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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 2023 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

1. 编制目的
受复杂的外部能源供应环境、极端天气频发、新能源发电波动性凸显等多重因素

影响，今冬明春电力保供形势依然严峻。为进一步做好今冬明春的电力保障工作，科

学精准实施电力负荷管理，守牢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优化完善 2023 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的通

知》的各项要求，结合用户负荷可调节资源变化情况，在对夏季方案调整、补充、完

善的基础上，编制了《南通市 2023 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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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电网因全省或我市极端

恶劣天气、机组出力不足、区外来电受阻或电网设备故障等诸多因素影响，出现的电

力供应不足情况。在迎峰度冬前动态修订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出现其他因素导致南通

地区供需平衡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调整预案。

3. 工作原则
（1）安全有序、有保有限。当出现电力供应缺口时，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

要公共事业和公益服务用电，以及停电可能引发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保安负荷。压限

不合理用电需求，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用电，合理保障先进

产能企业用电，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

（2）市场主导、灵活有效。将需求响应作为电力负荷管理的前置手段，优先通

过市场化的手段缓解供需矛盾。深度挖掘非工业用户负荷精准调控潜力，最大限度减

少电力缺口对企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影响，营造社会责任共担的良好氛围。

（3）分级管理，梯次预警。在电力供应紧张时，根据缺口大小，设置 6 个预警

等级，分别为：VI 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5%）；V 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

负荷 5-10%）；Ⅳ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10-15%）；Ⅲ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

大负荷 15-20%）；Ⅱ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20-25%）；I级预警（缺口占历史

最大负荷 25-30%）。

（4）属地负责、精准管理。坚持统一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将负荷管

理指标任务按比例合理分配到各县（市、区），各地根据负荷情况、电力供应能力和

电力负荷管理预案统一协调本辖区内电力负荷管理工作，实现负荷精细化、科学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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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 组织体系
为确保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公平公正并顺利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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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调整完善电力负荷管理组织体系，充实人员，

明确职责，加强协调，规范工作流程，保障电力负荷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4.1. 工作机构

由南通市电力工作领导小组做好负荷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方案实施及督查等工

作。各地区均建立相应网络、组织机构。

（1）南通市电力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凌屹

副组长：尹建勇、肖树

成员单位：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局、工信局、

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城管局、交通

局、水利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信访局、供电公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由汤池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

建立负荷管理办公室，办公室成员名单如下：

主 任：汤池

副主任：李秋实、王生强

成 员：王帅军、卢添成、张权、陆建锋、施沩、徐红武、吴晓楠、纪斌斌、张

飏、唐玉婷、曹岑、黄金鑫、张圣健、李云鹏、茅雷、袁松、胡新雨、朱建宝、陈晓

建、江红成、花冉、王小栋、周燕翀、郑桐林、施红健、殷俊、徐立阳、莫丹丹、杭

银丽、各县（市、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发局）分管主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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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工作小组：

电网调度保障组

组 长：茅雷

副组长：袁松

成 员：调度控制中心相关人员

供电系统保障组

组 长：胡新雨

副组长：朱建宝、陈晓建、江红成、花冉、王小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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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运维检修、安监、输电、变电检修、变电运维、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等部

门和单位相关人员

企业端电力应急组

组 长：陆建锋

副组长：施沩、徐红武、吴晓楠、纪斌斌、王小栋

成 员：营销部、供电服务中心、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等部门相关人员

后勤保障组

组 长：周燕翀

副组长：郑桐林、施红健、殷俊、徐立阳

成 员：办公室、党委党建部、综合服务室、物资部等部门和单位相关工作人员

（2）南通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

为强化电力保供工作部署，支撑全市提升电力负荷管理能力，南通电力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市级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办公机构设在国网南通供电公司，市发改委负责牵

头协调全市电力负荷管理工作，组织编制负荷管理预案，分解方案指标，指导、监督

各地各单位电力负荷管理工作；南通供电公司负责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具体执行，配合

市发改委开展电力负荷管理工作。

（3）各县（市、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

为强化电力负荷管理工作落地，市级电力负荷管理中心下设各县（市、区）电力

负荷管理中心，管理中心成员包括各县（市、区）发改部门、供电公司部门负责人、

工作人员，办公地点设在各县（市、区）供电公司。

4.2. 工作职责

电力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重大决策，统筹协调预案编审、任务分解、工作督

察、成效评估、奖惩考核等重要事项。

电力负荷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电力负荷管理预案编制、宣传发动、组织实施、

现场督察、统计分析、效果评估、信息沟通与相关协调工作。

南通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具体负责电力负荷管理预案编制、宣传发动、方案演

习、联合会商、组织实施、联合督导、统计分析、质效评价与相关协调工作。

各县（市、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负责各县（市、区）电力负荷管理预案编制、

宣传发动、组织实施、现场督导、统计分析与相关协调工作。

电力负荷管理预案企业：目标是将电力负荷管理指令执行到位，具体职责有：签

订相关责任书；明确责任人和联系人，配备合格电气人员；确认响应设备、响应速度

和操作轮次，编制企业内部负荷管理预案，保证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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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联系网络

5. 供用电形势分析
5.1. 2023 年度全市用电基本情况

（1） 全市用电量情况

1-9 月全社会用电量 488.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3％。第一产业累计用电 8.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1%；第二产业累计用电 33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2%，

其中工业累计用电 329.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7%；第三产业累计用电 71.9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7.9%；居民用电累计用电 73.4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3%。

（2） 电网负荷总体情况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南通经济发展态势平稳，全网负荷保持高位。7月 4日，全

网最高负荷达 1056.1万千瓦，首次刷新南通去年最高负荷记录（1052.4万千瓦）。7

月 12日，南通全网最高负荷二创新高，达 1107.7万千瓦。7月 14日，南通全网最高

负荷三创新高达今年最大值 1127.4万千瓦，同比增长 7.1%。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南通

日最高负荷超过千万达 40天，负荷破千万成为南通电网新常态。

开发区经发

局：曹向荣

苏锡通经发

局：季念佳

供电公司：

吴晓楠

通州湾经发

局：杜陈

供电公司：纪

斌斌

通 州区 发 改

委：施晓辉

供电公司：徐

志鹏

启东市发改

委：严樱

供电公司：朱

华雄

海门区发改

委：王建华

供电公司：张

彦

如东县发改

委：周华

供电公司：顾

晓明

市供电公司电力调度

负责人：茅雷

联系人：袁松

市发改委

负责人：汤池

联系人：王帅军

市供电公司营销部

负责人：陆建锋

联系人：施沩

南通市电力负荷

管理联系网络

如皋市发改

委：孙爱民

供电公司：周

鑫

海安市发改

委：张晨曦

供电公司：徐

海军

崇川区工

信局：袁晨

崇川区发

改委：陶然

供电公司：

徐红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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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今冬明春电力需求分析

5.2.1 电力市场环境分析预测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各

项任务部署，千方百计稳生产、促消费、扩投资、蓄动力，经济运行基本面总体向好，

工业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经济社会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1）主要指标支撑有力，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1-9月，全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6.68%，居全省第 2；9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8.9%，1-9月累计增长 8.5%，保持相对高位；主导行业支撑有力，六大产业集

群（船舶海工、高端纺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产值增速

快于面上平均 2.5 个百分点，新材料、船舶海工、高端纺织保持两位数增长；1-9月

全市开票销售 23472.5亿元，同比增长 4.1%、环比 8月上升 13.7个百分点，列全省第

5，其中工业开票销售 10901.5亿元、同比增长 7.9%、增速列全省第 4；服务业开票销

售 9606.5亿元、同比增长 4.4%、增速列全省第 6。全年新增开票超 5 亿元的工业企

业预计达到 50家，中天钢铁、嘉通能源和金光纸业 3 家企业前 8 个月合计开票销

售净增 360 亿元，对全市工业开票销售增长贡献率为 47.5%。

（2）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市场流通总体活跃

限额以上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8.8%和 8.9%，8月新能源

汽车销售零售额增长 50.4%。三季度以来全市新能源汽车上牌数量同比增长 32.7%，

增速逐月加快；1-8 月，全市货物运输量、南通港货物吞吐量增速较上半年分别加快

2个和 2.2个百分点，旅客运输量增长 90.2%。高速路口入通货车数量持续增多，10

月以来高速路口入通货车数量 39.1万辆，同比增长 8.3%，维持较高水平；1-9月全市

贷款额 18108.2亿元，总量列全省第 4，同比增长 14%，增速列全省第 10、苏 5城市

第 2。

（3）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市场预期逐步向好

34个省级重大项目和 211个市级重大项目均超额完成投资序时目标，分别超序时

26.9 个和 4 个百分点。5 亿元以上在建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4.9%，拉动全部投

资增长 7.4 个百分点。1-8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2.8%、较上半年放缓了 1.6 个

百分点。9 月以来全市电网运行平均负荷为 777.9 万千瓦、同比增长 18.7%，较 8 月

加快约 12 个百分点。1-8月，全市新增境外投资项目 50个，超去年全年总数；新签

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220842万美元，同比增长 326.23%；全市制造业 PMI 和非制造

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回归扩张区间，其中，制造业 PMI 为 50.2%、非制造业商务活动

指数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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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经济运行总体态势较为平稳，但三季度以来，面对去年同期高基数和市场

下行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增速放缓，部分行业承压前行，全市经济面临 3个方面问

题：一是部分服务业行业增长乏力。受个别大企业业务萎缩影响，软信服务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分别下降 9.1%、2.6%，降幅在全省最深；二是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

市场购房信心尚待进一步恢复。商品房销售面积 1-9月累计增速为-13.1%，降幅比 1-8

月扩大 0.2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扩大 15.4个百分点。三是对外贸易持续承压。不少外

贸企业反映订单减少、成本增加、利润下降。出口涉及的 49个行业大类中，有 33个

行业同比出现下降。 化工、金属制品、计算机通信等重点领域出口分别下降 35.2%、

20.3%和 10.6%。

5.2.2 负荷分析预测

结合南通电网冬季基础负荷增长，同时开展常规寒冬与极端天气期间电网取暖负

荷水平预测，预计南通地区 2023-2024年冬季正常天气情况下调度口径最大用电负荷

为 935万千瓦（全网口径 945万千瓦），同比增长 6.4%，较 2020-2021极寒天气增长

4.0%。其中基础负荷预计约 735万千瓦，取暖负荷约 200万千瓦。

1、南通地区冬季基础负荷增长分析

南通地区 2018-2022年冬季基础负荷每年均保持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 46.5万千

瓦，增长率为 9.3%。综合考虑 2023年 5月南通电网基础负荷已达 729万千瓦，预计

2023-2024年冬季期间南通电网基础负荷约 735万千瓦。

2、南通地区冬季取暖负荷分析

南通地区 2018-2022年冬季取暖负荷如下表所示，可以发现最低温度越低、最低

温度持续时间越长，冬季取暖负荷同比增长越明显。分析近 5年取暖负荷占冬季最大

负荷比重，可看出取暖负荷比重在 21～31％之间。其中，2020-2021年冬季呈现极端

寒冬天气，冬季最低温度达到近 5年最低（-9℃），取暖负荷占比达到近 5年最高为

31％。剔除 2020-2021年冬季，取暖负荷年平均增长 8.2万千瓦，增长率为 5.1%。综

合以上情况，预计 2023-2024年冬季期间正常天气下取暖负荷约 200万千瓦。

表 5.1 南通市冬季基础负荷、取暖负荷统计表
单

单位：万千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预测）

冬季最低温度 -4度 -3度 -9度 -6度 -7度 /

最低温度维持 0度

以下持续天数
5 2 7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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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最高负荷 661 664 899 818 879 935

基础负荷 502 527 619 650 688 735

最大取暖负荷 159 137 281 168 192 200

取暖负荷占比 24% 21% 31% 24% 22% 21%

3、结论

综合考虑冬季基础负荷增长和取暖负荷走势，同时考虑负荷高峰期间崇明电网最

高需南通电网转供 30 万千瓦负荷，2023-2024 年冬南通电网的调度供电需求预计最高

为 965 万千瓦。

5.3 今冬明春电力平衡分析

5.3.1. 全省电力平衡情况

综合调度，发展和营销分析，预测今冬最高负荷约 12200万千瓦，综合省内、区

外电力资源并考虑扣减容量、预留旋转备用后，预计全省最大电力资源约 11430万千

瓦，预计最大将存在 770万千瓦供电缺口，电力供应形势依然严峻。如遇机组大范围

故障或缺煤停机、区外来电不及预期和极寒天气等情况，供电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

一是今冬电力资源不足矛盾依然存在。冬季燃气、水电等电力资源水平较夏季有

较大程度下降，预测今冬区外来电从交易固化电力资源来看较今夏下降超过 900万千

瓦，燃气机组整体电力供应能力较夏季下降超过 500万千瓦，冬季用电高峰期间全网

存在最大 770万千瓦供电缺口，电力供应形势十分严峻。

二是冬季保供与新能源消纳矛盾交织的情况依然存在。冬季遇寒潮天气易形成短

时尖峰负荷，若叠加燃气、水电等电力资源不及预期，保供压力加大。同时，冬季风

电波动性大，遇到尖峰时段叠加新能源反调峰，可能面临保供与新能源消纳的双重考

验，届时燃机发电受制于燃气供应无法充分发挥灵活性顶峰作用，燃煤机组的调节压

力将进一步增加。

三是苏南用电需求与电力东送、南送能力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冬季高峰苏南负

荷中心用电需求旺盛，但受锦苏、建苏、龙政直流来电功率水平低，燃气供应不足，

风电资源相对偏好等因素影响，电力流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的需求仍然比较强烈，关

键送受电断面将持续重载、满载甚至超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面临考验。

5.3.2. 全市电力平衡情况

2023-2024年冬，南通电网调度最高负荷预计为 935万千瓦，全网最高负荷预计

945万千瓦，考虑负荷高峰期间崇明电网最高需南通电网转供 30万千瓦负荷，迎峰度

冬期间南通电网的调度供电需求预计最高为 965万千瓦。

1、通东南片供需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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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年冬，南通电网东南片最高调度负荷预计为 515万千瓦，最高统调负

荷预计为 495万千瓦，崇明高峰负荷下需要东南片转供负荷为 30万千瓦，东南片在

2023-2024年冬最高调度供电需求为 545万千瓦。

通东南片从 500千伏电网的下载能力为 489万千瓦，接入 220千伏统调机组上网

出力为 300万千瓦（通州燃机 40、华能 65、吕四港 130、中天南通热电 50、王子热

电 10、华峰启东燃机 5），非统调电厂最大可调出力预计 20万，通东南片供电能力

约为 809万千瓦。因此，2023-2024年冬，通东南片区供电裕度较为充足。

2、通西北片供需平衡情况

2023-2024年冬，南通电网通西北分区最高调度负荷预计为 420万千瓦，最高统

调负荷预计为 400万千瓦。

通西北分区从 500千伏电网的下载能力为 450万千瓦，接入 220千伏统调机组上

网出力为 70万千瓦（天生港电厂 65、嘉通如东热电 5），非统调电厂最大可调出力

预计 20万，通西北分区供电能力为 540万千瓦。因此，2023-2024年冬，通西北片区

供电裕度较为充足。

6. 预案调控目标
根据省发改委、省电力公司统一部署，迎峰度冬我市方案指标如下：

1.2023 年迎峰度冬电力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总容量指标为 338.2 万千瓦；

2.2023 年迎峰度冬电力电力负荷管理预案需求响应容量指标为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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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下达各辖各县（市、区）预案总体调控目标：

表 6.1 南通市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总体调控目标

单位：万千瓦

比例 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总容量 约定需求响应容量

全 市 100.00% 338.22 52.00

崇川区 6.66% 22.53 3.46

开发区 17.88% 60.47 9.30

通州湾 1.51% 5.11 0.79

通州区 13.12% 44.37 6.82

海门区 13.88% 46.94 7.22

海安市 12.28% 41.53 6.39

如皋市 12.78% 43.22 6.65

如东县 13.47% 45.56 7.00

启东市 8.41% 28.4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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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际电力缺口与历史最大负荷占比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各等级下各县（市、

区）预案调控目标如下：

表 6.2 南通市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六级预警调控目标
单

单位：万千瓦

比例
VI级预警

(<5%)

V 级预警

(5%-10%)

IV 级

（10%-15%）

III 级

（15-20%）
II 级（20-25%） I级（25-30%）

全 市 100.00% 56.37 112.74 169.11 225.48 281.85 338.22

崇川区 6.66% 3.75 7.51 11.26 15.02 18.77 22.53

开发区 17.88% 10.08 20.16 30.24 40.32 50.39 60.47

通州湾 1.51% 0.85 1.70 2.55 3.40 4.26 5.11

通州区 13.12% 7.40 14.79 22.19 29.58 36.98 44.37

海门区 13.88% 7.82 15.65 23.47 31.30 39.12 46.94

海安市 12.28% 6.92 13.84 20.77 27.69 34.61 41.53

如皋市 12.78% 7.20 14.41 21.61 28.82 36.02 43.22

如东县 13.47% 7.59 15.19 22.78 30.37 37.97 45.56

启东市 8.41% 4.74 9.48 14.22 18.96 23.70 28.44

7. 方案简介
7.1. 方案总述

7.1.1 方案整体情况

《南通市 2023 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涉及用户 13437 户，方案总容量

351.63 万千瓦，将辖区内运行容量 50 千伏安及以上工业剔除“六保”用户后全覆盖

纳入并将非工业可调负荷应纳尽纳。

《南通市 2023 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包括高耗能行业负荷管理方案、

其他工业企业精准调控方案、非工业用户柔性调控方案三大子方案，根据三个子方案

的用户资源，根据实际需要在三个字方案中灵活运用空调负荷调控、集中检修、需求

响应、快上快下错避峰、负荷普降、负荷控制、轮休、调休八个基本负荷管控措施。

各县（市、区）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区产业结构“一区一策”定制地方执行策略。

三大子方案中，高耗能行业负荷管理方案案涉及 670 户，最大控制负荷 39.12 万

千瓦；其他工业企业精准调控方案涉及 11792 户，最大控制负荷 301.16 万千瓦；非

工业用户柔性调控方案涉及 975 户，最大控制负荷 11.35 万千瓦。本方案中用户清单

后续将持续滚动更新，对新装、增容、销户等业务变更的用户，均动态在方案中进行

调整，若政府对高耗能用户重新认定则根据最新认定结果调整方案。

三大子方案各县(市、区）明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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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子方案明细表

子方案汇总 合计

高耗能行业负荷管理方案 其他工业企业精准调控方案 非工业用户柔性调控方案

用户数 可限负荷 用户数 可限负荷 用户数 可限负荷 用户数 可限负荷

崇川区 53 0.44 732 20.64 276 1.49 1061 22.57

开发区 88 15.50 1139 41.76 66 2.80 1293 60.05

通州湾 17 0.46 180 4.70 16 0.07 213 5.22

通州区 5 0.16 1052 44.43 79 0.41 1136 45.00

海门区 95 10.31 1954 35.21 135 2.22 2184 47.74

海安市 89 1.69 1548 45.26 83 1.73 1720 48.68

如皋市 167 2.35 2316 36.69 127 0.93 2610 39.97

如东县 137 7.96 1096 36.44 68 0.40 1301 44.80

启东市 19 0.25 1775 36.06 125 1.29 1919 37.61

合计 670 39.12 11792 301.16 975 11.35 13437 351.63

八个基本负荷管控措施各县(市、区）明细如下表：

表 7.2 管控措施明细表

调控措施情况

合计空调负荷调

控

集中

检修
需求响应

快上

快下

负荷

普降
负荷控制 轮休 调休

户数
总可限

负荷

户

数

总可限

负荷
户数

总可限

负荷
户数

总可限

负荷
户数

总可限

负荷
户数

总可限

负荷
户数

总可

限负

荷

户数
总可限

负荷
用户

数

可限负

荷

崇川区 267 3.56 3 0.48 343 7.80 25 5.56 0 0.00 669 18.93 785 21.08 728 20.96 1061 22.57

开发区 59 2.89 5 1.38 166 16.24 10 6.59 27 0.37 1173 41.79 1227 57.26 116
7 41.70 1293 60.05

通州湾 16 0.12 1 0.1 43 1.91 10 1.97 0 0.00 259 3.07 197 5.15 197 5.15 213 5.22

通州区 75 1.06 3 2 307 12.93 158 6.87 0 0.00 909 37.88 1057 44.58 540 39.37 1136 45.00

海门区 134 5.78 2 0.98 243 13.89 9 10.68 0 0.00 2040 34.84 2049 45.52 147
7 27.10 2184 47.74

海安市 83 4.57 6 3.72 210 15.46 43 9.03 0 0.00 1595 38.24 1637 46.95 163
7 46.95 1720 48.68

如皋市 121 2.47 1 0.7 200 11.80 62 5.32 217 0.91 2429 33.79 2483 39.04 146
8 16.21 2610 39.97

如东县 64 0.66 8 1.28 262 11.52 104 8.22 79 2.59 1081 29.57 1233 44.40 702 8.12 1301 44.80

启东市 121 2.88 4 0.27 276 7.37 128 4.11 52 1.39 1136 17.36 1794 36.31 179
3 35.80 1919 37.61

合计 940 23.99 33 10.91 2050 98.96 549 58.36 375 5.26 1129
1 255.46 1246

2
340.2
9

970
9

245.3
6

1343
7

35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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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增量配网子方案情况

南通增量配电网区域通州湾配售电有限公司，目前该配电网区域无用电户。

通州湾配售电有限公司国家批复成立后，国家海洋局颁布《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

理办法》，受制于政策原因，目前尚未有企业落户。

7.2. 三大子方案情况

7.2.1 高耗能行业负荷管理子方案

优先压限不合理用电需求，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用电。

按照高耗能应纳尽纳原则，梳理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

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五个行业的高耗用户 670 户，最大控制负荷早峰 37.51 万千瓦，腰峰 39.12 万千瓦，

晚峰 35.79 万千瓦，纳入高耗能行业负荷管理方案，五大行业在负荷管理子方案户数

及容量如表 7.3 所示。在启动总体方案执行时优先启动高耗能企业负荷管理，若缺口

小于高耗能企业总体最大可限负荷，负荷管理的实施范围原则上应全部为高耗能企业。

高耗用户在集中检修、需求响应、快上快下错避峰、负荷普降、负荷控制、轮休、调

休七个基本负荷管控措施中均作为先锋资源。

表 7.3 高耗能子行业汇总
单

位：户、万千瓦

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

学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
合计

户数 容量 户数 容量 户数 容量 户数 容量 户数 容量 户数 容量

高耗能分行

业用户明细
11 0.12 221 24.79 375 7.95 28 5.62 35 0.65 670 39.12

7.2.2 其他工业企业精准调控方案

合理保障先进产能企业用电，梳理不属于高耗能行业的其他所有工业用户 11792

户，最大控制负荷早峰 278.51 万千瓦，腰峰 301.16 万千瓦，晚峰 269.31 万千瓦，

纳入其他工业企业精准调控方案。充分考虑流程工艺、安全生产等因素，按照不同行

业负荷特性，排定企业最大可限负荷，合理设置保安负荷。综合考虑用户度电产值、

能耗水平、响应速度等在集中检修、需求响应、快上快下错避峰、负荷普降、负荷控

制、轮休、调休七个基本负荷管控措施中合理编排用户分组，优先保障先进产能用电，

精准精益调控。

7.2.3 非工业用户柔性调控方案

为最大限度减少电力缺口对企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影响，营造社会责任公担的良

好氛围，深挖非工业用户负荷精准调控潜力。南通市发改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

非工负荷调节能力建设的通知》，深挖非工负荷资源柔性调节潜力，针对党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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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大型商超综合体、酒店宾馆、交通场站等公共建筑的空调用能和景观照

明，及大型冷库、客户侧储能、新能源充换电站、数据中心等典型非工场景，依托新

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开展可调负荷柔性管控，减少高峰用电时段负荷调控压力，保

障民生、重要场所用电，助力用电安全、节能降耗和案主要由两类用户组成：非工空

调用户和典型非工场景绿色发展。

非工业用户柔性调控方案总用户 975 户，柔性调节能力 11.35 万千瓦。

7.3. 八个负荷管理调控措施情况

7.3.1 空调负荷调控

空调负荷调控措施是应对负荷缺口的首要手段，通过调节非工用户空调负荷，在

不影响工业经济生产情况下，实现负荷压降。梳理 10kV 及以上非工空调用户 940 户，

柔性调节能力 8.93 万千瓦，最大可监测负荷 23.99 万千瓦。

表 7.4 非工业用户柔性调控方案用户明细

空调类型
公共机构空调 商业楼宇空调 供电系统空调 合计

户数 监测负荷 可调负荷 户数 监测负荷 可调负荷 户数 监测负荷 可调负荷 户数 监测负荷 可调负荷

合计 235 5.27 2.04 693 18.41 6.77 12 0.31 0.12 940 23.99 8.93

按照管理措施进行调节:

（1）行政指令调节

主要针对市工信局、住建局、市政和园林局、商务局、文广旅局、国资委、机关

事务管理局等行业主管部门管辖范围内的公共机构，通过行政指令下达的方式，督促

全市公共机构在用电紧张时段柔性调节，冬季空调温度不高于 20 度。

（2）平台柔性调节

对于工商业、公共机构、供电公司内部楼宇等现场已建设实时需求响应终端的 388

户空调用户，已与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进行贯通，可开展集中监测与柔性调节，作

为冬季保供电期间空调负荷柔性调节手段。监测最大空调负荷 9.8 万千瓦，柔性调节

能力 4.5 万千瓦。

（3）分路改造刚性控制

对于工商业、公共机构、供电公司各级变电站、配电站等现场未具备 CPS 或 BA

系统的用户，若现场空调存在单独分路，对现场空调回路安装分路监测控制终端，在

电力供需紧张阶段按照响应要求主动关停全部或部分空调负荷，作为冬季保供电期间

空调负荷刚性保底控制手段。2023 年已完成 671 户分路改造，对单独的空调分路进行

分路改造建设，累计接入总监测负荷 10.8 万千瓦。针对已接入分路的空调负荷，优

先引导用户自行调节，对超限额的用户及时告警监测，必要时报政府部门同意后采取

刚性控制措施。

（4）建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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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峰度冬期间，对暂不具备刚性控制和柔性调节能力的用户，利用负荷管理系统

建组监测，通过总表数据监测执行情况，以达到空调负荷管理全覆盖目标。

（5）居民节约用电助力

充分利用多种宣传手段，引导居民社区积极参与节电行动，创建节约用电良好氛

围。冬季居家减少取暖空间区域，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尽量使用高效率、低能耗的空

调电器。

按照用户类别进行调节:

（1）机动调峰类空调负荷

响应对象：大中型商业综合体，有两台及以上中央空调机组，具备全部或部分关停机

组条件，在电力供需紧张阶段按照响应要求主动关停全部或部分机组压降空调负荷，保障

电网和民生用电安全。

（2）行政干预类空调负荷

响应对象：各级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按照政府统一行政指令，

在电力供需紧张阶段按照响应要求主动关停或部分调节各办公场所空调设备，带头示

范，切实保障电网和民生用电安全。

（3）温度调节类空调负荷

响应对象：小型商业综合体、写字楼、酒店宾馆、工业企业非生产空调、供电公

司变电站、配电站等，只有单台中央空调或分体式空调，机组容量小且不具备关停条

件，在电力供需紧张阶段按照响应要求采用调控出水温度、调节压缩机出力、关停部

分公共区域空调等压降空调负荷，保障电网和民生用电安全。

7.3.2 集中检修

集中检修措施是应对负荷缺口的提前手段，通过转移企业年度检修计划至冬季电

网高峰时期，实现电网尖峰负荷的提前转移。集中检修措施涉及用户为今冬明春有检

修计划的高耗能、其他工业用户。

梳理冶金、化工等连续性生产企业年度检修计划，发现南通共计 33 户企业今冬

明春存在检修计划，检修下降负荷合计 10.91 万千瓦。市县发改及供电按照《省发展

改革委关于做好 2023 年电力负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通过对企业检修时间调研

走访及政策宣贯动员，目前推动用户年度检修计划排定至 12 月-次年 1 月的共计 15

户，检修可下降最大负荷为 1.76 万千瓦；今秋或明春存在检修用户共计 18 户，市县

发改及供电将继续宣贯推动转移，若全部成功转移检修，将进一步下降尖峰负荷 9.15

万千瓦。

按照用户类型分类：高耗能工业用户 11 户，响应容量 2.08 万千瓦；其他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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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22 户，响应容量 8.84 万千瓦。

表 7.5 集中检修措施明细

户数 检修下降负荷（万千瓦）

今冬明

春计划

检修

计划 12 月至次年 1

月检修
15 1.76

计划今秋或明春检

修
18 9.15

合计 33 10.91

7.3.3 需求响应

需求响应措施是所有负荷管理措施的先锋手段，出现电力供需缺口时，在所有负

荷管理措施中首先启动市场化的需求响应予以应对，紧急情况下，直接调用已接入系

统控制的实时需求响应资源。需求响应措施涉及用户为高耗能工业、其他工业用户、

非工用户，梳理用户响应准备时间分类排定用户分组。

将前期调研中具备参与需求响应能力与意愿的目标用户纳入需求响应调控措施，

确保将具备响应潜力的高耗能用户应纳尽纳，将快上快下用户全量纳入。共纳入用户

2050 户，响应容量早峰 95.53 万千瓦、腰峰 98.96 万千瓦、晚峰 92.95 万千瓦。

按照用户类型分类：高耗能工业用户 296 户，响应容量 20.40 万千瓦；其他工业

用户 779 户，响应容量 67.21 万千瓦；非工用户 975 户，响应容量 11.35 万千瓦。

7.3.4 快上快下

快上快下措施是应对短时局部性缺口的重要手段，也是应对日内风电光伏出力风

电光伏波动出力、临时区外购电等不确定因素的重要补充措施。快上快下措施涉及用

户为高耗能工业、其他工业用户。

梳理钢铁、水泥、金属制品、机械铸造等具备 4小时内快上快下能力的高载能用

户纳入快上快下调控措施，共纳入用户 549 户，容量早峰 53.05 万千瓦、腰峰 58.36

万千瓦、晚峰 53.54 万千瓦，快上快下能力满足本地区最大用电负荷 4％以上。

按照用户类型分类：高耗能工业用户 107 户，容量 13.26 万千瓦；其他工业用户

442 户，容量 45.10 万千瓦。

按照响应时间对用户分类如下：

表 7.6 快上快下措施明细

响应速度 户数 容量

<0.5 小时 58 5.42

0.5-1 小时 313 30.28

1-2 小时 52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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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 126 12.66

合计 549 58.36

7.3.5 负荷普降

按照责任公平共担原则，挖掘园区内用户普降管理措施，保障企业主要生产不受

影响，分行业、分用户、分层级制定科学合理的负荷普降比例，启动普降管理措施前，

由属地街道与供电公司联合开展普降用户告知工作，确保用户明确普降比例，并由园

区管理主体牵头做好用户普降执行的督导工作。园区普降措施涉及用户为高耗能工业、

其他工业用户。

梳理南通重点园区 9个，涉及园区用户 375 户，在不影响主要生产情况下，园区

最大普降能力：早峰 5.15 万千瓦、腰峰 5.26 万千瓦、晚峰 5.16 万千瓦。同时调研

用户普降负荷类别、主要设备、调控方式、准备时间、响应时长、恢复投运时间等关

键信息，引导用户合理调整辅助生产、非主要生产设备运行情况，在不影响单户用户

主要生产的前提下，实现园区负荷整体下降。

按照用户类型分类：高耗能工业用户 67 户，容量 0.45 万千瓦；其他工业用户 308

户，容量 4.81 万千瓦。

表 7.7 园区普降措施明细

序号 园区名称 行业分类 用户数

典型日

负荷

（早）

典型日

负荷

（腰）

典型日

负荷

（晚）

不影响主

要生产时

负荷压减

最大比例

不影响主

要生产时

最大压减

负荷（早）

不影响主

要生产时

最大压减

负荷（腰）

不影响主

要生产时

最大压减

负荷（晚）

1
开发区化

工园区
化工 27 3.69 3.69 3.36 10.00% 0.37 0.37 0.34

2

启东生命

健康产业

园

医药、化工 36 3.68 3.76 3.51 10.00% 0.55 0.56 0.53

3

启东市海

工船舶工

业园

船舶 16 5.34 5.49 4.08 14.69% 0.80 0.82 0.61

4
如东县经

济开发区
机械制造 40 6.46 6.81 6.85 18.74% 1.11 1.27 1.18

5

如东县沿

海经济开

发区

化工 32 13.18 13.16 13.12 6.39% 0.81 0.81 0.80

6

如东县洋

口港经济

开发区

化工 7 6.98 6.97 6.85 6.92% 0.51 0.51 0.50

7 如皋港区 机械制造 125 11.69 11.39 11.10 6.60% 0.70 0.62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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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皋高新

区
电子元件 24 0.68 0.64 0.59 7.46% 0.04 0.05 0.05

9
如皋经济

开发区
机械制造 68 4.27 4.21 4.23 6.87% 0.26 0.24 0.32

7.3.6 负荷控制

负荷控制作为守住限电不拉闸的底线措施，是负荷调控的最后一道防线。将能够

执行负荷控制技术手段的全量工业用户纳入，共纳入用户 11291 户，容量早峰 243.27

万千瓦、腰峰 255.46 万千瓦、晚峰 224.37 万千瓦。负荷控制措施涉及用户为高耗能

工业、其他工业用户。

负荷控制按照先后顺序分为四组，用户情况如下:

表 7.8 负荷控制措施明细
用户类型 户数 容量

高耗能负荷控制组 高耗能工业用户 444 7.59

其他工业负荷控制一组 CD 类工业用户 2498 43.05

其他工业负荷控制二组 未参评用户（应税低于 500 万） 3834 76.84

其他工业负荷控制三组 B类工业用户 3257 64.08

其他工业负荷控制四组 A类工业用户 1258 63.9

合计 / 11291 255.46

启动负荷控制措施时，总体按照高耗能用户、CD 类、未参评企业（应税 500 万元

以下）、B类、A类工业用户顺序依次执行，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

剩行业用电，优先保障先进产能用电，确保精益精准调控。

按照用户类型分类：高耗能工业用户 444 户，容量 7.59 万千瓦；其他工业用户

10847 户，容量 247.87 万千瓦。

常态化开展负荷管理终端数据监测和运维工作，迎峰度冬前对用户开关状态和执

行机构进行检查摸底。迎峰度冬期间对拒不配合负荷管理，造成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

受到严重威胁的用户，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利用负荷控制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刚性执行。

7.3.7 轮休

为有效应对持续性的较大缺口，稳定企业生产经营预期，应制定科学完善的企业

轮休措施。将 50 千伏安及以上工业专变用户全量纳入，共纳入用户 12462 户，容量

早峰 316.02 万千瓦、腰峰 340.29 万千瓦、晚峰 305.10 万千瓦。

将高耗能工业用户分为三组，按周实施有计划的轮停。将其他工业用户按照街道

分为七组，采取“保五错二”、“保四错三”等方式，实行有序生产。

将家纺、船舶、集成电路产业较为集中的街道分别编排在其他工业轮休一组、二

组、三组，保障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生产经营整体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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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轮休措施明细

户数 容量

高耗能轮停一组-三组 670 39.12

其他工业轮休一组-七组 11792 301.17

合计 12462 340.29

当出现持续性较大缺口时，优先启动高耗能轮停，然后启动其他工业企业轮休。

轮休措施排定容量应填补全时段供电基础缺口，同时安排需求响应措施填补早腰晚峰

段缺口，并保留一定快上快下措施能力，应对日内突增缺口。

按照用户类型分类：高耗能工业用户 670 户，容量 39.12 万千瓦；其他工业用户

11792 户，容量 301.17 万千瓦。

7.3.8 调休

针对因极端情况发生的非连续性较大缺口，对非连续性生产企业于 8:00-22:00

实施调休，有效降低工作日高峰时段用电负荷。共纳入用户 9709 户，容量早峰 233.18

万千瓦、腰峰 245.36 万千瓦、晚峰 225.02 万千瓦。

表 7.10 调休措施明细

户数 容量

调休一组 2087 36.95

调休二组 2860 83.54

调休三组 2420 63.79

调休四组 2342 61.08

合计 9709 245.36

8. 方案执行
为有效应对电力紧张局势，尽量减少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确保《南通市 2023 年

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执行到位，方案启动操作，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提前通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早通知用户，给用户留有时间自行降

低负荷，降低用户损失，保障用户生产安全。

（2）通知到户：通过短信互动平台及负控终端中文信息、电话通知、负控喊话

等多种手段，将负荷管理信息传递至每个涉及用户。

（3）政令畅通：指令发布、传达须做到清晰、明确，负荷管理信息及时向用户

传达，对负荷管理各环节进行梳理，确保能有效执行各项政令。

（4）责任到人：明确企业负责人、电气负责人、值班负责人，确保各项指令、

信息能传达到位。

（5）监督到位：根据需要安排定点人员现场值守，督查执行效果；在企业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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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负荷管理操作时及时向负荷管理办公室汇报。

（6）如实记录：将实施负荷管理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并如实记录各执行环节及

结果，以便于事后进行检查、总结。

8.1. 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总体实施流程

图 8.1 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总体实施流程

流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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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委/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安排负荷管理方案；

（4）省电力公司营销部下达负荷管理要求；

（5）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在接到省公司营销部指令后，立即向市发改委和市供电

公司分管领导汇报负荷管理原因、负荷管理指标及执行方案，请示同意启动电力负荷

管理预案；

（6）市发改委在了解电力缺口状况后，汇报市政府及省发改委同意后启动电力

负荷管理预案；

（7）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分解负荷管理指标，向区县公司营销部下达负荷管理要

求；

（8）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下达负荷管理指标及负荷管理要求，确定负荷管理实施

子方案，并通知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具体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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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供电公司营销部根据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下达的负荷管理指标及负荷

管理要求确定负荷管理实施子方案；

（9）市供电公司营销部电力负荷管理监控中心立即通过手机短信、终端短信，

终端喊话等方式发布负荷管理指令；

城区供电服务中心、开发区供电服务中心、通州湾供电服务中心、区县公

司督察人员立即到执行方案涉及的用户现场督促、指导用户调整用电；

（10）负荷管理用户在接到供电公司负荷管理指令后，按事先编制内部负荷管理

方案及时落实到位；

（11）市供电公司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密切监控负荷管理用户负荷情况，对负荷管

理措施未执行到位的及时通知督察人员现场督察；

（12）市供电公司电力负荷管理监控中心汇总编制当天负荷管理日报并报市供电

公司营销部；

区县公司营销部编制当天负荷管理日报并上报市公司营销部；

市供电公司营销部汇总编制当天全市负荷管理日报，按照规定的要求上报

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同时向市发改委及市供电公司领导汇报当日负荷管理执行情况；

（13）省电力公司营销部汇总编制当天全省负荷管理日报。

8.2. 短期缺口实施流程

8.2.1. 启动时机

当大机组跳闸、区外来电减少或负荷突变等原因造成当前电网供电不足，需紧急

控制负荷时，启动紧急性负荷管理方案。电力平衡分级预警等级实际电力缺口与历史

最大负荷占比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VI 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5%）；V级预

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5-10%）；Ⅳ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10-15%）；Ⅲ级

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15-20%）；Ⅱ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20-25%）；I

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25-30%），相应分六个轮次进行负荷管理操作。

8.2.2. 启动操作

（1）VI 级预警，缺口 56.4 万千瓦以内：

坚持需求响应优先原则，按照省发改委、省电力公司需求响应指令，优先启动非

工需求响应、高耗能需求响应，优先以市场化手段填补供电缺口。按照实际缺口的 1.5

倍邀约需求响应用户，若确认响应量不足时，追加邀约其他工业需求响应组，确保填

补响应缺口。累计邀约最大 84.6 万千瓦需求响应客户。同时做好用户的现场督导与

执行监测，确保响应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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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级预警级别，缺口 56.4-112.7 万千瓦：

坚持需求响应优先原则，按照省发改委、省电力公司需求响应指令，依次启动非

工需求响应、高耗能需求响应、其他工业需求响应组。按照实际缺口的 1.5 倍邀约需

求响应用户，若确认响应量不足时，采用负荷管理措施保底，根据缺口大小依次启动

高耗能快上快下、高耗能负荷控制组、负荷普降组。该策略最大可调控 115.57 万千

瓦。

（3）Ⅳ级预警级别，缺口 112.7-169.1 万千瓦：

坚持需求响应优先原则，按照省发改委、省电力公司需求响应指令，依次启动非

工需求响应组、高耗能需求响应、其他工业需求响应组。由于需求响应总容量已无法

覆盖当前缺口，同步执行负荷管理措施。根据缺口大小依次启动高耗能快上快下、高

耗能负荷普降、高耗能负荷控制组，再根据剩余缺口情况，依次启动其他工业快上快

下组、其他工业负荷控制一组。该策略最大可调控 170.57 万千瓦。

（4）Ⅲ级预警级别，缺口 169.1-225.5 万千瓦：

坚持需求响应优先原则，按照省发改委、省电力公司需求响应指令，依次启动非

工需求响应组、高耗能需求响应、其他工业需求响应组。由于需求响应总容量已无法

覆盖当前缺口，同步执行负荷管理措施。根据缺口大小依次启动高耗能快上快下、高

耗能负荷普降、高耗能负荷控制组，再根据剩余缺口情况，依次启动其他工业快上快

下组、其他工业负荷控制一组-三组。该策略最大可调控 262.12 万千瓦。

（5）Ⅱ级预警级别，缺口 225.5-281.9 万千瓦：

执行负荷管理措施，并确保全量非工用户在峰段刚性调控到位，依次启动高耗能

快上快下、高耗能负荷普降、高耗能负荷控制组，其他工业快上快下组、其他工业负

荷控制一组-四组。该策略最大可调控 313.82 万千瓦。

（6）I级预警，缺口 281.9-338.2 万千瓦：

执行负荷管理措施，并确保全量非工用户在峰段刚性调控到位，依次启动高耗能

快上快下、高耗能负荷普降、高耗能负荷控制组，其他工业快上快下组、其他工业负

荷控制一组-四组。根据剩余缺口，投入调休一组-四组。该策略最大可调控 351.63

万千瓦。同步做好通知宣传工作，引导全社会（包括居民等）共度难关。

根据今冬明春总体供需形势，全省冬季晚峰最大存在约 770 万千瓦缺口，南通最

大存在约 62 万千瓦缺口，结合该供需失衡场景，细化负荷管理措施，确保迎峰度冬

出现缺口时快速高效响应。策略执行顺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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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助光伏企业制定避峰策略。梳理方案光伏用户 2612 户，重点宣传冬季尖峰

电价政策，提供晚峰避峰生产建议，同时推广储能、蓄热式电锅炉等蓄能装置。

2. 提前转移晚峰负荷。通过 33 户企业集中检修转移约 5万千瓦，通过尖峰电价

引导 7042 户错开晚峰时段生产可转移约 12 万千瓦，累计可累计转移约 17 万千瓦。

3. 开展节约用电专项行动，引导晚间经营的商业建筑晚峰提前关停空调 1小时，

引导居民“e 起节电”同比下降 10%，组织市政照明减半开启并关闭亮化工程，累计

可降低负荷约 10 万千瓦。

4. 开展需求响应邀约填补剩余缺口，首先邀约全量储能、数据中心、能源站、

冷库等非工需求响应资源，然后邀约全量高耗能需求响应资源，最后适当补充其他工

业需求响应资源，累计填补剩余约 35 万缺口。

8.2.3. 实施流程

图 8.2 南通市紧急性错峰方案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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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步骤 说明 负责部门

1．开始
1.1 因电网供电能力不足需实施负荷管理错峰措

施时，提前一天通知省公司营销部
省调

2．通知错峰 2.1 通知错峰指标到市公司营销部 省公司营销部

3．通知企

业、督察人

员

3.1 市公司营销部根据错峰要求，分解下达指标到

本部市/区县公司营销部，并选定相关方案

3.2向市公司分管领导及负荷管理协调工作组汇报

错峰原因、错峰指标及执行方案，请示同意启动电

力负荷管理预案

3.3 得到负荷管理协调工作组同意启动方案后，立

即安排地调通知有用户错峰错峰，通知电力负荷管

理中心、区县公司营销部执行方案

3.4 市公司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区县公司营销部通

过语音信息、中文信息、手机短信等途径通知用户

错峰错峰

3.5 通知督察人员现场值守

负荷管理工作组、市公司营销

部、市公司电力负荷管理中心、

区县公司营销部

4．执行方案 4.1 企业接到错峰指令，启动内部方案 相关企业

5.执行情况

监测

5.1 市公司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区县公司营销部监

测错峰错峰情况

5.2将未按要求执行方案的企业情况通知现场督察

人员

市公司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区

县公司营销部

6.现场督察

6.1 现场督促、指导企业错峰错峰

6.2现场监察人员对于执行不力情况出具书面整改

通知书

督察人员

7.监测汇总
7.1 市公司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区县公司营销部汇

总编制当天错峰日报并上报市公司营销部。

市公司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区

县公司营销部

8.汇报方案

执行情况

8.1 市公司营销部汇总编制当天全市错峰日报，按

照规定的要求上报省公司营销部，同时向负荷管理

协调工作组汇报当日错峰执行情况

营销部、负荷管理协调工作组

9.结束

8.3. 阶段性缺口实施流程

8.3.1. 启动时机

当电网出现可预见的较长时间电力缺口时，为稳定用户生产经营预期,避免用户

频繁启停,根据全省统筹安排,实行有计划的轮休最大限度保障供用电秩序稳定。电力

平衡分级预警等级实际电力缺口与历史最大负荷占比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VI 级预警

（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5%）；V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5-10%）；Ⅳ级预警（缺

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10-15%）；Ⅲ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15-20%）；Ⅱ级预警

（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20-25%）；I级预警（缺口占历史最大负荷 25-30%），相应分

六个轮次进行负荷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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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启动操作

（1） VI 级预警，缺口 56.4 万千瓦以内：

集中检修措施作为负荷缺口的提前手段，通过检修提前转移压降电网尖峰负荷。

然后安排高耗能轮停一组-二组进行轮停（高耗能轮停一组-三组可适当轮换），引导

非工用户分批自主压降空调等柔性可调负荷，安排其他工业企业轮休一组-七组“保

六错一”轮休，实行有序生产。最大可调控 69.10 万千瓦。轮休措施排定容量应填补

全时段供电基础缺口，同时安排快上快下措施填补早腰晚峰段缺口。

（2） V级预警级别，缺口 56.4-112.7 万千瓦：

集中检修措施作为负荷缺口的提前手段，通过检修提前转移压降电网尖峰负荷。

然后安排高耗能轮停一组-三组全停，引导非工用户分批自主压降空调等柔性可调负

荷，安排其他工业企业轮休一组-七组“保六错一”至“保五错二”，实行有序生产。

最大可调控 125.16 万千瓦。轮休措施排定容量应填补全时段供电基础缺口，同时安

排快上快下措施填补早腰晚峰段缺口。

（3）Ⅳ级预警级别，缺口 112.7-169.1 万千瓦：

集中检修措施作为负荷缺口的提前手段，通过检修提前转移压降电网尖峰负荷。

然后安排高耗能轮停一组-三组全停，引导全量非工用户最大程度压降空调等柔性可

调负荷，安排其他工业企业轮休一组-七组“保五错二”至“保四错三”。最大可调

控 177.11 万千瓦。轮休措施排定容量应填补全时段供电基础缺口，同时安排全量快

上快下措施填补早腰晚峰段缺口。

（4）Ⅲ级预警级别，缺口 169.1-225.5 万千瓦：

集中检修措施作为负荷缺口的提前手段，通过检修提前转移压降电网尖峰负荷。

然后安排高耗能轮停一组-三组全停，引导全量非工用户最大程度压降空调等柔性可

调负荷，安排其他工业企业“保四错三”至“保二错五”。最大可调控 263.15 万千

瓦。安排全量快上快下措施填补早腰晚峰段缺口。

（5）Ⅱ级预警级别，缺口 225.5-281.9 万千瓦：

集中检修措施作为负荷缺口的提前手段，通过检修提前转移压降电网尖峰负荷。

然后安排高耗能轮停一组-三组全停，引导全量非工用户最大程度压降空调等柔性可

调负荷，安排其他工业企业“保二错五”至“保一错六”。最大可调控 306.17 万千

瓦。安排全量快上快下措施填补早腰晚峰段缺口。

（6）I级预警，缺口 281.9-338.2 万千瓦：

集中检修措施作为负荷缺口的提前手段，通过检修提前转移压降电网尖峰负荷。

然后安排高耗能轮停一组-三组全停，引导全量非工用户最大程度压降空调等柔性可

调负荷，安排其他工业企业“保一错六”至“全停”。最大可调控 351.63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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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全量快上快下措施填补早腰晚峰段缺口。同步做好通知宣传工作，引导全社会（包

括居民等）共度难关。

8.3.3. 实施流程

图 8.3 南通市阶段性轮休方案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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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步骤 说明 负责部门

1．开始
1.1 因电网长时期供电能力不足需实施负荷管理错峰

措施时，提前一天通知省公司营销部
省调

2．通知错峰 2.1 通知错峰指标到市公司营销部 省公司营销部

3．通知企

业、督察人

员

3.1 市公司营销部专业市根据错峰要求，分解下达指标

到区县公司，并选定相关方案

3.2 向市公司分管领导及负荷管理协调工作组汇报错峰

原因、错峰指标及执行方案，请示同意启动阶段性轮休

方案

3.3 得到负荷管理协调工作组同意启动方案后，立即安

排地调通知方案用户错峰错峰，通知电力负荷管理中心

/区县公司营销部执行方案

3.4 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区县公司营销部通过语音信

息、中文信息、手机短信等途径通知用户错峰错峰

3.5 通知督察人员现场值守

负荷管理工作组、市公司营

销部、电力负荷管理中心、

区县公司营销部

4．执行方案 4.1 企业接到错峰指令，启动内部方案 相关企业

5.执行情况

监测

5.1 电力负荷管理中心监测错峰错峰情况

5.2 将未按要求执行方案的企业情况通知现场督察人员

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区县公

司营销部

6.现场督察

6.1 现场督促、指导企业错峰错峰

6.2 现场监察人员对于执行不力情况出具书面整改通知

书

督察人员

7.监测汇总

7.1 电力负荷管理中心汇总编制当天错峰错峰日报并上

报省、市公司营销部

7.2 市公司营销部/区县供电公司汇总（县）市公司当天

错峰错峰日报

营销部、电力负荷管理中心、

区县公司营销部

8.汇报方案

执行情况

8.1 市公司营销部汇总编制当天全市错峰错峰日报，按

照规定的要求上报省公司营销部，同时向负荷管理协调

工作组汇报当日错峰执行情况

营销部、负荷管理协调工作

组

9.结束

8.4. 需求响应方案启动流程

8.4.1 需求响应与负荷管理协同机制

8.4.1.1. 接到省公司次日仅执行需求响应的情况

（1）地市公司在接到省公司需求响应执行通知时，提前一天按 1.5 倍负荷缺口发

送约定响应邀约；

（2）当晚发现确认参与用户量不足时，则将实时需求响应资源作为补备手段，在

执行时段前 2小时发送通知，告知用户调控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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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时需求响应未反馈用户视为同意参与响应，实时需求响应用户通过主站系

统进行主动调控。

8.4.1.2. 接到省公司次日执行需求响应和负荷管理的情况

（1）安排需求响应措施（含实时需求响应），需求响应负荷容量不参与调控目标

计算；

（2）通过负荷管理系统刚性错峰，控制快上快下、紧急组等用户；

（3）负荷管理错峰措施参与调控目标计算；

（4）对于参与需求响应的用户，不再刚性执行负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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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负荷释放预案
9.1. 总述

全省电力供需平衡后，应尽快释放负荷，解除负荷管理措施，并及时告知企业恢

复正常生产，将负荷管理对企业生产用电的影响降至最低。

南通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既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缺电造成的损失，又要最大限度的

满足社会用电需求，实现社会效益与企业效益双赢。市负荷管理办公室将定时、主动

与电网调度、负控、95598 工作站、用户、气象台加强信息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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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负荷管理错峰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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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恢复用电，努力提高负荷

管理工作的预见性、可控性和灵活性。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对企业负荷管理重要意义

及电网形势宣传。同时，为加强用电负荷的预测，使负荷管理工作做到限得下，放得

开，用得上，特编制了以下几种不同情况下的用电负荷释放方案：负荷释放方案分为

启动《紧急错峰方案》后负荷释放方案、启动《阶段性错峰方案》后负荷释放方案 2

大类负荷释放子方案。需求响应用户自行恢复生产。

图 9.1 负荷释放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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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启动紧急错峰子方案负荷释放方案

当预警等级以内紧急性错峰负荷缺口消除（电网区域缺口紧急错峰），电网供电

能力恢复时，南通供电公司营销部接调度通知或上级营销部通知后，向供电服务中心、

区县公司营销部下达负荷释放指令，要求释放相应预警等级控制组所控负荷。供电服

务中心、区县公司营销部接到指令立即通过短信、电话对相应用户释放控制负荷，同

时通知供电公司责任人现场协助用户快速释放负荷，恢复正常生产，并告知调度控制

中心，汇报市负荷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和相关分管领导。在负荷释放过程中尽可能从

负荷最大的用户以及能够迅速组织生产的用户预先通知负荷释放，以确保电网负荷能

够快速提高。

9.3. 启动阶段性轮休方案后负荷释放方案

当电网供电能力恢复时，依次释放其他工业轮休用户、高耗能工业轮停用户：电

力调度控制中心通知营销部，由营销部向市负荷管理办公室汇报，并通知电力负荷管

理中心、区县公司营销部。各级公司营销部立即解除所控用户组功控，同时通过短信、

电话通知、系统广播信息等方式通知企业立即恢复正常生产。各级供电公司责任人到

现场通知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对于能立即组织生产、负荷能快上的企业优先解除

所控用户功控，并优先通知。同时由市负荷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通知各级发改委，各

级发改委通知各级区县通知所辖区域内轮休企业释放负荷。

9.4. 负荷快速释放的其它注意事项

1) 为确保释放负荷能够快速，原则上以多种手段先通知高负荷用户，确保负荷

迅速上升。

2) 要求各用电单位配电房在用电紧张时期加强值班，对配电值班人员加强培训，

配电值班人员应能熟练掌握控制负荷和开放负荷的方法。并结合演习，要求相关企业

配合进行内部控制负荷和开放负荷的演习。

3) 要求相关企业详细制定本单位内部的负荷释放预案,在接到负控运行组开放

负荷的通知后,按照本单位的负荷释放方案能很快将单位内部负荷用上去,将控制负

荷对生产的影响降至最小。

4) 各级地方主管部门以及供电公司做到通讯、网络信息畅通，在用电紧张期手

机必须 24 小时畅通。

5) 市公司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区县营销部（客户服务中心）随时关注电网负荷

变化情况和负荷控制情况，若在中午时段和腰荷时段，实际用电负荷在计划指标以下，

立即通知响应速度快的企业迅速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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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 2023 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子方案

汇总表

子方案汇总

合计
高耗能行业负荷管理方案

其他工业企业

精准调控方案

非工业用户

柔性调控方案

用户数 可限负荷 用户数 可限负荷 用户数 可限负荷 用户数 可限负荷

崇川区 53 0.44 732 20.64 276 1.49 1061 22.57

开发区 88 15.50 1139 41.76 66 2.80 1293 60.05

通州湾 17 0.46 180 4.70 16 0.07 213 5.22

通州区 5 0.16 1052 44.43 79 0.41 1136 45.00

海门区 95 10.31 1954 35.21 135 2.22 2184 47.74

海安市 89 1.69 1548 45.26 83 1.73 1720 48.68

如皋市 167 2.35 2316 36.69 127 0.93 2610 39.97

如东县 137 7.96 1096 36.44 68 0.40 1301 44.80

启东市 19 0.25 1775 36.06 125 1.29 1919 37.61

合计 670 39.12 11792 301.16 975 11.35 13437 3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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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 2023 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调控措

施汇总表

调控措施情况

合计空调负
荷调控

集中检
修 需求响应 快上快下 负荷普

降 负荷控制 轮休 调休

户
数

总可
限负
荷

户
数

总可
限负
荷

户数
总可
限负
荷

户
数

总可
限负
荷

户
数

总
可
限
负
荷

户数
总可
限负
荷

户数
总可
限负
荷

户数
总可
限负
荷

用户
数

可限
负荷

崇川区 267 3.56 3 0.48 343 7.80 25 5.56 0 0.00 669 18.93 785 21.08 728 20.96 1061 22.57

开发区 59 2.89 5 1.38 166 16.24 10 6.59 27 0.37 1173 41.79 1227 57.26 1167 41.70 1293 60.05

通州湾 16 0.12 1 0.1 43 1.91 10 1.97 0 0.00 259 3.07 197 5.15 197 5.15 213 5.22

通州区 75 1.06 3 2 307 12.93 158 6.87 0 0.00 909 37.88 1057 44.58 540 39.37 1136 45.00

海门区 134 5.78 2 0.98 243 13.89 9 10.68 0 0.00 2040 34.84 2049 45.52 1477 27.10 2184 47.74

海安市 83 4.57 6 3.72 210 15.46 43 9.03 0 0.00 1595 38.24 1637 46.95 1637 46.95 1720 48.68

如皋市 121 2.47 1 0.7 200 11.80 62 5.32 217 0.91 2429 33.79 2483 39.04 1468 16.21 2610 39.97

如东县 64 0.66 8 1.28 262 11.52 104 8.22 79 2.59 1081 29.57 1233 44.40 702 8.12 1301 44.80

启东市 121 2.88 4 0.27 276 7.37 128 4.11 52 1.39 1136 17.36 1794 36.31 1793 35.80 1919 37.61

合计 940 23.99 33 10.91 2050 98.96 549 58.36 375 5.26 11291 255.46 1246
2 340.29 9709 245.36 13437 3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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