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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由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电网调峰与抽水蓄能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组编，是专委会出版
的第13部抽水蓄能学术年会论文集。
根据2007年第二届专委会第一次主任委员工作会议的建议，今年的文集由中国电力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文集共收录53篇文章，根据内容分为三部分：抽水蓄能效益评价与规划研究，抽水蓄能电站土建
工程与机电设备设计，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施工实践。
    论文集内容主要涉及对适度建设抽水蓄能电站、合理评价抽水蓄能电站效益问题的探讨，对已建抽
水蓄能电站的运行评价，介绍抽水蓄能电站土建工程及其机组的设计实践，以及介绍施工单位（主要
是蒲石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单位）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施工中采用的新技术或有益经验。
此外，还收录了几篇专委会委员撰写的有关水电或风电建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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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抽水蓄能效益评价与规划研究　　抽水蓄能有利于节能减排　　1　能源发展形势　　我国电能
长久以来以火电为主，据2004年统计，以煤电为主的火电占83％，水电、核电等分别仅占15％和2％，
这使我国煤炭石化能源消耗日增。
因煤、油、气等燃烧使用后排出的有害气体造成的温室效应而导致的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重大问题。
我国排出的CO2等有害气体在数量上已位居世界前列。
欧、美、日等工业发达国家已制订计划在预定的时段内逐步发展清洁能源和洁净煤等发电技术，最终
做到趋近零排放。
我国政府也已制订了节能减排规划，还提出一系列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如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
电的决定。
故在电能方面，优化电源组成，积极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至关重要。
现将这方面的发展和前景分述于下：　　（1）水电。
我国水能资源蕴藏量6.76亿kW，其中可开发容量3.78亿kW为世界之冠。
古称我国有“三江三河”，近悉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水资源也极丰富。
故上述可开发容量等尚会有所增加（增加10％～20％）。
2020、2030、2050年水电装机分别为2.6亿、3.5亿、4.5亿kW。
　　（2）核电。
是一种技术成熟可大规模取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
在国外发展中曾有起伏，现在核能利用已占各种电能总和的17％。
核电在我国起步晚，约占1％，估计到2020年约为0.3亿kW。
　　（3）风电。
我国风力资源丰富，年均风速大于6m／s的面积达66万km2，按6～8MW／km2，可装机40亿～50亿kW
。
虽然这种估算偏大，但也可看出风电资源很丰富、发展前景很好。
预测到2020年风电装机将达0.3亿kW。
　　（4）太阳能。
我国2／3国土面积日均辐射量大于4kWh／m2，如按此估算，储量极为可观。
但由于采集储存和应用等原因，目前估算至202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仅约0.01亿kW，以后随着技术进步
，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上述可再生能源中水电目前尚有较大的开发空间，一些条件较好的站点已在修建中，
再过10余年后将逐渐进入尾声。
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简称可再生新能源）中，风电近年进展迅速、前景看好，太阳能、生物能等正在
起步阶段，应发挥各自优势，着力加快这些可再生新能源技术整体的发展。
应该指出，随时间的推移，到2020、2030年和2050年，我国能源缺口将分别达到18％、20％和30％，可
再生新能源和核电将主要承担起补充上述能源缺口的任务。
由此可见，至2050年，这些可再生新能源已从过去补充或辅助能源进入主导能源，21世纪下半叶将更
显示其重要性，逐渐成为电能发展的主力。
总之，这些可再生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可替代日益短缺的煤、油、气和水能资源，对节能减排十分有利
，且它们的资源相对丰富，有可靠的保障能力，可大规模开发利用。
但其中风能和太阳能等都具有显著的不稳定性和间断性，所在电网必须具有足够的事故备用容量和可
靠的蓄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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