展，增

加新能源消纳比例，为探索“碳达峰”、“碳中和”的可行路线提供实践经验，助力

能源电力系统清洁低碳转型。

3.管理效益

在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前，本项目提前开展了区域新能源消纳及送出能力研究，可以加

强后续新能源接入管理，合理引导政府、企业开展新能源建设，使新能源开发与电网

有机结合，同时也方便政府部门对土地资源和新能源进行管控，提升调控运行效率。

4.与学位论文撰写的相关程度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主要依靠新能源，而大规模新能源的消纳送出以及接入后的运行问

题，将是接下来一段时期内电网公司面临的大课题。本项目主要分析了电网可接入新

能源的能力，作为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的一个前瞻性课题，具有一定的抛砖引玉作用，

后续学位论文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相关课题。

本次专业实践与学位论文撰写的关联性强。

3.在校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含产品与样机、专利（含申请）、著作、软件著作权、论

文、标准、获奖、成果转化等】

成果名称

类别 [含产品与样机、

专利（含申请）、

著作、软件著作权、

论文、标准、获奖、

成果转化等]

发表时间/

授权或申请

时间等

刊物名称/专

利授权

或申请号等

本人排名/

总人数

学校排名/

总参与单位

数

能元码——助力

“不怕台风的电

网”建设

获奖 2021-06-30

国网浙江省

电力有限公

司 2021年度

青年创新创

意大赛铜奖

1/10 无

温州配电网抗灾减

灾能力提升专题研

究

获奖 2021-05-17

2021年度温

州市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

“瓯江杯”

5/1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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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支撑材料

在校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含产品与样机、专利（含申请）、著

作、软件著作权、论文、标准、获奖、成果转化等】证明材料原件

扫描件，具体提交要求如下：

1.产品与样机扫描件包含企业证明材料（含产品与样机功能及

创新性介绍、社会经济效益、个人贡献说明及相关照片等）。

2.授权专利扫描件包含专利证书授权页；未授权专利扫描件包

含专利受理书扫描件和专利请求书扫描件需加盖事务所公章或发明

专利申请页（有二维码）。

3.著作扫描件包含封面、封底和版权页。

4.软件著作权扫描件包含著作权证书和事务所出具著作权人排

序证明。

5.论文扫描件包含封面、封底、目录和论文全文（含收录证

明）。

6.标准扫描件包含封面、版权页、发布公告、前言和目次。

7.获奖扫描件包含显示单位和个人排名的获奖证书。

8.成果转化扫描件包含企业证明材料（含成果技术说明、社会

经济效益、个人贡献说明及相关照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