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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工程西起新疆

塔里木盆地，东至上海，是我

国距离最长、口径最大的输气

管道。全线采用自动化控制，

供气范围覆盖中原、华东、长

江三角洲地区，全长 4200 千

米，堪称拉开“西部大开发”序

幕的标志性建设工程。

特高压直流线路验收特高压直流线路验收。。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在克拉在克拉22气田克拉气田克拉22－－77井井，，采气工人在巡检采气工人在巡检
气井设备气井设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西气东输工程沙漠施工现场西气东输工程沙漠施工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2015年6月，上海实现城市管道燃气
的全天然气化。自此，上海居民的换煤气
罐成为历史。

让上海居民生活发生改变的就是西气
东输工程。本世纪初投产的西气东输管道

（一线）工程以及此后相继建成的西气东输
二线、三线及四线工程堪称西部大开发的
标志性工程。这些超级工程打通了天然气
产地与目标市场之间的鸿沟，并将全国不
同地区的天然气管道联结成一张互联互通
的巨大网络，构成了“气化中国”的能源大
动脉。

天然气进入千家万户

20年前，天然气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
个陌生事物。如今，作为一种清洁、实惠的
燃料，天然气已进入寻常百姓家——160
多个城市用上了天然气，西气东输为此发
挥了关键性作用。

上世纪末，中国石油在塔里木盆地探
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 2 万亿立方米。
2000 年 2 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重大决
策，启动西气东输工程。2002年7月4日，
西气东输工程全线开工。2004年12月30
日，西气东输全线商业运营。

西气东输工程以塔里木盆地为主供气
源，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主要目标市场，形
成横贯我国西东的天然气供气网络，打通
了能源大动脉，将天然气送到全国各地。

随着下游市场对天然气清洁能源需求
迅速增加，西气东输于2005年3月启动了
西气东输增输工程建设；又于2007年启动
了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建成多个国家互联
互通重点工程。

按照国家“一带一路”部署和总体规

划，我国又加快了与境外油气管网的连接，
构筑了“西气东送、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南
气北上”的四大天然气战略通道，铸就了一
条横贯海内外的能源巨龙。

打通能源大动脉除了要解决能源分布
不均和长途运输的问题，更关键的是要解
决我国能源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截至
2019年8月1日，西气东输管道公司运营
的12294公里管道，累计实现管输量4920
亿立方米，折合替代标煤 6.39 亿吨，使天
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提
高近2个百分点，对优化我国以煤炭为主
的能源消费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设备实现国产化

6月底，西二线广州压气站、醴陵压气
站和西三线中段中卫联络压气站3座智能
站场建设圆满完成验收，实现了管道数据
由零散分布向统一共享转变、风险管控模
式由被动向主动转变、运行管理由人为主
导向系统智能转变、资源调配由局部优化
向整体优化转变、站场信息化系统由孤立
分散向融合互联转变。

西气东输在建设运营过程中一直注重
创新，以推动我国能源行业跨越式发展，加
快能源强国建设的步伐。“西气东输一线工
程是国内自行设计、建设的首条世界级天
然气管道工程，从工艺系统优化到施工工
艺等方面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创下许
多国内天然气管道‘第一’。”西气东输管道
公司党委书记张文新说。

这些创新也推动了我国管道关键设备
国产化。西气东输一线带动了 X70 管线
钢及钢管、热煨弯管等项目国产化，特别是
X70管线钢填补了国内管线钢生产、制管、

焊接空白。目前，西气东输高压、大口径输
气管道及配套设备国产化率达50%左右。

工程投产运营后，西气东输管道公司
没有停止国产化脚步，他们利用自身平台，
发挥政产学研用优势，组织对压缩机组及
其部件等长输管道关键设备开展国产化技
术攻关；搭建试验平台，并大范围推广应
用，大幅缩短了工期，降低了设备造价，提
升了国内油气管道关键设备的保障能力。

时至今日，西气东输多个压气站都跳
动着“中国芯”；高压大口径全焊接球阀在
西二线、三线已累计应用210余台，国产化
关键设备实现了中国装备制造在机电领域
的历史性突破……

西气东输工程为我国天然气工业快速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被中国工程院推选
为“中国十大科技进步”之一。“西气东输工
程及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西气东输通到广东后，佛山市三水区
的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很多生产环节用
能改成了天然气，挤压车间主任凌家强算
了一笔账，“用天然气比原来烧柴油的成本
高 10%左右，但能使铝锭充分受热，产能
比原来提升了 20%”。加上废气排放减
少，治污支出减少，整体效益明显提升。

而对于天然气输出地来说，西气东输
带来的效益更是显而易见。以新疆为例，
西气东输工程的建设，让大量来自新疆的
天然气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下游城市，拉动
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输气需求的增加还
拉动了新疆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提
供了数量可观的就业机会，也带动了化学
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还拉动了邮电、通

信、交通、教育、科研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

据测算，西气东输一线、二线、三线
工程建设总投资累计超过4150亿元。随
着四线和五线工程的陆续建设，将会对我
国能源、经济等方面带来更大的推动
作用。

“西气东输不但是一项对管道事业建
设发展有利的巨大工程，更是一项直接带
动中国相关产业发展的带动工程。”张文新
表示，工程建设带动了国内钢材制造、机械
设备制造等多个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推
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引擎。

西气东输管网规模大、覆盖广、系统复
杂、用户庞大，对安全运行提出了严峻挑
战。经过多年创新实践，西气东输管道公
司建立了集中调度、集中监视等运营系统
和信息化销售控制系统，正推进以人工智
能应用为代表的智能管道、智慧管网建设，
将掀起管道建设运营新的时代。

西气东输真正做到了“促进经济发展
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结合、工程建设与
环境保护相结合、上游资源开发与下游市
场开拓相结合、投资与收益相结合”，成为
名副其实的“绿色工程”“造福工程”。

在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的大山深
处，±800千伏昆北换流站施工现场，近千
名工人正在紧张地进行土建施工。

“这里是世界首个特高压多端柔性直
流输电工程——昆柳龙直流工程的起点。”
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乌东德直流项目部昆
明分部负责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整个输
电工程建成后，乌东德水电站的巨量电能
将沿着这条1452公里的电力“高速公路”，
跨过云南、贵州，“快递”到广西和广东。西
电东送南通道将再增加800万千瓦的通道
送电能力。

作为国家战略工程，西电东送南通道
建设发展40年来，南方电网用跨山越海的
电线电缆，把云贵广山区和东部沿海地区
紧密连接起来，不断改善着南方 5 省区
2.52亿人的用电质量，为解决我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案例。

技术最先进的大电网

时间回到40年前。因能源匮乏，广东
社会经济起跑受到“硬制约”。1980年至
1985年间，广东社会用电缺口达到三分之

一。然而，千里之外的兄弟省区能源
丰富。据估算，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 4 省区可开发的水电资
源共计有 1.26 亿千瓦，云

南占了 9000 万千瓦；

煤炭储能共计有 753.37 亿吨，贵州占了
490.63 亿吨。如果将西南部的丰富能源
转化为电能，像产品一样“卖”到广东，岂不
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

1981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开发红
水河的批示，随后，天生桥二级电站被列为
红水河开发的第一个电源点，拉开了西电
东送国家战略的序幕。1993 年 1 月，500
千伏天广一线正式将天生桥二级电站的电
力送往广东，南方区域西电东送“第一千瓦
时电”落地。2002年，南方电网公司成立，
南方区域西电东送从此进入快车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方区域西电东送
的主网架规模进一步扩大，发展为“八交十
直”共18条输电通道。如今，西电东送南
通道总送电规模超过 5000 万千瓦，成为
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结构最复杂、运行最稳
定、利用最高效的大电网之一。

经济效益和生态并重

“西电东送促进了东西部资源优化配
置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各方互利共
赢。”南方电网公司副总工程师、系统部主
任刘映尚说。

1993年以来，南方电网西电东送累计
完成送电量超过2万亿千瓦时，其中水电
等清洁能源占比约为78%，相当于减少南
方区域标准煤消耗4.68亿吨。可以说，这

条能源大通道同时做好了东西部的“经济
账”和“生态账”这两笔账。

向东——西电东送解决了困扰广东许
久的“电荒”难题。2018年，西电东送电量
达 2175 亿千瓦时。广东人每用 3 千瓦时
电，就有1千瓦时来自西部。西电东送也
把西部的蓝天绿水送到了东部。2018年，
西电东送全年输送清洁能源超1900亿千
瓦时，相当于近50台百万级火电机组全年
发电量被替代，减排效果相当于近千万亩
森林的净化效果。

向西——能源资源变成高质量发展的
机遇。2003 年至 2018 年期间，云南和贵
州年外送电量分别增长了 20.9 倍和 3.76
倍，累计送电量分别达到8109亿千瓦时和
5009亿千瓦时。西电东送推动了云南、贵
州电力产业成为地方支柱产业，使两省完
成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西部的蓝天碧水没有因发展而污染。
2018 年，云南、贵州的城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为98.9%、97.8%。红河水系、澜
沧江水系等的水质保持优质。

市场交易高效配置

6月1日，南方电网首次开展云南电力
送海南的市场化交易。跨过2000多公里
的山和大海，云南丰沛的清洁水电历史上
首次送入海南岛。

如果说，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线路是
西电东送这台交响乐演出的乐器，跨省区
电力市场化交易就是交响乐的指挥棒，让
西部清洁电能更加高效、低成本地送到
东部。

2016年3月，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获批
组建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制模式交易机构。
自此，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积极探索南方区
域跨区跨省电力市场建设，通过建章立制、
开发市场、完善规则，逐步构建起南方区域
跨区跨省电力市场体系，省区间形成了“协
议+市场”的交易模式，为市场主体搭建了
公开透明、功能完善的电力交易平台。

目前，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已形成多元
化市场主体格局，累计登记注册的市场主
体达2.3万家。2016年到2018年，广州电力
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西电东送电量6156亿
千瓦时，清洁能源电量占比达 85%。2018
年，云南、广西水能利用率分别达到93%、
100%。

±±800800千伏滇西北至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于千伏滇西北至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于20182018年年55月投运月投运。。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天生桥二级电站首部坝索风景如画天生桥二级电站首部坝索风景如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能源建设澎湃“中国动力”

西电东送工程把煤炭、

水能资源丰富的西部省区能

源转化成电力资源，输送到

电力紧缺的东部沿海地区，

对优化中国电力网架格局、

促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升电网科技水平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