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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铜梁——全德（盘龙）220千伏线路工程投运
本报讯 日前，重庆工程公司承

建的重庆铜梁——全德 （盘龙） 220
千伏线路工程实现提前一个月带电投
运。

该项目线路起于 500 千伏铜梁变
电站，止于 220 千伏全德变电站，线
路全长2×4.1千米。该项目新建220千
伏铜梁-全德同塔双回线路，线路路
径长度约 2×4.1 千米，新建杆塔 12
基，导线采用 4×JL/G1A-400/35钢芯
铝绞线，两根地线均为 72 芯 OPGW
光缆。本次在铜梁500千伏变电站220

千伏侧扩建两回户外GIS架空出线间
隔；全德22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侧扩
建两回户外 AIS 架空出线间隔并更换
220千伏侧母联间隔导线。

该项目属于重庆市 2022年迎峰度
夏重点工程之一，带电投运后，将有
效增强 220 千伏全德变电站的供电可
靠性，大幅度提高重庆市铜梁区电网
运行的稳定性和供电质量，为铜梁全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电力保
障，对改善区域人居环境起到极大的
促进作用。 （王 阳）

湖南株洲鸭塘复合光伏电站主体全容量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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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援外在建最大水电站全部投产
本报讯 6月 5日，由公司设计施工的布隆迪胡济巴济水

电站最后一台机组完成72小时试运行，至此，电站三台机组
全部并网发电目标，标志着电站全部建成投产。

胡济巴济水电站是中国援外在建的最大水电站项目，电
站位于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市南部的胡济巴济河下游段，距
布首都布琼布拉市约43公里，采用径流引水式开发，安装3
台单机容量5兆瓦的卧轴水斗式水轮发电机组，装机容量1.5
万千瓦。中南院负责项目监管，水电十四局以施工总承包模
式承建，成都院和水电规划总院分别参与电站设计、验收工
作。

胡济巴济水电站有布隆迪“三峡”之称，电站全部投产
发电后，将为布隆迪增加约 1/3的电力供应，极大缓解国家
电力短缺的困局，并对提高当地工业生产、促进布隆迪国民
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电站
建设过程中，公司雇佣当地劳工数百余人，为当地人民创造
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多次在电站所在村庄开展困难捐助等公
益活动。

（李红东 李红江）

图为援布隆迪胡济巴济水电站厂房 十四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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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金）安胜总降变电站投运
本报讯 日前，刚果（金）安胜总

降变电站两台 120千伏主变压器陆续
冲击试验圆满完成，标志着变电站顺
利建成投运，极大缓解了矿企用电紧
张的局面。

变电站建设两台25兆伏安主变压
器，120千伏进线 2回，120千伏出线

2回，10千伏出线28回。
变电站的送电，不仅为矿企后续

设备调试和顺利投产提供了电源保
障 ， 对 于 水 电 十 一 局 加 深 与 刚 果
（金） 矿业领域的合作及扩大输变电
“新名片”影响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杜习凯）

本报讯 5 月 31 日，湖南株洲鸭
塘50兆瓦复合光伏电站主体全容量并
网。

鸭塘 50兆瓦复合光伏电站是工程
局承建的第一个水上光伏电站，也是
株洲地区第一个集生态、环保、发电
于一体的大型陆地水域光伏新能源发
电项目。2021 年 9月，工程正式开工

建设；12月30日，首批水上光伏方阵
正式并网发电。20年内可提供清洁能
源约为 12.6亿千瓦时，节省标煤消耗
约 43.4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3.3万吨，将有效促进株洲周边地区
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发挥积极作
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
现。 （张旭梅）

巴基斯坦那比萨未吉哈供水项目开工
本报讯 当地时间 6 月 4 日，由

电建国际公司承建的巴基斯坦那比萨
未吉哈供水项目在信德省那比萨举行
动工仪式。

该项目是巴基斯坦信德省至今最
大的 PPP项目，项目规模为建设 1座
12.96 万 m3/d 的水厂、2 个水库 （起
点水库 571 万方，终点水库 352 万
方） 以及直径 1.4米单管总长 60.71公

里的玻璃钢管管道。项目建设将带动
周边地区6000人劳动就业，具有显著
的社会效益。

该项目是中国电建在巴基斯坦近
年来签约的最大供水项目，是公司在
巴基斯坦深耕水电、火电和新能源市
场的基础上，进入水务领域的首个项
目，也是近年来中国、巴基斯坦、科威
特三方合作的首个项目。 （程 强）

雅砻江清洁能源基地新项目开工
本报讯 6月7日，国家首批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项目、雅砻江流域水风光
互补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标
志性项目──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德昌
县的腊巴山风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作为国家首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腊巴山风电项目是“十四五”
以来雅砻江流域清洁能源基地首个开
工建设的风电项目，属高海拔山地风
电场。项目开工建设，标志着四川新
能源开发迈出新步伐，将推动绿色低

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项目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

由成都院 EPC 总承包，装机容量 19.2
万千瓦，拟建设 60 台风电机组。风机
分布于腊巴山主山脊北段、中段及西
侧沿雅砻江河谷延伸支脉，计划于
2023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凉山州是四川最大的风电基地，
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产业基
地。作为四川在建最大风电场，项目
建成后，每年可为四川提供约5.01亿千

瓦时的清洁电能，可满足约 21 万户家
庭年用电量。每年发出的电量可节约
标准煤约 1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 40 万吨，对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推
进成渝经济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建设将有力带动地方产业发
展和社会进步，形成重要的经济辐射
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建
设期间将为凉山州财政贡献税费约
6000 万元，提供千余个工作岗位，同
时通过现场的务工培训，让大量当地

居民具备相应技能。项目全部投产
后，每年可继续为当地贡献税费约
4000万元。

根据“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
规划，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互补绿色清
洁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总规模超
8000 万千瓦。建成后，将成为世界规
模最大的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基地之
一，每年可贡献清洁电能超 2200 亿千
瓦时。

（邱 云）

茅洲河污染底泥资源化利用后的各种产品

（上接第一版）
以“互联网+现代水利”的新思

维，采用GIS、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
信息技术手段，以完善现场数据采集系
统和管理平台建设为抓手，共享交换各
部门、各流域机构已有涉水系统信息，
建立全面满足流域水环境、水安全、水
生态、水资源的全方位感知网络；通过
三维GIS、水文水质分析、水文水动力模
型的耦合，实现从工程建设到运维的全
生命周期管控。开发人员介绍，通过这
套系统，“能够实现对石马河流域水环
境的智能监控与管理、闸站群联合调
度、水环境信息公开，并提升流域智能
预警、应急处置能力，适应新时代流域
强监管要求，实现水质达标和长效保
持，促进流域长治久清”。

百里石马丹青卷，一江三水润莞
邑。在电建人手中，科技蓝注入生态
绿，成为新时代治水事业的电建实践、
东莞样本。

“黑”科技制服黑臭水

深圳著名媒体人曾在书中这样描
写茅洲河：

这条养育了深圳原居民的母亲河，
自20世纪80年代起，它成为中国最早开
放区域内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天然“受纳
场”。经过近 40年的无度索取，这条母
亲河日渐失去了健康和容颜，直至消失
任何生命迹象，在沉默和绝望中，进入
了可怕的死亡沉睡期。

2016年初，当中国电建肩负着深圳
人民的殷切嘱托，来到茅洲河，启动全

流域综合整治时，他们面临的是污水收
纳系统缺失、河道底泥污染严重、河流
自净能力丧失、水资源短缺、感潮河段
水动力条件弱等多重问题交织的复杂
局面。

如何破局？
电建人分别从外源与内源两大方

向入手。所谓外源，就是通过地表径
流、管网、直排等多种途径进入到河流
水体的污染物。对此，电建人拿出的方
案是全面雨污分流和沿河截污，确保污
水应收尽收，输送至污水处理厂。而底
泥，就是河流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
茅洲河中，积累了几十年的河道污染底
泥，总量达400多万立方米，且污染程度
不一，成分十分复杂。在实现雨污分
流、严控入河污染物的基础上，迅速清
除严重污染的黑臭底泥，避免水体改善
后再被底泥中蓄积的高浓度污染物污
染、形成反复、大幅延长工程见效时间
和影响治理效果，是茅洲河治理的关键
之一，也是治本之举。

在大量取样、试验、调研和论证的
基础上，中国电建创造性提出了污染底
泥工业化处理技术，形成专利矩阵，在
茅洲河畔，建成“世界最大的工业化污
染底泥处理厂”，月处理污染底泥 15万
立方米，有效实现了污染底泥处理“减
量化、无害化、稳定化、资源化”，彻底解
决了污染底泥处置的世界性难题。该
系统技术重视前置预处理，在实现污淤
泥逐级分离减量化、无害化的基础上，
实现资源再生，直接在茅洲河综合整治
中加以利用，多余部分还可供应社会消
纳，不仅大大降低后期处置的技术难

度，还大幅减少了处置量，实现变废为
宝，取之于河、用之于河。

2020 年 6 月 24 日下午 3 时，GPS 仪
上最后一个数据导出，标志着自2016年
3月 28至 2020年 6月 23日，工期历时 51
个月的茅洲河流域（宝安片区）水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清淤及底泥处置工
程全面完工。

10月10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做客
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点赞以茅洲河
为代表的深圳治水工作。

12 月 23 日，深圳市召开 2020 年深
圳质量大会，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实施
的茅洲河流域（宝安片区）水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清淤及底泥处置工程荣获本
次市长质量奖银奖，是本次20个获奖单
位（项目）中唯一生态类奖项，也是深圳
市市长质量奖首个生态类奖项。

2022 年 2月，生态环境部公布首次
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征集活动评选
结果，治理一新的茅洲河成功入选提名
案例。这条曾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名
批评的深莞母亲河，如今在电建人的手
中，实现了华丽蝶变。

焦桐下的期盼

河南，兰考。
这里是泡桐之乡，焦裕禄曾在这里

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防风固沙，形
成的“焦裕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谱系中熠熠生辉，正如“焦桐”一般，
指引后来者奋勇前进。

这里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批党
的群众路线联系点。习近平总书记曾

先后两次深入兰考调研考察，兰考县经
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作出重要
指示批示。

在一代代人的奋斗下，兰考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农业及畜禽养殖业规模逐
年扩大，与此同时，能源需求也不断增
长。

一边是与日俱增的能源缺口，一边
是散落的秸秆、粪污，有没有两全其美
的办法，既能还清洁美丽的环境于人
民，又能满足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呢？

答案是生物质能。
生物质能作为可再生能源，具有绿

色、低碳、清洁、可再生等特点。而兰考
县是典型农业县，农林废弃物、畜禽养
殖废弃物等可再生资源较
为丰富，资源禀赋较为丰
富。

2018 年 7 月，兰考县成
为国家首个农村能源革命
试点建设示范县。当年，中
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
司与兰考县人民政府签订

《农村能源革命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启动在兰考投资
建设生物质制气项目。

生物质天然气项目要
实现长期稳定运行，必须要
提升生物质降解效率，同时
减少能源、材料损耗，才能
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的“双赢”。

为此，中电建生态环境
集团立足兰考区位特色，深
入开展研发、实验，最终确

定以畜禽粪污和玉米秸秆为原料，采
用“原料预处理+混合厌氧发酵（Con⁃
tinuous Stirred Tank Reactor，
CSTR） + 变 压 吸 附 提 纯 （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PSA） +沼液沼渣综
合利用”的主体工艺。

混合厌氧发酵工艺解决了传统发
酵方式水力停留时间短、有机物与微生
物接触不充分、生物质降解效率低的问
题。变压吸附工艺通过碳分子筛在不
同压力条件下对二氧化碳选择性吸附，
达到甲烷的富集，攻克了常规提纯技术
运行压力高、能耗高、耗材更换频率高
的难题。

2021年 12月 20日，兰考生物天然

气项目产出的天然气成功并网，成品
天然气中甲烷的含量达到 97.57%，各
项指标均超过一类天然气的指标要
求。原本头疼的秸秆、粪污，摇身一
变，成为冬日里温暖的蓝色火焰；制
气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沼渣和沼液制备
成有机肥，又可用于生态农业——一
条绿色循环经济之路开始加速运转。

中国电建的企业标志，正是由
红、蓝两色构成。红色的激情与活
力，蓝色的科技与引领，蕴含着企业
的美好愿景。而今天，电建人把蓬勃
的科技蓝注入祖国大地、大江南北，
凭借时代之笔，绘就了属于绿水青山
的生态画卷，共建一个清洁美丽世界。

科技蓝绘就生态绿

电建建筑公司承建海
口江东新区防潮堤与海岸
带生态修复工程全长 3.96
公里，总面积 672.15 亩，
其中绿地面积542.25亩。

海岸带是陆地与海洋
的接触地带，传统的硬质
海岸防护忽略了对自然环
境的影响。项目部打造出
一个防潮生态缓冲带，让
防潮堤和海岸带与海边景
观更加契合。水清岸绿白
鹭飞，红树沙滩鱼蟹肥。
如今，这里已成为“全国
首个河海凉道示范样板”，
是市民游人休闲观光的好
去处，也将成为海口江东
地区吸引人才、招商引资
的重要优势。

闫小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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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石马河支流鸡爪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