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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原付川

10月20日，位于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西
南方向的高铁站片区供热（冷）工程1号能源
站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各种机械运输车
辆来回穿梭，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80多名
工人紧张有序地对最后一块梁板浇筑混凝
土，项目主体结构封顶，进入装修及安装阶段。

1号能源站是雄安新区首个全地下智慧
能源站。雄安新区高铁站片区配套供热（冷）
工程将建设 3座集中供能的综合能源站，满
足高铁站片区 4.9 平方公里单位、居民的用
热（冷）需求。

近日，雄安新区对外发布首个智慧能源
体系企业标准。这套标准体系通过把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能源供应设施，
将智慧能源贯穿工程设计、施工、验收、运行
管理等能源供应全生命周期。作为雄安新区
第一个新能源综合供热（冷）工程，项目有哪
些亮点？如何打造新区智慧能源站的范本？

● 能源站所有设施设备全部
置于地下空间

自今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1号能源站项
目按下了建设的快进键，以确保项目高质量
如期完工。

“这里将建雄安新区首个全地下智慧能
源站。”中建安装公司1号能源站项目总指挥
王军盛介绍，能源站地下分为两层，局部有
夹层，建筑基底至地面约 21 米。他指着 1 号
能源站项目效果图告诉记者，从地面上看是
一个风景如画的街角公园，能源站所有设施
设备、智能控制装置、电线电缆等全部置于
地下空间，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地面出入口靠近城市道路布置，在保证
交通方便的同时，争取更大的中心绿地。”王军
盛说，能源站将对出入口、通风井、泄爆口集中

整合并尽量靠近道路布置，以保证场地中间设
置集中绿地。同时，能源站四周不设置围墙，通
过设置地下观光管廊，让能源站内部不再神
秘，游客能看到能源站设备及运维情况。

能源站和建筑物全在地下，长期处于潮
湿环境，建筑结构施工质量是控制难点。为
此，项目专门定制防爆防火防塌陷建筑材
料，采用一级防水材料，确保项目消防安全、
运行管理安全有保障，确保能源站长期保持
良好通风效果。

为有效利用地下空间，项目采用管廊敷
设方式，将架空管线一起入地，管线布置紧
凑合理，通过减少建设道路杆柱及各种管线
检查井室等节约城市用地，并方便各类市政
管线设施的维护和检修。

“预计到10月底，1号能源站项目将点火
供暖试运行，为年底通车的京雄城际铁路雄
安站提供供暖保障。”雄安集团基础公司1号
能源站负责人宋伟说，作为雄安新区首个新
建能源站，1 号能源站项目将满足高铁站片
区 402 万平方米的供暖需求，持续为新区高
质量发展提供绿色能源供应。

● 清洁能源供热比例100%

清洁能源供热比例100%，烟气余热回收
再利用，废水废料循环利用。绿色节能、清洁
低碳，是高铁站片区配套供热（冷）工程最鲜
明的特征。

雄安集团基础公司副总经理戴鸿飞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1 号能源站今年采暖热负
荷约 17 兆瓦，若采用烟气余热回收系统，对
烟气余热进行深度利用，仅一个采暖季就能
回收再利用约800吨冷凝水。

在规划建设时，新区根据智慧能源体系企
业标准，创新采用燃气三联方式供发电、供热、
供冷（燃气冷热电联供）。通俗而言，即运行燃
气发电设备，产生电力满足用户的电力需求，

系统排出的废热通过余热回收利用设备向用
户供热、供冷，使能量的利用更为合理。

与简单的直接燃烧方式相比，这种方式
可大幅度提高燃料的利用价值，既降低运营
成本，又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率。燃气冷热电
联供由于建设在用户附近，不但能获得传统
供热方式 40%左右的发电效率，还能将中温
废热回收利用供冷、供热，其综合能源利用
率超 70%。另外，与传统长距离输电相比，这
种方式还能减少6%至7%的线损。

未来，高铁站片区供热（冷）工程投入使
用后，将形成新区首个投产运行的智慧能源
系统，为新区智慧能源工程提供典范。

● 各系统融为一体，真正实现
智能供热

“这里将建成一个智慧能源站。”近日，在
1号能源站施工现场，雄安集团基础公司能源
事业部工作人员冯登指着地下一层的一座小
房子说，这里将建智慧能源智能控制室，结合
自动控制系统，实现智能监控与调度。

精细化管理、数字化设计，贯穿高铁站片
区供热（冷）工程设计、建设、运维的全过程。
项目通过建设运维过程中的数字化信息，实
现工程建设的可视化，让工程建筑活起来，并

纳入到雄安新区城市信息模型（CIM）管理平
台中，开展全生命周期的大数据资产管理。

项目充分按照数字化建设要求，搭建智
慧能源管理平台、物联服务支撑平台、高铁
站片区供热（冷）项目BIM模型、能源分析系
统、智慧供能监控平台系统、热（冷）智慧运
维系统等多种平台，着力打造智慧雄安在能
源应用方面的一个范本。

智慧供能监控平台系统以目前热力行
业最先进的云计算平台技术为基础，打通各
系统间数据壁垒，让各系统融为一体，真正
实现智能供热。

“按照智慧能源体系企业标准建设，供
热保证率将达100%。”冯登举例说，高铁站片
区一级供热管网沿着管廊成环状布置，各供
热区域互联互通、联网运行，当某个区域热
源或者热网局部发生故障或者检修时，可通
过环状管网，由附近热源供应周边热负荷，
大大提高供热安全性。

雄安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雄安新区将
结合数字城市建设，在新区范围内推广应用
智慧能源体系企业标准，打造绿色低碳、安
全高效、智慧友好、引领未来的现代能源系
统，实现电力、燃气、热力等清洁能源稳定安
全供应，为新区建设发展夯实基础。

打造新区首个全地下智慧能源站
——“地下雄安”建设探访（一）

编者按：先地下、后地上，这是雄安新区规划之新、理念之新的重要体

现。《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推进地下空间

管理信息化建设，保障地下空间有序利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雄安新

区开启了我国城市建设先河，“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思路让人耳目一新。

地下内部骨干路网，汽车穿梭往来；地下管廊，感受数字雄安；地下能

源站，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地下雄安”建设将科学有效利用地下空

间，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探索经验。

河北日报讯（记者吴安宁）日前，雄东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工程首基铁塔组立成功，
标志着该工程全面进入铁塔组立阶段。

雄东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服务雄安新区
的首个 500千伏电网工程，于 2020年 7月 30日
全面开工建设，位于保定市高碑店境内。工程
包括雄东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雄东500千
伏线路工程以及保北、霸州 500 千伏变电站保
护改造工程。工程建成后将环绕雄安新区西部
和北部形成 500 千伏 C 型环网，提高雄安新区
电网供电可靠性，构建新区电网坚强主网架，对
满足雄安地区负荷增长需求、保证区域用电安
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国网河北建设公司深
化应用“e 安全”基建信息化管理平台，强化作
业计划管控。在施工现场设置双摄像头，全方
位、全时段远程监控施工动态，确保安全管控无
死角。质量管控方面，建设公司编制了平行检
验记录表，强化工程质量过程监督检查，在转序
验收过程中，对铁塔基础进行 100%比例全检，
严把基础质量关，为后续组塔作业顺利开展打
下坚实基础。

新区首个500千伏电网
工程进入组塔阶段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雄安新区容和教
育总校面向 2021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
容东片区新建学校教师418名，其中，幼儿园教
师140名、小学教师126名、初中教师124名、高
中教师28名。

据了解，雄安新区容和教育总校是经雄安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研究决定成立的新区第一
所教育总校。容和教育总校按照集团化管理模
式创建，统筹管理雄安新区容东片区（占地12.7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17万人）辖属的 32所新建
学校，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等学前教育
和基础教育全链条，使片区内学生可享受步行
5分钟到幼儿园，10分钟到小学，15分钟到初中
和高中的优质教育资源。

所有聘用人员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工
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公
积金等。聘用人员聘用后暂按人事代理方式
管理，今后逐步择优纳入统一编制管理，聘期
一般为 3 年，试用期为 1 年（包括在聘用期
内）。

雄安新区容和教育
总校公开招聘教师

10月24日，高铁站片区供热(冷)工程1号能源站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在安装燃气压力
转换站。 河北日报通讯员 任双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