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水电八局承建的长沙地铁4号线
湘江南路站首幅地连墙混凝土完成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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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位于长沙湘江之
畔的湘江南路站迎来首个重大
施工节点，21点08分，首幅地下
连续墙钢筋笼成功吊装入槽，
随后首幅地连墙混凝土顺利开
浇。

湘江南路站为长沙市轨道
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的第14号
车站， 该车站主体围护结构采
用地下连续墙支护方式。 地下
连续墙是地下连续的钢筋混凝
土墙壁，是地下防渗、挡水、承
重的结构工程。 首幅地下连续
墙———湘江南路站N10-16地

连墙，其钢筋笼制作历时97.5小
时顺利完成，笼长32.6米，幅宽5
米， 厚度0.86米，, 钢筋笼重
37.01吨。

长沙地铁4号线湘江南路
站首幅地连墙混凝土的成功
浇筑，标志着由中国水电八局
承建的长沙地铁4号线由施工
前期阶段顺利进入主体施工
阶段，为接下来的其他幅地连
墙施工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
为下一步施工创造了有利条
件。

■摄影报道 田 野 杨子江

新华网柏林１２月１０日电（记者郭
洋） 全球能源互联网中欧技术装备研讨会
１０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 大约７０名
中国与欧洲专家就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展
开深入交流。不少专家表示，构建全球能源
互联网很有意义且可以实现。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在会
议上全面介绍了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
想。他说，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应对
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诸多挑战
的根本出路，要实现清洁能源可持续供应，
必须构建一个全球能源优化配置的平台，
即全球能源互联网。

刘振亚指出， 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实质
就是“特高压电网＋智能电网＋清洁能
源”，这一构想并非难以实现，总体可分为
国内互联、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三个阶段。

“全球能源互联网和信息互联网都是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设施，”他说，“全球
能源互联网就像人的血管系统， 信息互联
网就像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已经互联，血管
系统也一定能够互联。”

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董事长
汉斯·海因茨·齐默尔表示， 全球能源互联
网可使全球能源供给达到最优配置， 但正
如刘振亚所言， 实现这一目标还需“分步
走”。

“首先要完成国内以及洲内的电网优
化与互联。目前来看，第三步洲际互联仍是
一个愿景，但我认为可以实现，”他说，“我
们需要愿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确保将来
的绿色能源供给，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实现气候保护。”

齐默尔说，从技术角度看，发展特高
压输电技术是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关
键，同时，人们还需在清洁能源、智能电

网等领域加强研发与合作。他还提出，德
国愿同中国在标准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合作。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第一总经理贝
诺·彭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跨
国的电网融合非常重要，以德国为例，为成
功实现能源转型，德国不仅在本国，还在欧
洲推动电网扩建。 可再生能源发电常出现
波动，而国家间、地区间乃至洲际的电网互
联有助于电网保持稳定。

“在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发电
的情况下就已如此， 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
可再生能源发展， 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电网
互联的意义也就更大了。”

彭泽表示， 中欧在构建全球能源互
联网方面有巨大合作潜力。近年来，中国
西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迅猛发展， 而用
电需求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

区，这就需要电力的远距离传输。中国在
电力传输技术上积累了很多经验， 而德
国和欧洲在太阳能、 风能发电并网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互
利共赢。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电网研究专家凯·施
特龙茨教授在会议上介绍了欧洲“电力高
速公路２０５０”项目，该项目旨在欧洲内
部建成可靠的清洁能源供应网络。此外，他
还介绍了欧亚电网互联的构想。

施特龙茨认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非
常有意义”，操作上可以参照欧洲的“电力
高速公路２０５０”项目，探索不同的电力
供应方案，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他说，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区域内电网
互联的延伸， 虽然构建这一全球网络会面
临很多挑战， 但挑战是可以克服的，“就像
当年的互联网，也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１日电（记者于
佳欣）资源紧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诸
多全球性难题， 不仅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
成为焦点， 也在全球能源互联网中欧技术
装备研讨会引起热议。 中国倡议构建全球
能源互联网， 推动清洁绿色的用电方式如
何发力？专家认为，加快技术创新，依托重
点项目加强国际合作是关键。

今年９月２６日， 习近平主席出席联
大发展峰会时， 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
联网。国家电网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振亚随
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要加快推进全
球能源互联网建设， 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
足全球电力需求。

近年来， 化石能源的开发使用导致资
源紧张、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 刘振亚认
为，应对挑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实施“两

个替代”，即能源开发实施清洁替代，能源
消费实施电能替代， 而全球能源互联网是
实施“两个替代”的基础。

在当地时间１２月１０日-１１日于
德国柏林召开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中欧技术
装备研讨会上，刘振亚表示，未来要加快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根本还要靠技术创新。
他认为，要尽快在特高压、智能电网、清洁
能源、储能电池、大电网运行控制等方面取
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 才能全面提高全球
能源互联网的安全性、经济性、开放性和适
应性。

以智能电网为例，刘振亚表示，要研发
电网技术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
互联技术深度融合的新技术、新设备，为建
设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智慧国
家、智慧地球提供基本平台和服务。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创新发展”“绿
色发展”被写入五大发展理念。在中国能源
消耗和环保承受较大压力的背景下， 全球
能源互联网的构建正契合了创新和绿色的
理念。

与相关国家开展重点项目合作是另一
个重要抓手。 在刘振亚看来， 应依托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联合有关国家，积极推动
亚欧洲际输电、欧洲超级电网、北海和北极
风电、 北非和中东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基地
开发外送等重点项目。

按规划，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分为国内
互联、 洲内互联、 洲际互联三个阶段。
２０２０年、２０３０年和２０５０年是
分 别 实 现 三 个 阶 段 互 联 的 时 间 点 ，
２０５０年将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
柏林工业大学教授凯·斯通指出，欧洲开展

了“２０５０年电力高速公路”研究，通过
设计合理的电网网架来更好地接纳清洁能
源， 能够有效满足２０５０年欧盟的能源
和气候政策目标。预计到２０５０年，电力
高速公路有望从欧洲向亚洲拓展。

目前，世界大电网互联加快推进，已形
成北美、欧洲、俄罗斯－波罗的海三个特大
型互联电网。欧洲超级电网、东北亚互联电
网、北非向欧洲输电的"沙漠计划"等互联计
划正在积极推进。今年２月，欧盟提出进一
步加强跨国电网互联， 到２０２０年欧洲
各国跨国输电能力不低于本国发电装机的
１０％。

除了重点项目合作， 与会专家还认为，
应建立协同攻关机制， 以重大研发项目为
纽带，开展产学研用和上下游联合攻关，加
强优秀人才培养，并搭建高水平合作平台。

中欧专家
看好“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前景

聚焦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
加快技术创新，依托重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