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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锚定新

质生产力方向，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公司各项

工作部署，围绕“规建运”一体化整体思路，紧

扣中心任务，狠抓基础和规范管理，助力供电

可靠性持续提升。

聚焦精益化管理，下好夯实基
础“先手棋”

该公司紧扣“少停电，快复电”工作主线，

以配电网改造三年行动方案为导向，不断加强

精益化管理。上半年该公司全口径供电可靠

率排名提升至全省第35名，同比去年提升16

个名次，首次进入全省中游梯队，用户平均停

电时间0.907小时/户，同比下降38.2%，供电保

障服务能力持续加强。

经统计，2023年庐江电网超50时户数计

划27起，超100时户数故障17起。2024年，该

公司全面开展超30时户施工方案审查，对停电

范围内的用户实行“应保尽保”，每周组织计划

平衡，每日由专人开展执行偏差度核查，“点对

点”通报考核至责任单位，严抓停电计划管控

和刚性执行。同时不断优化故障处置策略，完

善接地故障处置方案、故障标准化处置流程、

应急抢修机制等，全面压缩故障抢修恢复时

间。上半年超50时户数计划2起，超100时户

数故障5起，大时户数计划和故障总量降幅达

78%。

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庐江配电

网现状，编制配电网规划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年），完成城农网区域网架优化及配电设

备提升方案编制。同步围绕在运变电站空余

间隔开展同期配套及网架提升项目规划设计，

进一步优化线路网架，解决线路挂接配变多、

联络率不足等问题。目前该公司10千伏公用

线路联络率已提升至100%。

聚焦运检业务，下好网架优化
“关键棋”

2024年5月21日，28基

新建杆塔成功投运标志着乐

桥361老旧线路改造告一段

落。今年以来先后完成110

千伏庐绣583线、黄绣584线

跨越铜陵港铁路的迁改、35

千伏柯坦变3号变新建等工

程，有力提高主网供电能力。

同时，落实“物防、人防、技防”

措施，在三跨区段、城市主干

道、外破多发区等重点区域加

装具有前端感知的微拍装置，

成功推送并处理5条风险隐

患。针对三年来雷害高发的

10千伏乐桥111线、杨柳南

107线等6条配电线路，加装避雷器80余组，上

半年配网线路雷击故障率同比下降50%。

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深入实施频停线路

专项整治，抓好无人机飞检大数据运用，以巡

检成果促进配网运维质效提升，截至目前先后

对27条预警线路结合无人机飞检数据落实线

路改造、树障清理等治理措施150余项，2024

年至今未发生频停线路。

聚焦低压治理，下好用户服务
“保障棋”

该公司以解决电网薄弱点和群众诉求为

出发点，全面深化台区“首-中-末”精细化改

造，保障用户侧用电质量。今年2月初，庐南

区域遭受冻雨灾害，电力设施受损严重，绝大

多数是在居民小区、医院等重要场

所，该公司迅速组织开展抢修，在最

短时间内成功复电。

今年以来，该公司不断推行低压

保电技术，增加低压发电车1辆、保电

车若干，计划、故障停电时间从“小

时”级降至“分钟”级，用户停电“零感

知”。谋划低压不停电作业深化运

用，补充带电作业装备与人员，探索

绝缘脚手架、绝缘平台等作业方法，

实现低压不停电作业突破。

聚焦新型电力系统，下
好数智赋能“长效棋”

2024年，该公司全面推进全自愈

线路改造，深入开展线路保护化开关

新装或更换，实现全自愈线路百分百

投运，配自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6

月 25日，庐江县域内共199条公网

线路已全部具备自愈能力，率先成为

了合肥地区首个县级实现配网自愈

线路全覆盖的地区。2024年以来，

该公司应用配自处理故障151次，线

路自愈成功并转移负荷15次，减少

4000多时户数损失，故障停电时间

同比压降40%。该公司自愈覆盖率、

配自应用率、应用成功率均位于四县

一市首位。

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积极支撑省、市公司

800千伏陕电入皖工程，依托特高压换流站发

展平台，完成郭河镇、金牛镇区域内两座无人

机巢建设前期工作，并对十千伏三畈109线等

线路开展行波定位装置安装、激光点云建模航

迹规划，利用无人机巢和分布式故障诊断装

置，实现故障点自动巡检功能，为配电网数智

化赋能赋效。

面对新形势下电网保供电、促转型、谋发

展、提质效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该公司将继续

深化技术创新，全面推进数字化技术与配电网

运维的深度融合，加快推动配网运检数字化转

型，持续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水平。

（蔡婷婷 葛艳飞 方莫凡 丁文康）

安徽庐江：多措并举 供电可靠性持续提升

图为该公司输电人员通过无人机对线路进行巡查。

图为该公司开展不停电作业。

图为该公司开展配网线路自愈网络建设。

亿万年前，地球曾是一个被汪洋大海包围

的“水球”。随着时间推移，陆地和淡水出现，

为陆地生命演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变，科学界的普遍认识

是，陆地和淡水最早出现在32亿至26亿年前。

近期一项研究挑战了这个观点。今年6

月，发表于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月刊的一篇

论文提出，可能在约40亿年前，地球上就已出

现干燥的陆地和淡水。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王相力认为，该研究对于研究地球地质演

变、寻找宜居星球具有重要意义。

跨越亿万年的“信物”揭开奥秘

想研究40亿年前发生了什么，需要寻找一

个能够跨越亿万年的“信物”。

科学家将目光投向了锆石。它是一种坚

硬耐磨的矿物，能经受地球深处高温高压的考

验，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保存重要化学信息，

是研究地球早期历史的理想材料。王相力介

绍，借助锆石，科学家可以追溯地球演化史，解

读地质构造活动和气候变化等重大事件。

哪里能找到来自40亿年前的锆石？澳大

利亚西部的杰克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

有已知最古老的地球物质，形成于约44亿年

前，几乎与地球同时诞生。其中的锆石样本，

是研究早期地球的关键线索。

来自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分析了一批

来自杰克山的锆石样本。这些锆石样本中，大

约10%超过40亿岁。

为探寻这些锆石是否含有淡水记录，研究

人员采用氧同位素法。氧同位素法是一种通

过测量矿物或岩石中的氧同位素组成，特别是

氧-18与氧-16的比值，来推断物质来源和形

成环境的方法。研究人员发现，一小部分古老

锆石中存在的氧同位素组成与淡水环境中形

成物质的氧同位素组成相似，进而推断出地球

在40亿年前就已具备淡水循环系统。

分析结果显示，部分锆石样品中氧-18与

氧-16的比值明显低于地幔平均值。而这正好

符合内陆地区降水中氧-18与氧-16比值较低

的特征。淡水是由降雨带来的，水在蒸发过程

中，较轻的氧同位素（氧-16）比较重的氧同位

素（氧-18）更容易进入大气，所以内陆地区降

水中氧-18与氧-16的比值较低。

研究人员通过蒙特卡罗法模拟了这些锆

石形成的过程。他们发现，仅靠海水和地幔岩

浆作用，锆石的氧-18和氧-16比值几乎不可

能低于3‰，只有当陆地降水带来的淡水参与

到锆石的形成过程中才有可能实现。并且，这

片陆地必须足够大，才能汇集足够淡水。

王相力进一步解释，在地球的水循环中，

海水通过蒸发进入大气，随后以淡水形式降落

陆地。在此过程中，轻的氧同位素富集在淡

水，而重的氧同位素富集在海水。淡水参与地

表生物地球化学反应，形成的水生物质随后埋

藏于海洋沉积物，最终因构造运动返回地球深

部熔融成岩浆并形成锆石矿物。

为寻找宜居星球提供新尺度

淡水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地球上已经有了

大片陆地。

陆地生命的

演化需要陆

地作为栖息

地，并需要

淡水合成蛋

白质。虽然

陆地和淡水

的存在并不

意味着陆地

生命必然出

现，但至少

已满足两个

关键条件。

王相力

认为，地球

淡水循环在

40 亿 年 前

有序运行这

一发现，对

研究早期地

球生命与环

境的协同演化、寻找宜居星球有重要意义。

王相力分析，地球在45.6亿年前形成，仅

仅过了大约6亿年，就具备了陆地生命的重要

宜居要素，这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时间尺

度，用于评估其他星球的宜居性演化。科学家

可以通过对比地球早期的环境条件，推测其他

类地行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起源条件，从而更

有效地探索宜居星球。

同时，王相力也认为，这个结论仍存在许

多需进一步厘清的问题。例如，携带淡水特征

氧同位素的物质是如何返回地球深部的？一

般观点认为，地球表层系统产生的物质需经过

板块俯冲才能进入地球深部。因此，该研究暗

示板块俯冲可能在40亿年前就已经发生，而这

明显早于许多已知的板块俯冲地质证据。因

此，40亿年前板块俯冲的具体模式及背后的驱

动机制，仍有待更多研究来揭示。

（蒋捷）

地球淡水出现时间有新说提前至约40亿年前

图为美国直觉机器公司的月球着陆器“奥德修斯”和地球。

新华社发（直觉机器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