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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 2021 年有序用电方案

和电力供应应急预案

第一章编制目的

2021 年，我省电力供需形势呈现紧平衡，预计迎峰度夏、

迎峰度冬期间可能存在硬缺口，如遇极端天气、机组非计划停

运、天然气供应受限和特高压故障等情况，全省及部分分区电

力供应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为有效应对 2021 年镇江市迎峰度

夏、迎峰度冬期间可能出现的供用电矛盾和突发情况，促进资

源优化配置，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决

策部署，切实做好 2021 年电力保障工作，根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修订版）》《有序用电管理办法》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2021 年有序用电和需求响应有关工

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镇江市发展改革委、国网镇江供电公

司共同编制《2021 年镇江市有序用电方案和电力供应应急预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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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方案批准之日起，至次年方案批准前，处置

因极端恶劣天气、机组出力不足、区外来电受阻或电网设备故

障等多种情况下，镇江市范围内出现的电力供需失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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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江苏省发改委、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安排镇江市 2021 年用电负荷管理指标

61 万千瓦（有序用电容量 27 万千瓦，电力供应应急预案容量 34 万千瓦）。

第三章工作原则

面对电力供需“紧平衡、硬缺口”总体态势，为积极服务

“六稳”“六保”工作大局，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维护全

社会供用电秩序平稳有序，为镇江市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

强有力的电力保障，方案编制将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分类管理，分级预警。在电力供应紧张时，根据缺口大

小，将有序用电状况设置 4 个预警等级，根据不同等级缺口大

小，按照用户类型、响应速度等科学编制应急方案。预警等级

由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根据电网缺口情况向社会公布。当镇江电

网电力平衡预警超过Ⅰ级，即镇江电力缺口超过 61万千瓦 1以

上，则根据上级调度指令启动《镇江市 2021 年度超供电能力

拉路序位表》。

四个预警等级划分如下：

（1）IV 级：电力缺口一般，全市缺口 9.5 万千瓦及以下

（全省缺口 325 万千瓦及以下）；

（2）III 级：电力缺口较重，全市缺口 9.5-19.7 万千瓦（全

省缺口 325-650万千瓦）；

（3）II 级：电力缺口严重，全市缺口 19.7-28.3万千瓦（全

省缺口 650-975万千瓦）；

（4）I 级：电力缺口特别严重，全市缺口 28.3-61万千瓦

以上（全省缺口 975-13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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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保有限，区别对待。确保居民生活用电，优先保障医

院、学校、铁路等涉及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等重要用电需求，

优先支持“金山奖”“梦溪奖”获奖企业、我市“十四五”聚

焦发展的 8 大产业链相关企业和能耗低、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

发展，满足高危企业、重点企业及特殊行业安全生产用电需求。

对淘汰类、限制类企业，产能过剩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高于国

家或地方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景观照明、亮化工程、

非工用户的空调和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企业则限制其过

高负荷。

3.需求响应，优先安排。2021 年，我们按照省发改委和省

电力公司要求，在编制有序用电和电力供应应急预案同时，优

先考虑安排需求响应手段，实现有序用电管理从行政性指令向

市场化方式的转变。我们将参与 2021 年需求响应的 161 户全

部纳入有序用电方案编制，约定容量为 31.48万千瓦，作为首

轮，在出现全网或局部区域电力缺口时，通过优先开展需求响

应缓解供需矛盾，尽可能的保障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

开展，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经济稳定运行。

4.分组实施，滚动参与。2021 年，参与方案总户数为 1165

户，其中工业企业 1039 户，非工空调用户 126 户。其中，有

序用电方案涉及用户 444 户，最大控制负荷 40.5 万千瓦；电

力供应应急预案涉及用户 1165户，最大控制负荷 70.1万千瓦，

最大可控负荷可以满足全市 61 万千瓦的电力缺口。在做好非

工用户空调负荷单独监控的工作要求下，把容量在 500 千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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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非工用户 126全部纳入有序用电方案，主要受控对象为

机关、宾馆、商场等非工用户的空调负荷，可限空调负荷 3.6

万千瓦。此外，今年专门制定的东部预案总户数为 451户，最

大控制负荷 51.5 万千瓦。根据行业性质、负荷特性、可限能

力和错峰形式分为需求响应 1 组、需求响应 2 组、高耗能 1

组、高耗能 2 组...高耗能 N 组、应急 1 组、应急 2 组...应急 N

组、调休 1 组、调休 2 组...调休 N 组、普通用户应急 1 组、普

通用户应急 2 组...普通用户应急 N 组、化工轮停组、光学仪器

及眼镜制造轮停组、普通用户轮休组、高耗能应急组、夏季检

修组，根据不同的缺口状况按组别滚动参与。

5.公平公正，降低影响。参与方案的企业一律纳入供电公

司负荷管理系统，通过负荷管理系统远程控制功能，提高应急

反应速度，做到“快上快下”，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

应，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用电需求，把错峰对用户正常生产经

营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6.属地负责、分区管理。坚持统一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

的原则，根据省下达的有序用电指标在各市、区中按比例分解，

各地根据具体情况、用电性质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有序用电

方案及电力供应应急预案。实施过程中，由市有序用电办公室

统一发布预警等级和错峰指令，各地根据指令自行启动方案，

迅速落实应急指标，确保方案实施有效。

7.节控并举、节电优先。负荷控制与节约用电并举，优先

采用节电措施降低负荷需求。所有电力用户均有义务参加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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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和节约用电工作，居民用户有节约用电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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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组织体系

为确保有序用电方案公平公正的实施，在原有组织架构和

管理网络的基础上，根据当前新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

和调整完善有序用电组织体系，充实人员，明确职责，加强协

调，规范工作流程，保障有序用电工作取得实效。

4.1 工作机构

4.1.1 领导机构

镇江市有序用电协调领导小组由分管市长担任组长，分管

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市供电公司总经理任副组长，成员

为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

急管理局、各市区政府、镇江新区、镇江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

相关人员和市供电公司分管领导。

为加强对有序用电工作的领导，确保用电高峰时期镇江电

力供应安全可靠，市供电公司成立镇江供电公司有序用电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由公司总经理任组长，生产、营销副总任副组

长，领导小组成员由各县（市）公司总经理、运维检修部、营

销部、调度中心、办公室等负责人组成，下设有序用电办公室，

在镇江供电公司有序用电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有序用

电的实施工作。

4.1.2 日常管理机构

镇江市有序用电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市发改委与

供电公司联合办公，办公地点设在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分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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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担任主任，市供电公司分管副总经理担任副主任，办公室工

作人员由市发改委、市供电公司相关职能部门的同志组成，具

体负责协调全市的有序用电工作。

镇江供电公司有序用电办公室为非常设机构，办公地点设

在营销部。用电高峰时期建立各部门负责人轮流值班制度，工

作人员主要由营销、调度人员组成，负责用电高峰时期有序用

电信息的收集、汇总及处理，负责有序用电管理全过程。

4.1.3 督查机构

镇江市有序用电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督查组，人员由

政府、供电、媒体、企业代表等组成，具体负责实施用电高峰

时期有序用电指令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有序用电督查工作实

行区域管理，各市区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本区域的督查工作。

4.2 工作职责

1.有序用电领导小组

研究决定重大决策，统筹协调预案编审、任务分解、工作

督查、成效评估、奖惩考核等重要事项。

2.有序用电办公室

作为有序用电领导小组下设的日常机构，具体负责电力供

应应急预案编制、宣传发动、组织实施、现场督查、统计分析、

效果评估、信息沟通与相关协调工作。

3.有序用电督查组

现场值守、督查预案执行效果，在企业拒不执行限电操作

时及时向有序用电办公室汇报，督查人员经授权可进行现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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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控制负荷。

4.3 联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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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供用电形势分析

5.12020 年度全市用电情况

5.1.1 2020 年夏季用电情况

2020 年镇江地区高温超过 35℃的共有 17天，地区调度最

高负荷四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负荷出现在 8 月 17 日 15时，为

460.2 万千瓦，较 2019 年增长 5.43%。

2020 年镇江供电公司供电量 243.64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0.28%；非统调地方电厂发电量 11.5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30.68%。2020 年最大负荷出现在 8 月 17 日 15 点，最高负荷

为 460.2 万千瓦，同比增长 5.43%；最高日供电量出现在 8 月

19 日为 9602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平均负荷率为 86.4%，

较 2019 年下降 1.4 个百分点。

表 1：地区用电情况（调度口径）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增长率

供电量
（亿千瓦时）

243.64 242.95 0.28%

最大日用电量
（万千瓦时）

9602 9119 5.3%

8月19日 7月29日 ——

最大负荷
（万千瓦）

460.2 436.5 5.43%

8月17日15时
7月29日12时15

分
——

最大峰谷差
（万千瓦）

160.13 176.58 -9.32%

12月29日 1月2日 ——

平均负荷率 86.4% 87.8% 下降1.4百分点

2020 年镇江地区高温达到或超过 35℃的共有 17 天，最高

温度 37℃，与 2019 年相比，高温天数增加 5 天。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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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镇江地区气温开始上升，8 月 5 日在持续第三天 35℃的

高温情况下，镇江地区负荷首次创新高，为 436.98 万千瓦。8

月 13 日地区最高负荷 437.83 万千瓦，再创历史新高。8 月 14

日，在持续两天高温 37℃时，最高负荷达 443.47 万千瓦，第

三次创历史新高。随着高温的进一步持续，在 8 月 17 日 15:00，

镇江地区负荷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460.2 万千瓦，同比增

长 5.43%。

2020 年高温时间较去年延后，但高温后的降温负荷释放迅

速，相比去年 38℃的最高气温，今年最高气温 37℃，略有下

降。2020 年 8 月影响地区负荷的主要因素如下：

（1）迎峰度夏期间工业用户负荷水平整体持平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上半年镇江地区大用户复工复产情况

很不稳定，1-5 月全市用电量较同期下降，但从 6 月起大用户

生产逐渐恢复正常，尤其是钢铁、水泥行业均恢复 2019 年同

期水平。从下图可以看出，7-8 月大用户负荷水平维持在 130

万千瓦左右，基本与 2019 年持平。

2020 年最高负荷时刻（8 月 17 日 15:00）镇江地区几大用

户基本都是满负荷运行，与 2019 年最高负荷时刻（7 月 29 日

12:15）大用户负荷基本相同，代表镇江地区大用户的最大负

荷水平。其中鸿泰钢铁 19.5 万千瓦，中冶东方 14 万千瓦，对

最高负荷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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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9-2020年主要大用户负荷曲线

（2）夏季降温负荷完全释放

通过对入夏前 4、5 月份温度与负荷比较，发现在日最高

温度低于 24℃、日最低温度低于 17℃时可不考虑降温负荷。

根据镇江地区的实际用电情况，无居民空调负荷且大用户正常

生产时，2019 年日最大平均用电负荷大约为 305 万千瓦，2020

年 4-5 月日最大平均用电负荷大约为 295万千瓦，考虑部分工

业负荷的恢复，7-8月份基础负荷大约在 310万千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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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9-2020年 7-8月日最高空调负荷走势

以不考虑降温负荷的最高负荷为标准，计算出 7、8 月份

（除周六、周日、节假日）的降温负荷走势曲线如上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2020 年 7 月镇江地区受气温影响，降温负

荷基本维持在 40 万千瓦以下，特别是 7 月中下旬，降温负荷

明显低于 2019 年水平。8 月镇江地区降温负荷上升较快，8

月 7 日为 126.5 万千瓦，超过 2019 年的最大降温负荷 126 万

千瓦，之后由于高温的持续，负荷进一步升高，基本维持在

120 万千瓦以上，最大降温负荷出现在 8 月 17 日，为 150.2

万千瓦，大于去年同期水平。



14

图 3：2010-2020年最高负荷曲线

5.1.2 2020-2021 年冬季全市用电情况

2020-2021 年冬季最大调度用电负荷受经济持续向好和寒

潮等因素影响，多次刷新冬季历史最高负荷，在 2021 年 1 月

7 日 10 时 35 分，镇江调度最高用电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463.943 万千瓦，同比 2020 年冬季最高负荷增长 23.58%（较

2019 年冬季最高负荷增长 13.83%）。并且首次超过夏季最高

负荷。2020-2021 年冬季江苏全省最高用电负荷达到 1.17 亿千

瓦，创历史新高，成为全国冬季用电负荷最高省份。

具体来看，2021 年 1 月 7 日最高负荷 463.943 万千瓦的大

致组成为：10 千伏及以上专线大用户负荷为 133.7 万千瓦，占

最高负荷的 28.82%；一般工业及基础负荷为 196.3 万千瓦，占

比 42.3%；冬季取暖负荷 134万千瓦，占比 28.89%。

与 2019 年冬季最高负荷对比，专线大用户负荷增长

21.54%，一般工业及基础负荷增长 3.31%，冬季取暖负荷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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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5%。

2020-2021 年冬季镇江地区负荷创新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方面：一是受罕见的极寒天气影响，冬季取暖负荷大幅增加；

二是专线大用户如钢铁企业、水泥企业用电负荷稳中有升，负

荷水平增加明显；三是随着疫情后的复工复产，镇江经济恢复

发展迅速，部分中小企业生产复苏势头强劲。

2015-2020 年镇江地区的冬季最高负荷如下表所示：

表 2：2015-2020 年镇江冬/夏季最高负荷对比

（冬季统计范畴扩展至次年 1月）

年份 冬季最高负荷 夏季最高负荷

2020 年 463.94 460.21

2019 年 386.36 436.5

2018 年 391.36 404.6

2017 年 398.45 415.9

2016 年 332.15 385

2015 年 323.67 336.5

从表 2 可以看出，镇江地区冬季最大负荷逐年上升，且在

冬季气温较低的年份与夏季负荷的差距明显收窄，提示冬季低

温时段可能由于取暖负荷超预期增长，出现一定的供电缺口。

5.22021 年度电力需求分析

5.2.1 电力市场环境分析预测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从今年起，我们进入到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发展阶段。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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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

指示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巩固拓展争先进位良好态势，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

制造业投资增长 10%，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2.35%，

规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数占比达到 48%，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7%，实际利用外资

达到 8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实现稳中提质，城镇新增就业 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稳步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5%以内。

2021 年地区经济预计将稳步发展，但随着新冠疫情防控

形势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动态演变，同时由于天气因素的影响，

负荷和电量增长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预计 2021 年全市负荷

和用电需求将稳中有升，夏季高峰时段镇江东、西部电网均能

够满足发供电平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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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021 年夏季用电量分析预测及平衡分析

5.3.1 2021 年夏季用电量分析预测

2021 年 1 月受强寒潮和经济回暖影响，镇江电网用电需

求大幅攀升，最高用电负荷达到 463.94 万千瓦（2021 年 1 月

7 日），首次超过夏季高峰负荷，创历史新高。春节过后，由

于经济增速持续回升，最高用电负荷也明显高于往年。春节之

后，最高负荷 379.65 万千瓦，同比增长 16.26%，较 2019 年增

长 9.87%。
表 3：2021 年 1-4 月最高负荷对比

单位：万千瓦，%
2021 年
最高负荷

2020 年
最高负荷

同比增速
2019 年
最高负荷

同比增速

1 月 463.94 375.39 23.59 407.57 13.83

2 月 346.5 253.57 36.65 364.08 -4.83

3 月 379.65 326.56 16.26 345.54 9.87

4 月 370.4 314.2 17.88 328.44 12.77

预计 2021 年镇江地区调度高峰负荷将达到 480-520 万千

瓦（增长率 4%-13%）。以上预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

量：2020 年全市范围内累计完成业扩报装容量 2471414 千伏

安，预计 2021 年累计完成 2965696 千伏安（按上涨幅度 20%

计），2021 年 1-3 月已完成 624721千伏安。2021 年夏季前镇

江地区将新上、增容大用户容量 21.9 万千瓦。工业负荷增长

按新增容量的 30％-40％（6.6-8.8 万千瓦）；根据今年 1-4 月

的负荷及同比增长情况，今年基础负荷增长为 330 万，较去年

增长约 20万；考虑 2021 年夏季出现持续高温天气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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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负荷增量按-10～+30 万千瓦计算）。

综合以上，预计 2021 年夏季镇江地区调度最高负荷约为

500 万千瓦，增长 8.65%；供电量 257.7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5.57%.

图 4：2021年夏季最高负荷预测分解图

表 4：2021 年迎峰度夏前新上、增容用户

序号 新上用户
容量

（MVA）
投运时间

1 蜂巢动力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40
2020年11月17日

（已投运）

2
建华建材有限公司业扩改造项目

（增容）
12.5

2021年1月29日
（已投运）

3 新孟河项目 25 2021年2月

4
鼎盛铝业有限公司业扩改造项目

（增容）
90 2021年2月

5
江苏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传奇

生物科技项目
20 2021年6月

6 镇江高新区菁英公寓项目 14 2021年6月

合计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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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2021 年夏季电力平衡情况分析

从全省范围来看，综合今年一季度负荷实际增长情况、经

济增长趋势、业扩报装变化、气象预测今年夏季高温天气不低

于去年同期及夏高空调负荷分析等情况，预测今夏全省最高调

度负荷在 1.25~1.30 亿千瓦之间，同比增长 8.6~12.9%。全省

最大电力资源 1.21亿千瓦，全网功率缺口达 425~925万千瓦；

按最大可争取区外来电，全省最大电力资源 1.25 亿千瓦，全

网功率缺口达 45~545 万千瓦。今年全省下发的有序用电方案

和电力供应应急预案总容量为 1300 万千瓦，其中有序用电方

案容量及电力供应应急预案容量各为 650 万千瓦。

镇江全市电力平衡分析基于 220 千伏网架结构，分东西两

片分别进行分析。以下分析均针对镇江区域统调设备展开，表

征的是电网的最大供电能力与最高负荷之间的裕度，如果出现

特高压故障、缺煤（气）导致机组降负荷、发电机组故障跳机

等导致电网供电能力出现严重问题，供电裕度也将大打折扣。

（1）东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统调）

预计 2021年夏季镇江东部电网最高负荷为 270万千瓦（统

调），镇江燃机 220 千伏机组出力 88 万千瓦，梦溪变和访仙

变合计供电能力为 255 万千瓦（受负荷分布不均衡影响），预

计今年夏季高峰期间镇江东部电网供电裕度 73 万千瓦，有一

定的裕度，但在负荷高峰时期，需要镇江燃机发挥顶峰作用。

表 5：镇江东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镇江东部电网 数值（万千瓦）

最高负荷预计 270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343

镇江燃机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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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变 140

访仙变 160

供电裕度 73

访晋分区最大统调出力约 288 万千瓦，访仙、晋陵、大港

主变最大受电能力 461 万千瓦，最大供电能力约为 749 万千

瓦。预计最大负荷约 595 万千瓦，供电裕度 154 万千瓦。

表 6：访晋分区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访晋分区 数值（万千瓦）

最大可调出力预计 288

镇江燃机 88

常州电厂 120

戚墅堰燃机 80

实际最大受电能力预计 461

其中：晋陵 150+90

梦溪 140

访仙 160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749

最高负荷预计 595

供电裕度 154

（2）西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预计 2021年夏季镇江西部电网最高负荷为 230万千瓦（统

调），谏壁新厂和镇江电厂 220千伏机组合计出力 91 万千瓦，

上党四台主变供电能力为 265 万千瓦，除满足西部地区负荷需

求外，还有较大的裕度。

表 7：镇江西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镇江西部电网 数值（万千瓦）

最高负荷预计 230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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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谏壁新厂（220千伏部分） 64

镇江电厂（220千伏部分） 27

上党变（2台）+上党新（2台） 115+150

供电裕度 126

廻上分区最大统调出力约 151 万千瓦，廻峰山、上党主

变最大受电能力 360 万千瓦，最大供电能力约为 511 万千瓦。

预计最大负荷约 368 万千瓦，供电裕度 143 万千瓦。

表 8：廻上分区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廻上分区 数值（万千瓦）

最大可调出力预计 151

其中：谏壁二厂 64

镇江电厂 27

南京协鑫燃机 40

溧水燃机 20

实际最大受电能力预计 360

其中：上党 115+150

廻峰山 155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511

最高负荷预计 368

供电裕度 143

5.4 2021-2022 年冬季用电量分析预测及平衡分析

5.4.1 2021-2022 年冬季用电量分析预测

在2020-2021年冬季负荷的基础上，考虑2021年9月-12

月镇江地区将新上、增容大用户容量约 20 万千瓦，大用户负

荷增长按新增容量的 30%考虑（6 万千瓦）、基础负荷自然增

长按 6％计算（20 万千瓦），同时考虑 2021 年冬季出现极寒

天气的不确定性（空调负荷增量按-5～+35 万千瓦计算），预

测 2021-2022 年冬季镇江地区调度最高负荷区间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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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525 万千瓦。综合考虑，预计 2021-2022 年冬季镇江地

区调度最高负荷约为 505 万千瓦，增长 8.83%。

5.4.2 2021-2022 年冬季电力平衡情况分析

镇江全市电力平衡分析基于 220 千伏网架结构，分东西两

片分别进行分析。以下分析均针对镇江区域统调设备展开，表

征的是电网的最大供电能力与最高负荷之间的裕度，如果出现

特高压故障、缺煤（气）导致机组降负荷、发电机组故障跳机

等导致电网供电能力出现严重问题，供电裕度也将大打折扣。

（1）东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统调）

预计 2021-2022 年冬季夏季镇江东部电网最高负荷为 275

万千瓦（统调），镇江燃机 220 千伏机组出力 88 万千瓦，梦

溪变和访仙变合计供电能力为 255万千瓦（受负荷分布不均衡

影响），预计今年冬季高峰期间镇江东部电网供电裕度 68 万

千瓦，有一定的裕度，但在负荷高峰时期，需要镇江燃机发挥

顶峰作用。

表 9：镇江东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镇江东部电网 数值（万千瓦）

最高负荷预计 275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343

镇江燃机 88
梦溪变 140
访仙变 160

供电裕度 68

（2）西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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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21年夏季镇江西部电网最高负荷为 235万千瓦（统

调），谏壁新厂和镇江电厂 220千伏机组合计出力 91 万千瓦，

上党四台主变供电能力为 265 万千瓦，除满足西部地区负荷需

求外，还有较大的裕度。

表 10：镇江西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镇江西部电网 数值（万千瓦）

最高负荷预计 235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356

其中：谏壁新厂（220千伏部分） 64

镇江电厂（220千伏部分） 27

上党变（2台）+上党新（2台） 115+150

供电裕度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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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预案调控目标

根据省发改委、省电力公司统一部署，今年我市有序用电

方案编制错峰负荷总量为 61 万千瓦，其中有序用电错峰限电

负荷指标为 27 万千瓦，电力供应应急预案指标为 34 万千瓦，

按照分片分区、分级预警的原则，综合各地区用电负荷、用电

量及负荷特性，分解下达各辖市预案调控目标。

表 11：各辖市有序用电调控负荷

序号 县（市、区）
调控负荷（万千瓦）

Ⅳ级 Ⅲ级 Ⅱ级 Ⅰ级

1 市区 4 8 11.9 26.9

2 丹阳 3.3 6.6 10 22.6

3 句容 1.2 3.0 3.7 6.7

4 扬中 1.0 2.1 2.7 4.8

全市 9.5 19.7 28.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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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2021年有序用电方案和电力供应应急预案简介

7.1 方案概述

《镇江市 2021 年有序用电方案和电力供应应急预案》包

含《有序用电方案》、《电力供应应急预案》两个子方案。根

据不同的应急等级以及不同容量的电力缺口，单独或组合实施

各子方案，在电网缺口不同状态下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案，从而

达到有效、合理控制负荷的目的。2021 年我们按照省发改委

和省电力公司在编制有序用电方案和电力供应应急预案同时，

优先考虑安排需求响应手段的要求，实现有序用电管理从行政

性指令向市场化方式的转变，将参与需求响应的 161户用户全

部纳入有序用电方案编制，工业用户 35 户，约定容量 31.48

万千瓦，非工空调 126 户，可限空调负荷 3.6 万千瓦，作为方

案首轮，在出现全网或局部区域电力缺口时，通过优先开展需

求响应缓解供需矛盾，尽可能的保障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正常开展，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经济稳定运行。参与方案总户

数为 1165户，其中工业企业 1039 户，非工空调用户 126 户。

有序用电方案涉及用户 444 户，最大控制负荷 40.6 万千

瓦；电力供应应急预案涉及用户 1165户，最大控制负荷 70.1

万千瓦，最大可控负荷可以满足全市 61 万千瓦的电力缺口。

此外，为考虑东部访晋分区突发状况和全市突发性电力缺

口严重状况，今年还专门编制了东部方案和非连续生产工业企

业调休方案。其中东部案总户数为 451 户，最大控制负荷 51.5

万千瓦。



1 最大可限能力（可控负荷）仅表征方案所有用户组累计可限的最大负荷，并不是

实际要限制的总负荷值，主要基于用户生产负荷调整、负荷变化等，确保满足方

案调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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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休方案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电力缺口严重状况而编制的，

全市 678 户非连续性生产企业全部参与，只保留经济运行负荷，

本方案可限负荷 21.3 万。
表 12：2021 年方案汇总表

单位：万千瓦
有序用电方案 电力供应应急预案

县（市、区） 户数
最大

可控负荷
户数

最大
可控负荷

市区 298 11.9 638 26.9

丹阳 82 20.2 202 27.9

句容 11 3.0 181 6.7

扬中 53 5.5 144 8.55

全市 444 40.6 1165 70.1

表 13：2021 年东部方案汇总表
单位：万千瓦

有序用电方案 电力供应应急预案

县（市、区） 户数
最大

可控负荷
户数

最大
可控负荷

市区 72 10.8 105 15.0

丹阳 82 20.2 202 27.9

扬中 53 5.5 144 8.6

全市 207 36.5 451 51.5

7.2 子方案概述

7.2.1 有序用电方案

本方案适用于地区内可预见性电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

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电网供电不足，需控制负荷的

情况。



1 最大可限能力（可控负荷）仅表征方案所有用户组累计可限的最大负荷，并不是

实际要限制的总负荷值，主要基于用户生产负荷调整、负荷变化等，确保满足方

案调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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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要求：27万千瓦

受控对象：主要为响应速度较快的高耗能企业、大工业用

户以及非工用户，涉及用户 444 户，最大可限能力 1为 40.6 万

千瓦。主要受控对象为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用户、非工空调

用户以及普通工业用户，主要包含冶金业、建材业、炼焦加工

业等负荷控制响应速度较快的行业。该方案根据可限能力分为

需求响应 1 组、需求响应 2 组...需求响应 N 组，高耗能 1 组、

高耗能 2 组...高耗能 N 组，应急 1 组、应急 2 组...应急 N 组，

普通用户 1 组、普通用户 2 组...普通用户 N 组，执行时根据负

荷缺口的大小按组别顺序单组或组合滚动执行，达到迅速控制

负荷的目的。

7.2.2 电力供应应急预案

本预案适用于当主设备故障、大机组跳闸、负荷突变等情

况下，需配合有序用电方案控制负荷的情况。有序用电方案全

部启动仍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通过对电力供应应急预案用户

实施错避峰、调休等限电方式，达到限制负荷的目的。

容量要求：34万千瓦

本方案主要受控对象为非高耗能用电大户、中小企业，主

要包含金属制品业、机械业、电子机电业、交通设备业、化工

企业，光学玻璃、太阳能产业等行业，，涉及用户 1065 户，

最大可限能力 1为 70.1万千瓦。该方案根据可限能力及错峰形

式分为应急 1 组、应急 2 组...应急 N 组，调休 1 组、调休 2 组...



1 最大可限能力（可控负荷）仅表征方案所有用户组累计可限的最大负荷，并不是

实际要限制的总负荷值，主要基于用户生产负荷调整、负荷变化等，确保满足方

案调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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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休 N 组，化工轮停组，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轮停组，普通

用户轮休组，高耗能应急组，夏季检修组，执行时根据负荷缺

口的大小按组别顺序优先启动检修组、滚动启动应急组，再滚

动启动调休组、化工轮停组、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轮停组以达

到控制负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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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其他方案

7.3.1 需求响应方案

需求响应方式下分为工业约定需求响应组及非工实时需

求响应组。工业需求响应分组涉及用户 35 户，最大可响应能

力为 31.48 万千瓦，涵盖通过负荷集成商聚成用户及自主申报

用户（该数据为 2020 年需求响应复审通过名单，今年的明细

待申报确认后再行调整）。非工需求响应分组涉及用户 126

户，响应能力约 2 万千瓦，涵盖了全市已完成中央空调刚性或

柔性改造的非工用户以及完成非生产性负荷刚性改造的工业

用户。

针对可预知的电网调控需求，优先启动约定需求响应，该

方式具备计划性，便于用户安排生产和负荷集成商组织实施。

电网存在快速响应或紧急调控需求时，可启动实时需求响应，

由电网企业直接调用该部分负荷资源，事后予以响应激励，是

处置不可预见突发事故等场景的重要调控手段。

做好路灯、景观照明的节电管理。夏季持续用电高峰期间

(7 月、8 月)，合理限制景观照明、亮化工程用电。晚峰期间

（18:30-22:00），原则上城市路灯减开一半，除重要节日、活

动外，在晚峰期间（18:30-22:00），城市建筑、风景区的亮化

照明一律关闭，各娱乐场所、酒楼等商业用户的霓虹灯及各行

政事业单位景观照明一律关闭，大约可控制负荷 1.78万。

7.3.2 调休方案

本方案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电力缺口严重状况而编制的，全

市 678户非连续性生产企业(企业清单需工信局确认)全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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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保留保安负荷，本方案可限负荷 21.3 万。

7.3.3 东部方案

镇江东部电网主要由丹阳、扬中和市区的大港新区组成，

为应对东部电网有可能出现分区缺口，特制定本方案，总户数

为 451户，最大控制负荷 51.5 万千瓦。

7.4 方案启动原则

1.出现以下情况时，需及时启动有序用电方案

（1）因用电负荷增加，全网或局部电网出现电力缺口；

（2）因突发事件造成电力供应不足，且 48 小时内无法恢

复正常供电能力。

2.全网或局部电网出现电力缺口，并已执行有序用电方案

后，仍存在电力供需失衡情况时，需及时启动电力供应应急预

案。启动有序用电方案时，应严格执行分级响应原则，出现电

力供应缺口时应首先启动高耗能分组，待控制负荷不能达到要

求时，再按序投入相应方案组，使地区负荷达到平衡。为体现

有序用电公平承担的原则，减少错避峰对用户生产经营安排的

不利影响，保障用户在电力供需失衡的情况下仍能有计划的组

织安排生产，所有的组别均将滚动实施。

7.5 各地区实施方案

7.5.1 全市实施方案

全市实施方案按短时紧急错峰、长期阶段错峰和负荷缺口

分为方案一、二、三、四，可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或组合实施。

方案一：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 10 万且由于地区内可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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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电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

电网短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具体方案如下。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工业组（鹤林水泥、金东纸业等）、

水泥建材组（兴力石料、四海混凝土等）、钢铁 1、2 组（鸿

泰钢铁、通达铜材等）、应急 1 组（凯迩必机械、亚星系泊链

等） 、其它高耗能组（金海宏业、道达尔润滑油等）；

丹阳：需求响应工业 1、2 组（沃得机电、大力神、龙江

钢铁、天工工具等）；

句容：需求响应工业 1、2、3 组滚动执行（台泥水泥、巨

宝精密等）；

扬中：需求响应 1 组（大地水泥、荣德新能源等）、普通

2、3、4 组（凯悦铜材、中海粮油、天辰硅材料等）。

该方案只限制用户的辅助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

动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全市参与用户 159 户，

最大可限负荷 26 .1 万。

方案二：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 20 万且由于地区内可预见

性电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

电网短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具体方案如下。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万达广场、宝龙广场等）、

应急 2 组（飞亚轴承、孚能科技等）；

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王府酒店、金色阳光大酒店

等）、高耗能 1、2 组（中冶东方、龙江钢铁、天工工具）、

非工用户组（丹阳八佰伴、新城吾悦等）；

句容：需求响应工业 1、2、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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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普通 5 组（大全集团、吉星新材料等）。

该方案限制用户的部分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动

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方案二是在方案一实施的

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全市参与用户 358户，最大可限负荷 45 .76

万。

方案三：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 30 万且由于地区内可预见

性电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

电网短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具体方案如下。

镇江市区：应急 3 组（镇江电子管厂、恒泰实业等）；

丹阳：应急 1、2 组（飞达重工、长丰纸业等）；

句容：需求响应工业 1、2、3 组、普通工业 1、2、3 组；

扬中：空调组（扬中苏果、雨润广场等）。

由于负荷缺口进一步增加，该方案将限制部分用户的主要

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动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

到最小，方案三是在方案二实施的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全市参

与用户 904 户，最大可限负荷 65.58万。

方案四：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 30-61万，由于主设备故障、

大机组跳闸、天然气短缺造成燃气机组出力不足、风力，水力

由于天气原因出力严重下降，全网负荷突变等情况下且缺电时

间可预见性超过 7 天的阶段性缺电的情况，有序用电方案全部

启动仍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将对电力供应应急预案用户实施

错避峰、调休等限电方式，达到限制负荷的目的，具体方案如

下。

镇江市区：化工 1、2、3 轮休组（东普新材料、索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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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化工等）；

丹阳：轮休 1、2 组（共创铸业、众鑫交通器材等）；

句容：普通用户 1-3组轮休；

扬中：普通 6、7 组（飞跃橡胶、蜂巢动力等）。

由于负荷缺口进一步增加，且为可预见的阶段性缺电，该

方案是每个地区都加入不能参与紧急避峰企业的轮休，轮流错

峰周期非化工用户一般以一周为单位，一旦化工用户参与则以

10 天为周期，另周期可视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不影响电网

安全的前提下所有组别和用户可以根据生产情况进行适当调

整。方案四是在方案三实施的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全市参与用

户 1165 户，最大可限负荷 70.1 万。

7.5.2 东部实施方案

东部地区实施方案按短时紧急错峰、长期阶段错峰和负荷

缺口分为方案一、二、三、四，可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或组合实

施。

东部方案一：当东部地区负荷缺口达到 10 万且由于地区

内可预见性电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

造成当前电网短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具体方案

如下。

镇江市区东：镇江市区 1 组（东部）、2 组（东部）；

丹阳：需求响应工业 1、2 组（沃得机电、大力神、龙江

钢铁、天工工具等）；

扬中：需求响应 1 组（大地水泥、荣德新能源等）、普通

2、3、4 组（凯悦铜材、中海粮油、天辰硅材料等）。



34

该方案只限制用户的辅助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

动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参与用户 87 户，最大

可限负荷 15.78万。

东部方案二：当东部地区负荷缺口达到 20 万且由于地区

内可预见性电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

造成当前电网短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具体方案

如下：

镇江市区东：镇江市区 1 组（东部）、2 组（东部）、3

组（东部）、4 组（东部）轮流错峰；

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王府酒店、金色阳光大酒店

等）、高耗能 1、2 组（中冶东方、龙江钢铁、天工工具）、

非工用户组（丹阳八佰伴、新城吾悦等）；

扬中：普通 5 组（大全集团、吉星新材料等）。

该方案限制用户的部分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动

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方案二是在方案一实施的

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参与用户 131户，最大可限负荷 28.89 万。

东部方案三：当东部地区负荷缺口达到 30 万且由于地区

内可预见性电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

造成当前电网短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具体方案

如下。

镇江市区东：镇江市区 1 组（东部）、2 组（东部）、3

组（东部）、4 组（东部）、5 组（东部）轮流错峰；

丹阳：应急 1、2 组（飞达重工、长丰纸业等）；

扬中：空调组（扬中苏果、雨润广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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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负荷缺口进一步增加，该方案将限制部分用户的主要

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动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

到最小，方案三是在方案二实施的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参与用

户 236户，最大可限负荷 41.29 万。

东部方案四：当东部地区负荷缺口达到 30-61 万，由于主

设备故障、大机组跳闸、天然气短缺造成燃气机组出力不足、

风力，水力由于天气原因出力严重下降，全网负荷突变等情况

下且缺电时间可预见性超过 7 天的阶段性缺电的情况，有序用

电方案全部启动仍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将对电力供应应急预

案用户实施错避峰、调休等限电方式，达到限制负荷的目的，

具体方案如下：

镇江市区东：因负荷无法达到对半轮流错峰，将以镇江市

区（东部）3 组-5 组(均为化工组)为基础，根据生产情况与镇

江市区 1 组（东部）、2 组（东部）中的用户轮流替换。

丹阳：轮休 1、2 组（共创铸业、众鑫交通器材等）

扬中：普通 6、7 组（飞跃橡胶、蜂巢动力等）

由于负荷缺口进一步增加，且为可预见的阶段性缺电，该

方案是每个地区都加入不能参与紧急避峰企业的轮休，轮流错

峰周期非化工用户一般以一周为单位，一旦化工用户参与则以

10 天为周期，另周期可视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不影响电网

安全的前提下所有组别和用户可以根据生产情况进行适当调

整。方案四是在方案三实施的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参与用户

451 户，最大可限负荷 50.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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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市区实施方案

本方案分为有序用电方案和电力供应应急预案。将在电

网缺口不同状态下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案，从而达到有效、合理

控制负荷的目的。两套方案涉及用户共有 638 户，最大可限负

荷 60.84 万千瓦左右。方案最大可控负荷可以满足市区 26.9

万千瓦的电力缺口。

表 14：镇江市区有序用电用户分组表

序号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1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73 2.334

2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工业用户组 18 19.579

3 镇江市区钢铁1组 1 13.86

4 镇江市区钢铁2组 16 0.233

5 镇江市区水泥建材组 35 0.336

6 镇江市区其它高耗能组 19 0.369

7 镇江市区应急1组 30 4.034

8 镇江市区应急2组 96 4.024

9 镇江市区应急3组 298 4.004

10 镇江市区化工1组 1 4.000

11 镇江市区化工2组 2 4.09

12 镇江市区化工3组 49 3.975

合计 638 60.838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用户组都在首轮参与错峰，其他组别作

为需求响应组的后备或补充。

当预计出现 IV 级缺口（4 万千瓦及以下）时优先启动需

求响应工业用户组（主要参与需求响应的工业用户，可限负荷

4 万千瓦）。第二轮启动镇江市区钢铁 1 组（主要为钢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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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4 万千瓦），镇江市区钢铁 2 组（主要为

钢铁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0.233万千瓦），镇江市区水泥

建材组（主要为水泥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0.336 万千瓦），

镇江市区其它高耗能组（主要为除钢铁、水泥化工外的高耗能

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0.369 万千瓦）、镇江市区应急 1 组

（主要为普通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3.062 万千瓦）。

出现缺口时首先启动需求响应用户组，如响应未能达到目

标则投入钢铁组、水泥建材等组别作为补充。另外部分用户只

限部分生产负荷，例如钢铁 1 组最大可限负荷 13 万千瓦，但

在Ⅳ级情况下只限 4 万千瓦。具体可限负荷安排见《镇江市区

方案一实施表》。

表 15：镇江市区方案一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Ⅳ级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工业用户组 18 4
镇江市区钢铁1组 1 4 备用

镇江市区钢铁2组 16 0.233 备用

镇江市区水泥建材组 35 0.336 备用

镇江市区其它高耗能组 19 0.369 备用

镇江市区应急1组 30 3.062 备用

合计 119 12

当出现 III 级缺口（4 万千瓦-8 万千瓦）时优先启动镇江

市区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主要参与需求响应的非工用户，可

限负荷 2.334 万千瓦）、镇江市区需求响应工业用户组（主要

参与需求响应的工业用户，可限负荷 5.666 万千瓦）、镇江市

第二轮启动镇江市区钢铁 1 组（主要为钢铁企业生产负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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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负荷 8 万千瓦），镇江市区钢铁 2 组（主要为钢铁企业生产

负荷，可限负荷 0.233万千瓦）、镇江市区水泥建材组（主要

为水泥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0.336 万千瓦）、镇江市区其

它高耗能组（主要为除钢铁、水泥化工外的高耗能企业生产负

荷，可限负荷 0.369 万千瓦）、镇江市区应急 1 组（主要为普

通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4.034 万千瓦）、镇江市区应急 2

组（主要为普通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3.028 万千瓦）。

其中涉及空调用户参加时操作：12月、1 月和 2 月这三个

月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和工业用户组限早腰晚峰。出现缺口时

首先启动需求响应用户组，如响应未能达到目标则投入钢铁 1、

2 组、水泥建材组、其他高耗能组、应急 1 组和应急 2 组作为

补充。另外部分用户只限部分生产负荷，例如钢铁 1 组最大可

限负荷 13 万千瓦，但在Ⅲ级情况下只限 8 万千瓦。具体可限

负荷安排见《镇江市区方案二实施表 1》。

表 16：镇江市区方案二实施表 1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Ⅲ级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73 2.334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工业用户组 18 5.666
镇江市区钢铁1组 1 8 备用

镇江市区钢铁2组 16 0.233 备用

镇江市区水泥建材组 35 0.336 备用

镇江市区其它高耗能组 19 0.369 备用

镇江市区应急1组 30 4.034 备用

镇江市区应急2组 96 3.028 备用

合计 28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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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空调用户不参加时操作：11月、6 月和 9 月这三个月

因空调负荷基本没有，故空调用户所在组不参与错峰。出现缺

口时首先启动需求响应用户组，如响应未能达到目标则投入钢

铁 1、2 组、水泥建材组、其他高耗能组、应急 1 组和应急 2

组作为补充。另外部分用户只限部分生产负荷，例如钢铁 1

组最大可限负荷 13 万千瓦，但在Ⅲ级情况下只限 8 万千瓦。

具体可限负荷安排见《镇江市区方案二实施表 2》。

表 17：镇江市区方案二实施表 2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Ⅲ级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工业用户组 18 8
镇江市区钢铁1组 1 8 备用

镇江市区钢铁2组 16 0.233 备用

镇江市区水泥建材组 35 0.336 备用

镇江市区其它高耗能组 19 0.369 备用

镇江市区应急1组 30 4.034 备用

镇江市区应急2组 96 3.028 备用

合计 215 21．67

当预计出现Ⅱ级缺口（8 万千瓦-11.9万千瓦）时优先启动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主要参与需求响应的非工用户，

可限负荷 2.334万千瓦）、镇江市区需求响应工业用户组（主

要参与需求响应的工业用户，可限负荷 9.566万千瓦）。第二

轮启动镇江市区钢铁 1 组（主要为钢铁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

荷 11.9 万千瓦），镇江市区钢铁 2 组（主要为钢铁企业生产

负荷，可限负荷 0.233万千瓦）、镇江市区水泥建材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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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泥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0.336 万千瓦）、镇江市区其

它高耗能组（主要为除钢铁、水泥化工外的高耗能企业生产负

荷，可限负荷 0.369 万千瓦）、镇江市区应急 1 组（主要为普

通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4.034 万千瓦）、镇江市区应急 2

组（主要为普通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4.024 万千瓦）、镇

江市区应急 3 组（主要为普通企业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2.904

万千瓦）。

出现缺口时首先启动需求响应用户组和非工用户组，如响

应未能达到目标则投入钢铁 1、2 组、水泥建材组、其他高耗

能组、应急 1 组、应急 2 组和应急 3 组作为补充。另外部分用

户只限部分生产负荷，例如钢铁 1 组最大可限负荷 13 万千瓦，

但在Ⅱ级情况下只限 11.9 万千瓦。具体可限负荷安排见《镇江

市区方案三实施表》。

表 18：镇江市区方案三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Ⅱ级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73 2.334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工业用户组 18 9.566

镇江市区钢铁1组 1 11.9 备用

镇江市区钢铁2组 16 0.233 备用

镇江市区水泥建材组 35 0.336 备用

镇江市区其它高耗能组 19 0.369 备用

镇江市区应急1组 30 4.034 备用

镇江市区应急2组 96 4.024 备用

镇江市区应急3组 298 2.904 备用

合计 586 35．7

当预计出现Ⅰ级缺口（11.9 万千瓦-26.9 万千瓦）时所有组

别均限早腰晚峰。出现缺口时首先启动需求响应用户组，高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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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组，再启动应急组。具体可限负荷安排见《镇江市区方案四

实施表》。

表 19：镇江市区方案四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Ⅰ级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73 2.334
镇江市区需求响应工业用户组 18 19.579

镇江市区钢铁1组 1 13.86
镇江市区钢铁2组 16 0.233

镇江市区水泥建材组 35 0.336
镇江市区其它高耗能组 19 0.369

镇江市区应急1组 30 4.034
镇江市区应急2组 96 4.024
镇江市区应急3组 298 4.004
镇江市区化工1组 1 4.000
镇江市区化工2组 2 4.09
镇江市区化工3组 49 3.975

合计 638 60．838

在长时间出现Ⅰ级缺口时在连续性生产高耗能组全部投入

的情况下，非连续性生产应急组采用轮休方案，其中应急 2

组在周一、周二、周三休，应急 1 组在周四、周五、周六、周

日休，另外追加投入镇江市区化工 1-3 组（主要为化工企业辅

助生产负荷或部分生产负荷，可限负荷 4 万千瓦左右），其中

化工 1 组在第 1 个 10 天休、化工 2 组在第 2 个 10 天休，化工

3 组在第 3 个 10 天休，化工 3 组结束后再从化工 1 组开始循

环。具体可限负荷安排见《镇江市区有序用电轮休实施方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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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镇江市区有序用电轮休实施方案表

保障用电
时间

组别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镇江市区
应急1组

保障
用电

保障
用电

保障
用电

镇江市区
应急2组

保障
用电

保障
用电

保障
用电

保障
用电

镇江市区
化工1组

第1个
10天限

第1个
10天限

第1个
10天限

第1个
10天限

第1个
10天限

第1个
10天限

第1个
10天限

镇江市区
化工2组

第2个
10天限

第2个
10天限

第2个
10天限

第2个
10天限

第2个
10天限

第2个
10天限

第2个
10天限

镇江市区
化工3组

第3个
10天限

第3个
10天限

第3个
10天限

第3个
10天限

第3个
10天限

第3个
10天限

第3个
10天限

市区东部实施方案：

表 21：镇江市区东部电网有序用电用户分组表

序号 组别 户数 最大可限负荷（万千瓦）

1 镇江市区1组（东部） 45 2.53

2 镇江市区2组（东部） 10 2.81

3 镇江市区3组（东部） 3 2.93

4 镇江市区4组（东部） 14 2.54

5 镇江市区5组（东部） 33 5.00

合计 105 15.81

方案执行：

表 22：镇江市区东部方案一实施表

组别 户数 最大可限负荷（万千瓦）

Ⅳ级
镇江市区 1 组（东部） 45 2.53
镇江市区 2 组（东部） 8 2.81

合计 53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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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区 1 组（东部）、2 组（东部）轮流错峰。

表 23：镇江市区东部方案二实施表

组别 户数 最大可限负荷（万千瓦）

Ⅲ级

镇江市区 1 组（东部） 45 2.53

镇江市区 2 组（东部） 8 2.81

镇江市区 3 组（东部） 2 2.93

镇江市区 4 组（东部） 13 2.54

合计 67 10.81

镇江市区 1 组-2 组（东部）、镇江市区 3 组-4 组（东部）、

镇江市区 5 组（东部）轮流错峰。

表 24：镇江市区东部方案三实施表

组别 户数 最大可限负荷（万千瓦）

Ⅱ级

镇江市区 1 组（东部） 45 2.53
镇江市区 2 组（东部） 8 2.81
镇江市区 3 组（东部） 2 2.93
镇江市区 4 组（东部） 13 2.54
镇江市区 5 组（东部） 31 5.00

合计 99 15.81

镇江市区 1 组-3 组（东部）、镇江市区 4 组-5 组（东部）

轮流错峰。

表 25：镇江市区东部方案四实施表

组别 户数 最大可限负荷（万千瓦）

Ⅰ级

镇江市区 1 组（东部） 45 2.53
镇江市区 2 组（东部） 8 2.81
镇江市区 3 组（东部） 2 2.93
镇江市区 4 组（东部） 13 2.54
镇江市区 5 组（东部） 31 5.00

合计 99 15.81

因负荷无法达到对半轮流错峰，将以镇江市区 3 组-5 组（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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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组)为基础，根据生产情况与镇江市区 1 组（东部）、镇

江市区 2 组（东部）中的用户轮流替换。

轮流错峰周期非化工用户一般以一周为单位，一旦化工用

户参与则以半月为周期，另周期可视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不

影响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所有组别和用户可以根据生产情况进

行适当调整。

市区调休方案：

镇江市区非连续性调休用户 298 户，将其生产负荷调至指

定日期，可调负荷 4 万千瓦左右。具体见《2021 年镇江市区

调休方案明细表》。

7.5.4 丹阳实施方案

本方案分为有序用电方案和电力供应应急预案。将在电网

缺口不同状态下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案，从而达到有效、合理控

制负荷的目的。两套方案涉及用户共有 202 户，其中有序用电

方案涉及用户 82户，最大控制负荷 20.209 万千瓦；电力供应

应急预案涉及用户 202 户，最大控制负荷 27.956 万千瓦。方

案最大可控负荷可以满足丹阳地区 22.6 万千瓦的电力缺口。

表 26：丹阳有序用电用户分组表

序号 组别 户次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1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组 7 3.3
2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组 7 3.3
3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6 0.134
4 镇江丹阳非工用户组 13 0.24
5 镇江丹阳高耗能1组 1 3.3
6 镇江丹阳高耗能2组 2 3.3
7 镇江丹阳应急1组 7 3.3
8 镇江丹阳应急2组 39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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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户次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9 镇江丹阳轮休1组 53 3.892
10 镇江丹阳轮休2组 67 3.855

合计 204 27.956
注：需求响应组都在首轮参与错峰。各组将根据不同的负荷缺口轮流进行错峰。

丹阳地区实施方案：

当预计出现 IV 级缺口（3.3 万千瓦以下）时投入镇江丹阳

需求响应工业用户 1 组（可限负荷 3.3 万千瓦）和镇江丹阳需

求响应工业用户 2 组（可限负荷 3.3 万千瓦），其中需求响应

工业用户 1 组、需求响应工业用户 2 组滚动投入执行。具体可

限负荷安排见《丹阳方案一实施表》。

表 27：丹阳方案一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Ⅳ级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
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
组

7 3.3 限早腰晚

合计 14 6．6

当预计出现 III 级缺口（3.3 万千瓦-6.6 万千瓦）时首先投

入镇江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可限负荷 0.134 万千瓦）和

镇江丹阳非工用户组（可限负荷 0.24 万千瓦），然后投入镇

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 1 组（可限负荷为 3.3 万千瓦）、镇

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 2 组（可限负荷均为 3.3 万千瓦）以

及镇江丹阳高耗能 1 组（可限负荷 3.3 万千瓦）、镇江丹阳高

耗能 2 组（可限负荷 3.3 万千瓦），其中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

业用户 1 组、2 组和镇江丹阳高耗能 1 组、2 组轮动执行。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和镇江丹阳非工用户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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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时操作：12 月、1 月和 2 月这三个月镇江丹阳需求响应非工

用户组和镇江丹阳非工用户组限早腰晚峰。具体可限负荷安排

见《丹阳方案二实施表 1》。

表 28：丹阳方案二实施表 1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Ⅲ级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
组

8 0.134 限早腰晚且仅在
11、12、1月投

入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

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
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高耗能1组 1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高耗能2组 2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非工用户组 13 0.24 限早腰晚且仅在

11、12、1月投
入

合计 38 13．57

其中非工用户组不参加时操作：11月、6 月和 9 月这三个

月因空调负荷较少，故非工用户组不参与错峰。因此投入镇江

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 1 组（可限负荷为 3.3 万千瓦）、镇江

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 2 组（可限负荷均为 3.3 万千瓦）以及

镇江丹阳高耗能 1 组（可限负荷 3.3 万千瓦）、镇江丹阳高耗

能 2 组（可限负荷 3.3 万千瓦），其中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

用户 1 组、2 组和镇江丹阳高耗能 1 组、2 组轮动执行。具体

可限负荷安排见《丹阳方案二实施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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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丹阳方案二实施表 2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Ⅲ
级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高耗能1组 1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高耗能2组 2 3.3 限早腰晚

当预计出现Ⅱ级缺口（6.6 万千瓦-10 万千瓦）时首先投入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镇江丹阳非工用户组，然后投

入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 1 组、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

户 2 组、镇江丹阳高耗能 1 组、镇江丹阳高耗能 2 组以及镇江

丹阳应急 1 组、镇江丹阳应急 2 组，其中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

业用户 1 组、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 2 组，镇江丹阳高耗

能 1 组、镇江丹阳高耗能 2 组以及镇江丹阳应急 1 组、镇江丹

阳应急 2 组轮动行。具体可限负荷安排见《镇江丹阳方案三实

施表》。

表 30：丹阳方案三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Ⅱ级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8 0.134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高耗能1组 1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高耗能2组 2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应急1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应急2组 39 3.335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非工用户组 13 0.24 限早腰晚

合计 8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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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计出现Ⅰ级缺口（10 万千瓦-22.6 万千瓦）时投入镇江

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镇江丹阳非工用户组、镇江丹阳需

求响应工业用户 1 组、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 2 组镇江丹

阳高耗能 1 组、镇江丹阳高耗能 2 组以及镇江丹阳应急 1 组、

镇江丹阳应急 2 组、镇江丹阳轮休 1 组、镇江丹阳轮休 2 组，

其中镇江丹阳轮休 1 组、镇江丹阳轮休 2 组轮动执行，其他组

别全部投入执行。具体可限负荷安排见《镇江丹阳方案四实施

表》。

表 31：丹阳方案四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Ⅰ级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8 0.134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高耗能1组 1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高耗能2组 2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应急1组 7 3.3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应急2组 39 3.335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轮休1组 53 3.892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轮休2组 67 3.855 限早腰晚

镇江丹阳非工用户组 13 0.24 限早腰晚

合计 204 27．96

丹阳调休方案

丹阳非连续性调休用户 112户，将其生产负荷调至指定日

期，可调负荷 7.5 万千瓦左右。具体见《2021 年丹阳调休方案

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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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句容实施方案

表 32：句容有序用电用户分组表

序号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1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5 0.189
2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组 2 1.213
3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组 2 1.127
4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3组 2 1.152
5 镇江句容1组 20 0.8019
6 镇江句容轮休2组 25 0.6941
7 镇江句容轮休3组 28 0.8568
8 镇江句容轮休4组 25 0.7747
9 镇江句容轮休5组 29 0.6162
10 镇江句容轮休6组 22 0.7089
11 镇江句容轮休7组 21 0.5912

合计 181 8.725

非工用户组都在首轮参与错峰。各组将根据不同的负荷缺

口轮流进行错峰，一般轮流周期为 10 天。

预计出现 IV 级缺口（1.2 万千瓦及以下）时投入需求响应

工业用户 1、2、3 组进行滚动投入执行。

表 33：句容方案一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句容市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组 2 1.21

句容市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组 2 1.23

句容市需求响应工业用户3组 2 1.25

合计 6 3．69

预计出现 III 级缺口（1.2 万千瓦-3.0 万千瓦）时需求响应

工业用户 1、2、3 组需全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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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句容方案二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组 2 1.21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组 2 1.23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3组 2 1.25

3．69

预计出现Ⅱ级缺口（3.0 万千瓦-4.4 万千瓦）时投入需求响

应工业用户 1、2、3 组、非工需求响应组和普通工业 1、2、3

组滚动叠加执行。

表 35：句容方案三实施方案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II级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5 0.19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组 2 1.21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组 2 1.23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3组 2 1.25

镇江句容普通1组 55 1.63

镇江句容普通2组 57 1.61

镇江句容普通3组 58 1.78

合计 181 8.9

当电网负荷出现Ⅰ级缺口（4.4-6.7 万千瓦）时需求响应工

业用户 1、2、3 组、非工需求响应组和普通工业 1、2、3 组滚

动叠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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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句容方案四施方案表

级别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I级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非工用户组 5 0.19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1组 2 1.21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2组 2 1.23
镇江句容需求响应工业用户3组 2 1.25

镇江句容普通1组 55 1.63
镇江句容普通2组 57 1.61
镇江句容普通3组 58 1.78

合计 181 8.9

7.5.6 扬中实施方案

预计出现 IV 级缺口（1.0 万千瓦以下）时投入，由扬中空

调组和扬中市需求响应组 1、扬中市普通组 2、扬中市普通组

3、扬中市普通组 4 滚动执行；预计出现 III 级缺口（1.0 万千

瓦-2.1 万千瓦）时在 IV 级基础上每两组滚动执行，或扬中市

需求响应组 1 和普通组 2、3、4、5 普通空调组两两滚动执行；

预计出现Ⅱ级缺口（2.1 万千瓦-2.7 万千瓦）时在 III 级基础上

追加投入扬中市普通组 6、普通组 7;所有组别参与滚动。预计

出现Ⅰ级缺口（2.7 万千瓦-4.8 万千瓦）时，所有组别参与滚动，

具体投入组别将视电网缺口大小和用户实际用电情况灵活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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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扬中有序方案用电用户分组表

序号 组别 户次 最大可限负荷（万千瓦）
1 扬中市空调组 27 0.77

2 扬中市需求响应组1 3 1.8
3 扬中市普通组2 4 0.400
4 扬中市普通组3 8 0.9
5 扬中市普通组4 5 0.74
6 扬中市普通组5 6 0.670
7 扬中市普通组6 47 1.29
8 扬中市普通组7 44 1.97

合计 144 8．54

预计出现 IV 级缺口（1 万千瓦及以下）时优先启动扬中

市需求响应组 1（主要参与需求响应的工业用户，可限负荷 1.8

万千瓦）。第二轮启动扬中市普通组 2、扬中市普通组 3、扬

中市普通组 4。

表 38：扬中方案一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Ⅳ
级

扬中市需求响应组1 3 1.8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2 4 0.4 备用

扬中市普通组3 8 0.9 备用

扬中市普通组4 5 0.74 备用

合计 20 3．84

预计出现 III 级缺口（1.0 万千瓦-2.1 万千瓦）时在扬中市

需求响应组 1、扬中市普通组 2、扬中市普通组 3、扬中市普

通组 4 每三组滚动执行，时间超过三天，则投入扬中市普通组

5，参与和扬中市需求响应组 1、扬中市普通组 2、扬中市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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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3、扬中市普通组 4 的两两滚动。

表 39：扬中方案二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III级

扬中市需求响应组1 3 1.8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2 4 0.4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3 8 0.9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4 5 0.74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5 6 0.67 限早腰晚

合计 26 4．51

预计出现Ⅱ级缺口（2.1 万千瓦-2.7 万千瓦）时投入在 III

级基础上追加投入扬中空调组，即扬中市需求响应组 1 与（扬

中市空调组、普通组 2、普通组 3、普通组 4）中的两组，每

三组滚动执行。时间超过三天，则投入扬中市普通组 5，参与

扬中市空调组和扬中市需求响应组 1、扬中市普通组 2、扬中

市普通组 3、扬中市普通组 4 的每三组滚动。

表 40：扬中方案三实施表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II级 扬中市空调组 27 0.77 限早腰晚

扬中市需求响应组1 3 1.8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2 4 0.4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3 8 0.9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4 5 0.74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5 6 0.67 限早腰晚

合计 53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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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Ⅰ级缺口（2.7 万千瓦-4.8 万千瓦）时，（扬中市

需求相应组 1、扬中市普通组 6、普通组 7）中的两组与（扬

中空调组、扬中市普通组 2、普通组 3、普通组 4、普通组 5）

中两组，每四组滚动执行。若超过 5 万负荷控制指标，按顺序

追加投入。

表 41：扬中方案四实施表

Ⅰ级 组别 户数 可限负荷
（万千瓦）

备注

扬中市空调组 27 0.77 限早腰晚
扬中市需求响应组1 3 1.8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2 4 0.4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3 8 0.9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4 5 0.74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5 6 0.67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6 47 1.29 限早腰晚
扬中市普通组7 44 1.97 限早腰晚

合计 144 8．54

扬中调休方案

扬中非连续性调休用户 102 户，将其生产负荷调至指定日

期，可调负荷 4.8 万千瓦左右。具体见《2021 年扬中调休方案

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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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扬中有序用电轮休实施方案表

保障用电
时间

组别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扬中市光
伏组 1

第一个
10天限

第一个
10天限

第一个
10天限

第一个
10天限

第一个
10天限

第一个
10天限

第一个
10天限

扬中市光
伏组 2

第二个
10天限

第二个
10天限

第二个
10天限

第二个
10天限

第二个
10天限

第二个
10天限

第二个
10天限

扬中市调
休组 1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第三个
10天限

第三个
10天限

第三个
10天限

扬中市调
休备用组 1

第三个
10天限

第三个
10天限

第三个
10天限

第三个
10天限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扬中市调
休组 2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第四个
10天限

第四个
10天限

第四个
10天限

扬中市调
休备用组 2

第 四 个
10 天限

第四个
10天限

第四个
10天限

第四个
10天限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扬中市调
休组 3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第五个
10天限

第五个
10天限

第五个
10天限

扬中市调
休备用组 3

第 五 个
10 天限

第五个
10天限

第五个
10天限

第五个
10天限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保障用
电

扬中市调
休组 4

第六个
10天限

第六个
10天限

第六个
10天限

第六个
10天限

第六个
10天限

第六个
10天限

第六个
10天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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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方案执行

为有效应对电力紧张局势，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影响，确保

《镇江市 2021 年有序用电方案和电力供应应急预案》执行到

位，特制定有序用电方案实施流程。

在 2021 年错峰、避峰期间，必须坚持以下几项原则：1.

提前通知；2.通知到户；3.政令畅通；4.责任到人；5.令行禁止；

6.监督到位；7.如实记录；8.事后检查。

8.1 有序用电实施流程

1.省调对全省发用电平衡进行分析预测，及时预测电力缺

口；

2.省调提前一天通知营销部分时段电力缺口情况；

3.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安排错峰方案；

4.省电力公司营销部下达错峰要求；

5.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在接到省公司营销部指令后，立即向

市供电公司分管领导及市发改委汇报错峰原因、限电指标及执

行方案，请示同意启动应急预案；

6.市发改委在了解电力缺口状况后同意启动有序用电方

案并向市政府报备；督促各辖市区发改部门会同本地供电部门

（单位）共同做好有序用电工作。

7.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分解错峰指标，向县（市）公司（供

电服务中心）下达错峰要求；

8.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根据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下达

的错峰指标及错峰要求确定错峰实施方案，并通知计量中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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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施方案；县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根据市供电公司营销部

下达的错峰指标及错峰要求确定错峰实施方案；各辖市区发改

部门要协调好有关企业，确保有序用电方案的刚性执行。

9.市供电公司营销业务支持中心（计量中心）立即通过手

机短信、终端短信，终端喊话等方式发布限电指令；督察人员

立即到执行方案涉及的用户现场督促、指导用户错峰限电；

10.有序用电用户在接到供电公司错峰指令后，按事先编

制内部错峰方案及时落实到位；

11.市供电公司营销业务支持中心（计量中心）密切监控

错峰用户负荷情况，对有序用电措施未执行到位的，及时通知

督察人员现场督察；

12.市供电公司营销业务支持中心（计量中心）汇总编制

当天错峰限电日报并上报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县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编制当天错峰限电日报并上报市公司营销部。市供

电公司计量中心编制当天错峰限电日报并上报市供电公司营

销部；

13.市供电公司营销部汇总编制当天全市错峰限电日报，

按照规定的要求上报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同时向市供电公司领

导及市发改委汇报当日错峰执行情况；

14.省电力公司营销部汇总编制当天全省错峰限电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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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负荷释放预案

有序用电方案既要最大限度地降低相关组织机构因缺电

造成的损失，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用电需求，实现社会效

益与企业效益双赢，根据预测分析，镇江市用电情况大致如下

——全年多个高峰时段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负荷缺口。市有序

用电办公室将定时、主动与电网调度、负控、95598、用户、

气象台等加强信息沟通。提前掌握电网负荷、气温变化及新增

用电负荷情况，准确掌握最新用电负荷变化的信息，并根据上

述信息及时修改、调整、落实有序用电错峰措施，特别是对每

天的两个高峰时段错峰时间作出适当调整，及时通知避峰用户，

尽可能缩短避峰时间，尽快恢复用电，努力提高有序用电工作

的预见性、可控性和灵活性。为加强用电负荷的预测，确保有

序用电工作限得下、放得开、用得上，针对每日有序用电工作

实施情况和电网负荷变化情况，特编制不同情况下的用电负荷

释放方案：1.启动《镇江市 2021 年有序用电方案和电力供应

应急预案》后的负荷释放方案；2.启动《超供电能力限电序位

表》后的负荷释放预案。

9.1 启动《负荷管理系统控制负荷预案》后的负荷释放方案

1.由调度控制中心通知负荷管理主台，释放执行负荷管理

系统，控制负荷预案中相应轮次，由负荷管理主台对预案中的

用户下达解决控制指令，通知其恢复正常生产。调度控制中心

对专线用户相关专线合闸送电，并通知专线用户恢复正常生产；

2.市供电公司同时通知各县（市）公司实行负荷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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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地区负荷管理主台必须立即通过短信平台、电话、喊

话等形式，根据用户的重要性及用电特性对用户负荷释放到位；

4.市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及县公司营销部通知供电企业责

任人，并现场协助企业立即释放负荷，恢复正常生产用电；

5.镇江市有序用电协调小组办公室会同发改委，通知高耗

能企业避峰让电，非工业企事业单位控制负荷预案用户和工业

企业非生产性控制负荷预案用户，立即释放非生产性用电负荷，

恢复正常用电。

9.2 启动《超供电能力限电序位表》后的负荷释放预案

当电网供电能力恢复时，释放《超供电能力拉路限电预案》

控制负荷，各级调度机构在负荷缺口消除后，根据上级电力调

度部门指令执行拉路限电操作，在负荷缺口消除后，根据上级

电力调度部门指令由调度控制中心合闸送电，操作完毕后汇报

各级有序用电办公室及负控主台，负控主台通过短信等方式通

知用户。

9.3 负荷释放实施流程

负荷释放流程如下：

1.开始，省公司营销部接省调控中心负荷释放指令；

2.省公司营销部向各市公司营销部下达负荷释放指令；

3.各市公司营销部下达负荷释放指令；

4.各县（区、市）营销部及市公司相关责任部门依照方案

释放负荷——定点人员通知客户责任人，中文信息广播通知，

负控广播通知，手机短信平台短信告知，相关企业快速恢复用

电，正常生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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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有序用电保障

10.1 组织保障

2021 年有序用电工作将在已设立的领导组织及办公室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网络体系，在办公室下设电网调度保障组、

供电系统保障组、企业端电力应急组、后勤保障组等四个工作

小组。

10.1.1 组织机构

1.电网调度保障组

成员：调度中心相关人员

2.供电系统保障组

成员：运检部、安监部、输电运检室、配电运检室、变电

检修室、变电运维室等部门和单位相关人员。

3.企业端电力应急组

成员：营销部、市场及大客户服务室、计量中心、营业与

电费室、供电服务公司等部门和单位相关人员。

4.后勤保障组

成员：办公室、人资部、汽车公司、物业公司等部门和单

位相关工作人员。

10.1.2 工作职责

1.电网调度保障组

负责安全、合理的调度与运行电网，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

式，要求全保护、全接线运行，确保电网运行安全、可靠。制

定调度系统电网保电预案和事故处理预案，开展模拟训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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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操作熟练，意外情况下能迅速恢复重要保电单位供电。

2.供电系统保障组

负责输电、变电、配电网络的安全运行、维护和管理，不

发生可以防范的外力破坏事故和人员责任事故。制定输电、变

电、配电网络保电预案和事故处理预案，确保系统安全、可靠

供电。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力度，加大重要线路、关键地段巡视

频率，重要变电站安排人员值守。

3.企业端电力应急组

负责对执行有序用电工作的单位进行用电安全检查，提供

技术指导，协助规范管理。与执行有序用电工作的单位联络、

对接，并协助有序用电协调小组办公室与有序用电工作单位签

定《有序用电工作社会责任书》，协助有序用电协调小组办公

室对有序用电工作执行情况进行督察。随时应对突发事件。

4.后勤保障组

负责有序用电工作期间的后勤保障工作，安排好有序用电

工作期间的车辆调度工作。负责有序用电工作期间的新闻宣传

和报导工作。

10.2 技术保障

供电公司调度室和负荷管理中心做好调度自动化系统和

负荷管理系统设备及软件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系统运行稳定，

功能正常。

负荷管理中心做好设备的现场巡检、开关试跳工作，发现

缺陷及时处理。对用户开关状态和执行机构进行检查摸底，对

于电动操作机构失灵的用户，开出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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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开关能按照负控终端指令正确动作。做好现场资料的核对工

作，补充和完善系统档案资料，使机内资料与现场一致，确保

系统功率数据采集计算正确，操作准确无误。

电力调度室和负荷管理中心组织精干力量，24 小时值班，

做好运行管理和控制负荷工作，按照应急预案用户分组来预设

用户群组，提高操作效率。此外，要加强终端维护，发现终端

异常要及时到场检修，确保控制负荷指令在每一台终端都能有

效执行。

表 43：2021 年市区负控运检班值班表

日期 早班 中班 晚班
1月1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新辉
1月2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吴振杰
1月3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刘翔

1月4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振杰

1月5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刘翔
1月6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吴新辉
1月7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振杰
1月8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刘翔
1月9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吴新辉
1月10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振杰
1月11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刘翔
1月12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吴新辉
1月13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振杰
1月14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刘翔
1月15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吴新辉
1月16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振杰
1月17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刘翔
1月18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吴新辉
1月19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振杰
1月20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刘翔
1月21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吴新辉
1月22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振杰
1月23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刘翔
1月24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吴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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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早班 中班 晚班
1月25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振杰
1月26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刘翔
1月27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吴新辉
1月28日 孙桃、陈泰名 孙桃、陈泰名 吴振杰
1月29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刘翔
1月30日 吴萍、孙桃 吴萍、孙桃 吴新辉
1月31日 方文彬、梁燕 方文彬、梁燕 吴振杰
备注：早班时间：8:30——16:00，中班时间：16:00——21:30，晚班时

间:21:30--8:30。以下几月按此顺序类推。
值班电话:网内402-5290，外线84025290。

负控运检班值班人员电话：
周舒 13952864805
孙桃 13862444901
马亮 13705283476
吴萍 13852985288

表 44：2021 年丹阳供电公司负控班值班表

日期 白班 晚班
1月1日 陈玉娟 郦才辉
1月2日 张敏夏 蒋新汉
1月3日 孙亚萍 沈静
1月4日 陈玉娟 丁翔
1月5日 张敏夏 郦才辉
1月6日 孙亚萍 蒋新汉
1月7日 陈玉娟 沈静
1月8日 张敏夏 丁翔
1月9日 孙亚萍 郦才辉
1月10日 陈玉娟 蒋新汉
1月11日 张敏夏 沈静
1月12日 孙亚萍 丁翔
1月13日 陈玉娟 郦才辉
1月14日 张敏夏 蒋新汉
1月15日 孙亚萍 沈静
1月16日 陈玉娟 丁翔
1月17日 张敏夏 郦才辉
1月18日 孙亚萍 蒋新汉
1月19日 陈玉娟 沈静
1月20日 张敏夏 丁翔
1月21日 孙亚萍 郦才辉
1月22日 陈玉娟 蒋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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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白班 晚班
1月23日 张敏夏 沈静
1月24日 孙亚萍 丁翔
1月25日 陈玉娟 郦才辉
1月26日 张敏夏 蒋新汉
1月27日 孙亚萍 沈静
1月28日 陈玉娟 丁翔
1月29日 张敏夏 郦才辉
1月30日 孙亚萍 蒋新汉
1月31日 陈玉娟 沈静

备注：白班时间：8:30——17:30，晚班时间:17:30--次日8:30。以下几月按此顺序
类推。值班电话:网内401-2306，外线0511-86912306。

负控班值班人员手机：

丰彦 13952893799
蒋新汉 13952958795
沈静 13952838115

孙建中 13506102037
李锋 13952958116

陈玉娟 13862467728
姚震 15862967180

张敏夏 13852927776

表 45：2021 年句容供电公司负控班值班表

日期 白班 晚班
1月1日 陈永发 丁爱华
1月2日 包锁容 陈晨
1月3日 丁爱华 陈永发
1月4日 陈晨 包锁容
1月5日 陈永发 丁爱华
1月6日 包锁容 陈晨
1月7日 丁爱华 陈永发
1月8日 陈晨 包锁容
1月9日 陈永发 丁爱华
1月10日 包锁容 陈晨
1月11日 丁爱华 陈永发
1月12日 陈晨 包锁容
1月13日 陈永发 丁爱华
1月14日 包锁容 陈晨
1月15日 丁爱华 陈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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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白班 晚班
1月16日 陈晨 包锁容
1月17日 陈永发 丁爱华
1月18日 包锁容 陈晨
1月19日 丁爱华 陈永发
1月20日 陈晨 包锁容
1月21日 陈永发 丁爱华
1月22日 包锁容 陈晨
1月23日 丁爱华 陈永发
1月24日 陈晨 包锁容
1月25日 陈永发 丁爱华
1月26日 包锁容 陈晨
1月27日 丁爱华 陈永发
1月28日 陈晨 包锁容
1月29日 陈永发 丁爱华
1月30日 包锁容 陈晨
1月31日 丁爱华 陈永发

负控班值班人员手机：

陈永发 13812362778
丁爱华 13815166087
包锁容 13861371829
陈晨 13812362778

表 46：2021 年扬中供电公司负控班值班表

日期 白班 晚班
1月1日 刘青青 蒋媛
1月2日 陈沛宇 戴毅然
1月3日 蒋媛 刘青青
1月4日 戴毅然 陈沛宇
1月5日 刘青青 蒋媛
1月6日 陈沛宇 戴毅然
1月7日 蒋媛 刘青青
1月8日 戴毅然 陈沛宇
1月9日 刘青青 蒋媛
1月10日 陈沛宇 戴毅然
1月11日 蒋媛 刘青青
1月12日 戴毅然 陈沛宇

1月13日 刘青青 蒋媛

1月14日 陈沛宇 戴毅然
1月15日 蒋媛 刘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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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白班 晚班
1月16日 戴毅然 陈沛宇
1月17日 刘青青 蒋媛
1月18日 陈沛宇 戴毅然
1月19日 蒋媛 刘青青
1月20日 戴毅然 陈沛宇
1月21日 刘青青 蒋媛
1月22日 陈沛宇 戴毅然
1月23日 蒋媛 刘青青
1月24日 戴毅然 陈沛宇
1月25日 刘青青 蒋媛
1月26日 陈沛宇 戴毅然
1月27日 蒋媛 刘青青
1月28日 戴毅然 陈沛宇
1月29日 刘青青 蒋媛
1月30日 陈沛宇 戴毅然
1月31日 蒋媛 刘青青

负控班值班人员手机：

刘青青 13921568208
蒋媛 13705297772

陈沛宇 13952907237
戴毅然 13645287917

10.3 服务保障

10.3.1 抢修服务保障

特发性和灾害性天气及高温天气会引起电网故障增多，为

确保出现电力故障时，尽可能缩短停电时间、缩小停电范围，

及时、快速、高效地排除故障，客户服务网络中心和抢修部门

要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

客户服务网络中心在用电高峰期间应增加值班人员和应

急电话的数量，一旦接到故障报修来电，迅速向抢修部门传递

抢修业务，抢修结束后及时做好企业回访工作，遇到 10kV 线

路故障跳闸造成局部区域停电或变电站等电力系统故障造成

大面积停电等情况时，要迅速录制 95598网上停电信息，及时



67

向主管领导汇报，积极与调度部门及线路运检部门联系，了解

故障线路修复情况和恢复供电的时间等信息。

所有抢修人员必须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随时待命，配

备必要的抢修材料和工器具，一旦出现故障，能够以最快的速

度到达现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快抢修速度，保证做到

“应修必修、修必修好”。遇到超出现场抢修人员抢修能力的故

障，应及时汇报，以便安排能力更强的抢修的队伍。

10.3.2 备品备件物资保障

生技部、各运行部门、抢修部门等定期分析抢修物资备品

备件库存情况，根据抢修物资备品备件储备定额，及时提出补

库计划，需上报招标的物资应及时上报招标。物资配送中心优

先安排抢修物资的领用，简化领用手续，做到特事特办，事后

补办，尽量不影响抢修时间。

10.3.3 客户服务保障

做好人性化服务工作，协助企业共同开展有序用电管理。

2020 年有序用电管理工作必须结合年度营销优质服务主题活

动相关工作内容，凸显人性化服务理念，将有序用电管理有机

融入构建和谐的供用电环境工作中去，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装有“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终端”企

业的电气负责人和电气值班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让企业进

一步掌握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终端的运行技术。

2.将排入应急预案的企业分解到人，逐户现场走访，主动

协助企业编制内部应急预案，主动帮助和指导企业做好内部应

急负荷管理工作，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针对不同的应急事件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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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负荷管理方案，更灵活高效地响应负荷管理指令，确

保企业在电力失衡时，能切实做到“快上快下”，使预案取得实

效。此外，确保与企业签订电力应急工作责任书，强化企业电

力应急工作责任意识。

3.加强对重要场所、重要企业和高危企业供用电设施的安

全检查力度，提高应急电源管理水平，确保企业用电安全。

4.加强宣传沟通，通过普及电力需求侧管理知识、宣传应

急管理工作先进典型，消除部分企业的抵触情绪，有效提升全

社会节约用电、有序用电意识，积极争取全社会对有序用电工

作的理解与支持。

10.3.4 信息发布保障

“公平、公正、公开”地合理实施有序用电管理措施，建立

信息交互平台，适时通过新闻发布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将电

力供需情况、电力应急预案向社会发布。同时，通过电力应急

工作告知书将 2021 年有序用电准备情况及要求告知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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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督查方案

11.1 督查目的

为保证地区 2021 年有序用电工作的正常开展，及时对应

急负荷管理指标进行督查处理，促使有序用电方案用户有效执

行电力应急工作要求——电力供应失衡时快速将负荷控制到

位，电力供需缺口消除时立即释放用电负荷，保证地区电网运

行安全以及全社会供电秩序稳定。有序用电方案启动后，将组

织开展针对电力应急管理工作的督查行动。

11.2 督查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11.2.1 组织机构

有序用电督查组

组长：市发改委分管主任、供电公司分管副总

副组长：市发改委经济运行处长、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

成员：各辖市区发改委

供电公司营销部、客服中心、调度控制中心、各供电所

督查组由市发改委、各辖市区发改委、供电公司等共同组

成，主要负责有序用电工作执行情况的检查和违反有序用电方

案相关企业的处理工作，协调本地区有序用电工作，对实施控

制负荷情况进行督查。供电公司相关用电检查人员和供电所人

员负责本区域内有序用电管理具体工作，根据控制负荷操作方

案和实施方案对所管区域的控制负荷单位进行检查和督促。

11.2.2 工作职责

1.督查组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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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督查组人员在本地区电力应急组织机构的领导下，

负责具体检查监督电力应急控制负荷指令的执行情况；

（2）熟悉有序用电方案及工作流程；

（3）熟悉巡视检查区域的企业限电情况；

（4）获悉企业不执行限电操作的情况后，立即到场处理，

结果上报本地区有序用电工作组织机构；

（5）经有序用电工作组织机构授权，现场操作以控制企

业负荷。

2.督查组成员的资格

（1）受过必要的培训教育，熟悉有关政策；

（2）具备现场用电操作资格，掌握相应的操作技能；

（3）具备有序用电工作组织机构授予的有序用电工作督

查证。

11.3 督查流程

有序用电督查流程如下：

1.督查有序用电监控内容。错峰方案在负控系统内的完成

情况，控制群组编制的准确性，群组用户资料完整、准确性，

应急值班、抢修制度的齐备度，负控系统值班员对方案的熟悉

度。

2.督查定点督察人员内容。是否明确各自定点哪个客户，

是否掌握与客户联系的沟通渠道，能否及时了解客户用电状况，

用于联系的通讯工具是否保持畅通。

3.督查关键客户群客户内容。是否了解当前电力紧张的局

势，是否已根据有序用电要求制定内部应急预案，是否已就内



71

部预案落实责任人、执行人，是否了解各自的定点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4.汇总判定结果。如果不满足，则要求整改完善。

5.汇总督查结果。

6.接收汇报。

11.4 督查制度

1.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在实施有序用电工作期间，督

察人员必须 24 小时值班，供电公司营销部门领导必须亲自带

班。

2.督查人员对实施有序用电的企业进行巡视督查时应持

有督查证。

3.督查人员接受调度员、负荷管理运行人员的汇报。

4.督查组对不执行控制负荷限电的企业，应立即进行现场

处理。

5.对电力应急工作实施期间阻挠督查组行使正常督查工

作的组织机构或个人，督查人员应立即汇报本地有序用电工作

领导小组，作进一步处理。

6.有序用电工作领导小组在接到督查人员报告后，经核实

准确的，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罚直至授权供电部门对其实行强制

性停限电措施，强制执行可以采用在供电公司所辖电源侧操作

的方式。

7.凡实行强制性停限电措施的，必须由有序用电工作领导

小组授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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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违规处理

对执行电力应急控制负荷指令不力的企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的规定，严肃处

理，情节严重的，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停止供电，取消企业电

气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电工证、变电运行人员上岗证书以及相

关资质，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1.6 督查纪律

1.电力应急督查工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国家法律、法

规和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监管条例的政策、方针以及国

家和电力行业的标准为准则，对用户的电力使用情况进行督查。

2.电力应急督查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电力应急督查职责，

赴用户执行电力应急督查工作时，应随身携带电力应急工作督

查证，并按用电检查工作单规定的项目和内容进行督查。

3.电力应急督查人员在执行电力应急督查工作时，应遵守

用户的保卫保密规定，不得在督查现场替代用户进行电工作业。

4.电力应急督查人员必须遵纪守法、依法督查、廉洁奉公、

遵守电力职工职业道德规范，不徇私舞弊、不以电谋私，违反

本规定者，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和行政的处分，构成犯罪的，

报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1.7 定人定点督查

电力应急工作督查组和供电公司责任人采用联合督查的

方式开展有序用电方案用户督查行动，对正在执行有序用电方

案的用户，由供电公司责任人一对一定人、定户、定点督查，

一旦启动有序用电方案，供电公司责任人必须在企业现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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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控制负荷和释放负荷，确保企业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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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宣传和培训方案

为确保方案的顺利有序实施，通过媒体渠道和宣传手段合

理引导舆论导向，宣传供用电形势、有序用电方案，取得社会

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平稳有序地完成用电高峰期间的供电工作

任务，做到不发生媒体投诉事件，构建和谐的供用电环境，制

定宣传、培训方案。

12.1 宣传目的

镇江市 2021 年有序用电方案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电网安

全、社会稳定、适应发展、满足需求”的中心任务，通过认真

分析系统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电力供需平衡的状况，科学、

客观地预测供需形势，适时采取有力的有序用电和供电服务措

施，保障全市供电稳定、有序，满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通过宣传，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号召社会各界支持和配合做好

有序用电工作，鼓励科学用电、合理用电、节约用电，营造全

社会和谐的供用电环境。

12.2 宣传组织体系

成立以镇江市有序用电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为主体的宣

传工作组织体系，具体宣传工作由市委宣传部统筹，市文广集

团、网信办、网监办、镇江日报社等分工负责。镇江供电公司

同步成立有序用电宣传工作小组，由镇江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担

任组长，小组成员由镇江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营销部、调度

控制中心、发展策划部、法律事务等部门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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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分为四个阶段：1.宣传准备阶段；2.广泛宣传阶

段；3.用电单位分类分层次宣传阶段；4.落实实施宣传阶段。

12.3.1 宣传准备阶段

1.成立宣传机构、拟定宣传工作计划。有序用电协调小组

办公室设立专人负责领导宣传工作，镇江供电公司设立专人负

责错峰限电的宣传工作，在镇江市有序用电协调小组的领导下，

全面负责宣传方面的有关工作；

2.召开相关部门和县公司宣传工作会议、部署 2021 年有

序用电宣传的准备工作。要求发改系统、电力系统各有关单位

广泛发动人员，深入用电单位，要求根据各用电单位的性质不

同，执行不同的错峰方案；

3.开展群众宣传。由市有序用电办公室专人编写有序用电

宣传稿和宣讲提纲发至宣传部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支持有序

用电工作，使群众了解有序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供电形势的宣传。主要宣传夏季用电高峰还存在着很多

不确定因素，极端天气、机组上大压小及运行不稳定、电煤、

燃气供应不足、基建项目受阻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季节性、

时段性电力供需不平衡的情况；

5.电力应急工作必要性宣传。为应对可能存在的电力供应

不平衡情况，实现“电网安全、社会稳定、适应发展、满足需

求”的目标，开展电力应急有序用电工作的必要性，号召全社

会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充分利用好有限的电力资源，齐心协

力做好有序用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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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力应急预案的宣传。主要宣传我市有序用电、应急等

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需要用电单位主动、积极的配合，如此

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用电单位的用电需要，将影响降到最低；

7.居民错峰方法及节约用电的宣传。主要鼓励居民参与节

电、错峰用电、降低电费支出等；

8.建立有序用电工作信息网站。利用网络宣传有序用电的

目的和意义，及时上传有序用电信息，安排专人负责网站的更

新；

9.制作宣传材料。制作有序用电工作宣传片、电视媒体专

题采访、宣传资料，编写有序用电宣传稿、宣讲提纲、节电技

术宣传资料，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支持有序用电工作，使群众了

解有序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2.3.2 广泛宣传阶段

1.由市发改委牵头，召开各辖市区电力应急专题工作会议，

各辖市区政府主管部门、供电部门参加，宣贯有序用电工作文

件，通报镇江市的供用电形势，布置有序用电工作；

2.根据批准的有序用电方案，召开市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新

闻发布会；

3.通过供电流动服务车以及电力展示厅进行全方位宣传。

结合节能宣传周、科普宣传周活动，供电服务车深入市民广场、

居民小区开展供电服务的同时，宣传节约用电和有序用电的知

识，通过电力展示厅，系统地让参观者了解电力供应的原理以

及加强需求侧管理的意义，了解电力供需平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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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用电单位分类分层次宣传阶段

1.分类分层次召开用电单位有序用电工作会议。根据 2021

年市政府批准的电力应急预案，召开迎峰度夏新闻发布会，召

集客户，分类、分地区召开迎峰度夏动员、有序用电工作会议，

布置有序用电工作，下发一系列有序用电工作文件，让用电单

位认清形势，清楚做什么，怎么做。

2.走访各重点单位。上门宣传电力供需形势和有效处理措

施，争取得到这些单位的理解和认可。

3.加强客户宣传培训工作。重点宣传电力应急预案，培训

客户，使其能够制定内部有序用电方案，独立执行限电操作、

负荷释放操作及调荷措施，加强与有序督查人员配合等。进一

步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实施有序用电，帮助和指导广大电力

用户科学用电、合理用电、节约用电，鼓励用户积极支持和参

与到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中，提高能源利用率，充分利用好有

限的电力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电网安全、社会稳定、

适应发展、满足需求”的目标；

4.走进社区宣传科学、合理、节约用电。发放宣传册，呼

吁居民避峰用电、削峰填谷，缓解电网压力，利用经济杠杆调

动居民参与错峰的积极性。

12.3.4 实施宣传阶段

1.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根据天气和负荷变化情况，适时

在媒体上做好形势宣传工作，为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一

种良好、和谐的供用电氛围；

2.加强有序用电信息发布工作。在用电高峰期间，坚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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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制度，设专人编制，每日向省电力公司、市委市政府、市发

改委汇总报送用电高峰期间用电日报，内容包括：全市日用电

情况、错峰限电情况、95598报修受理情况、电网运行情况，

方便领导及时掌握供用电信息，以施行正确决策。同时，在供

电公司对外有序用电网站上实时发布有序用电信息，便于客户

合理安排生产，降低影响。

12.4 培训方案

12.4.1 培训组织

供电公司成立培训领导小组，由分管副总任组长，人力资

源部主任、营销部主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公司人力资源

部、营销部、客服中心、调度控制中心相关人员组成。

12.4.2 培训内容

主要培训包括：

1.有序用电工作相关工作要求及文件学习；

2.有序用电方案、预案实施操作流程学习和演习；

3.负荷管理系统喊话、信息发布等相关功能培训；

4.负控值班人员相关值班及技能培训。

12.4.3 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负控运行人员、现场督查人员、电力用户责任

人、现场调查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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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演习方案

13.1 前言

为进一步做好 2021 年镇江市有序用电管理工作，完善有

序用电预案，顺利完成迎峰度夏和迎峰度冬任务，着力提高电

网应急处理能力，特制订演习方案。

13.2 背景

电力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电力安全事

关经济发展大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百姓生活和生命财

产安全。任何一次事故，都可能给社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特别是电网大面积停电，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是难以估量

的。为此，镇江市制定 2021 年有序用电方案和电力供应应急

预案，充分应对镇江电网区域性缺电、灾难天气、燃气机组缺

气等多种情况下，电网可能发生突发性、时段性、阶段性限电

的情况。为检验 2021 年有序用电方案的可操作性，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建立健全有效的有序用电机制，确保社会电力供应

正常秩序，减少限电损失，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

众利益，根据镇江有序用电协调小组办公室要求，我市将有针

对性地开展 2021 年有序用电方案演习。

13.3 依据

1.《电力法》；

2.《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

3.《江苏省电力条例》；

4.国家电网公司《有序用电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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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演习目的和意义

1.通过演习，增强企业的应急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内部

应急能力，提高全社会处置缺电事件快速反应、整体联动的能

力，实现社会预警、社会动员、社会安定。

2.通过演习，增强供电公司调度、营销、督查、有关企业

之间协作和配合能力。

3.针对 2021 年镇江有序用电方案，通过电力应急预案实

施演习，检验预案效果以及电网信息传递的正确性与及时性。

4.通过演习，检验我市有序用电机制和体系的合理性和有

效性，并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办法，进一步完善、细化有序用电

方案。

5.通过演习，锻炼电力应急管理队伍，不断提高有序用电

处理能力，做到快速有效处置的同时把限电带来的损失降到最

低。

13.5 演习基本原则

1.必须遵循安全第一、组织严密、措施有效的原则，确保

演习安全；

2.必须从实战出发，有针对性、代表性，以高耗能、高污

染企业为主，确保演习效果；

3.采用统一领导、统一布置，分级负责、上下联动方法，

确保演习成功。

13.6 演习安排

1.参加单位

镇江市有序用电协调小组办公室、供电公司相关部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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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预案用户，各基层供电公司。

2.参加演习人员

总指挥：王勇

总导演：孙海渤 季晓明

导演：汤茜

演习人员：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营销部、客户服

务中心、负控相关人员，相关企业责任人、联系人，供电公司

相关责任人。

3.演习时间、地点安排

结合迎峰度夏反事故演习开展

4.演习方式

本次演习采取市供电公司设置演习主会场，各县公司设置

演习分会场的形式，供电公司责任人事先在演习企业现场，针

对同一限电事件，供电公司系统各单位在同一时间进行演习，

演习情况通过演习电话回放。

13.7 演习要求

1.准备阶段的要求

（1）为确保本次演习取得实际效果，各参演部门和相关

人员应对演习方案严格保密，演习内容的酝酿、策划及准备工

作仅限于参演指挥、导演，指挥和导演组成应相对固定；

（2）演习内容的编制要结合实际，保证整个演习在实际

操作时间内，本单位参演人员完成适当的操作；

（3）模拟演习期间，所有通讯渠道应保持畅通。

演习电话必须与实时运行电话隔离，演习场地也应尽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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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实际调度控制台和负荷控制台，演习地点与实际运行控制台

之间必须有明显隔离带，演习室必须安装电话回放设备，以保

证导演及现场观摩人员能实时监听到参演人员的通话情况，各

部门和单位的演习方案、人员名单提前报市有序用电协调小组

办公室。

2.实施阶段的要求

（1）本次演习只模拟，不实际操作。调度、负控进行模

拟操作时，应按照实际操作的规范进行，设有专人对参演人员

进行监护，监护人员应落实到位，确保参演人员不对设备进行

实际操作；

（2）所有观摩演习人员，必须在指定范围内进行观摩，

不得影响和干预演习的正常进行；

（3）参演单位应按照演习方案中的规定，设定各次电网

事故控制负荷、临时调整用电计划以及其它情况的发生时间及

现象。涉及上下级调度及负控演习内容的相关部分，开始前，

导演应与上下级调度导演联系。

（4）演习实际进行时，应向参演人员提供必要的文件资

料，参演人员要参阅有关规定。

（5）演习实际进行时，必须有通信专业人员在场，以保

障整个演习通信畅通。

（6）演习过程由供电公司新闻中心全程跟踪、报道。

（7）演习导演书面上报演习情况，包括有序用电方案落

实情况、方案实施流程及效果、应急方案执行情况以及在演习

中碰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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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演习内容

电网运行方式：全接线、全保护，所有调峰电厂并网发电。

1.接省调通知计划负荷调整，镇江地区用电负荷安排错峰

10 万。

（1）调度通信中心通知有序用电办公室联系人分配各市

（区）限额。

（2）通知各市（区）最高可用负荷（错峰限额）。

（3）各市（区）执行有序用电方案。

（4）调度通信中心通知负控值班员执行限电操作。

（5）负控值班员执行预案通过负控广播喊话、发送中文

信息、（短信）等通知现场值班员进行操作。

（6）现场值守人员监督客户执行内部预案并做好记录。

（7）负控监督客户执行情况并向有序用电办公室汇报。

（8）各地汇报错峰方案。

2.省调通知恢复供电 10 万。

（1）区调通知有序用电办公室联系人。

（2）通知各市区执行负荷释放预案。

（3）市区通过负控中文信息、短信平台，通知客户现场

值班员恢复用电。

（4）执行结束后汇报调度。

13.9 演习评估总结

1.为使演习达到预计目的，确保演习顺利进行，特组织专

家对演习总体方案和各分方案进行评审。

2.邀请省公司领导或省内有序用电工作专家，对演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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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场表现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和不足，形成演习评价报告，

对今后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3.演习结束后进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