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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波，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分布式电源和微网技术实验室负责人，浙江

省劳动模范、国家电网公司特等劳模。他白手起家，建起了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微网实验室；

他率领团队，在海岛、大漠建设了一个个造福于民的微电网工程。当别人称他为“中国海岛

绿色供电第一人”时，他总是笑着说“我只是想为低碳社会做点贡献”。 

 

 

做绿水青山的守卫者 

 

  浙江温州南麂岛大沙岙沙滩边，南麂滨海美食街老板吴高明比往常更早开门

迎客，他是南麂岛上试装用电指示器的岛民之一，用电指示器上，绿灯表示风力

和光伏产生的清洁能源充足，红灯则是表示清洁能源不足需要启动柴油发电。

“这是个好项目，我从此可以放心大胆地用电了，用的还是干净的电。”老吴笑

着说。 



  如今，岛上的居民用电可靠了，而且用的都是清洁电。这得益于 2014 年国

庆前夕，9 月 26 日，全国首个兆瓦级离网型示范工程——南麂岛微网示范工程

的投运。 

  南麂岛是我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同时又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管理示范区。

由于远离大陆，岛上 11 个行政村，2250 余位常住居民，供电基本只能依靠岛

上的四台 300 千瓦柴油发电机。 

  随着岛内渔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如果柴油发电容量持续增加，将对海岛的生

态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海岛普遍具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开展新

能源分布式发电，实施多种能源综合互补利用，为海岛绿色能源供电了基础。 

  “在海岛上建设微网系统可不同于建设微网实验室，海岛的环境对设备和施

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赵波说。 

 

 

 

 

 



在追梦之路上努力奔跑 

 

  3 月 28 日，由赵波技术负责的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含储能的快充电站

与配电网的互动模式及集群调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他

带领团队在储能领域技术负责的第 2 个省部级科技项目，也是他探索“三型两网”

在电动汽车与储能领域的应用实现的又一次尝试。 

  “目前浙江有近 17 万纯电动汽车，近千座充电站，预计到 2020 年，全国

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超过 500 万辆。”赵波一边说一边点开了笔记本桌面上放在

醒目位置的储能电池和管理系统展示界面，“在快充电站配置储能系统并开展集

群优化控制，能实现快充电站对外负荷特性的智能化控制，这就是泛在电力物联

网的一个终端示范呀，这个研究和应用很有前景。” 

  平时比较安静的赵波每次一说到自己的项目、一说到专业技术问题就不由得

话多了起来。从设备、系统到控制策略等，一样样如数家珍。 

 



 作为技术负责人，赵波相继承担了 3 项国家 863 计划课题、3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有关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10 余项。在微电网海岛应用领域已是业内翘

楚的他，如今，又一次在泛在电力物联网的追梦之路上努力奔跑了起来。 

 

倒腾点别人没有干或者干不了的事情 

 

  “博士毕业时我的导师对我说，希望我把学到的东西用在工作岗位上，耐得

住性子，努力创新，倒腾点别人没有干或者干不了的事情。”这句话赵波时常挂

在嘴边，也时常提醒着自己。 

  2018 年 1 月，已是国家电网公司和浙江省双料重点实验室的分布式电源和

微电网控制技术实验室，在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网浙江示范中心开展了综合能源

平台建设。 

  综合能源平台建设过程中，涉及到冷、热、电、光、气等各种形式的能源，

对赵波团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自项目启动以来，赵波和他的团队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每天下班后

就躲进实验室，对平台设备选型、参数选配，开始一项项测试和实验，每一个细

节都要反复测算和推敲，经常工作到半夜。2018 年 3 月 17 日，赵波清晰记得

那是一个春雨绵绵的周六，在整个平台的关键设备——冷热电机组调试过程中，

进行的并不太顺利，在国内外也鲜有成功案例可以借鉴。那个周末赵波带领着自

己的团队，一群名校的博士、硕士开始反复研究原理、啃设备说明书，反复验算、

反复尝试各个性能参数设置，地毯式地细扣各个环节。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反复尝

试，终于找到了最理想的性能参数组合。 

  2018 年 6 月，双创基地综合能源平台一期成功建成投运且运行正常。“我

们这套系统通过配套建设一定的电化学储能和蓄热蓄冷设施，保证了基地范围内

光伏、风机等可再生能源的全消纳。”每次有专家和领导来参观他的实验室，他

都要非常自豪地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套综合能源实践应用试点。 

目前赵波团队正在积极开始综合能源平台二期的建设工作，届时将满足双创

示范基地 A 区 100%新能源供电、供热、供冷，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智慧用能、

能源平衡、家庭式综合能源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将其打造成为浙江综合能源服务

的实体样板间和对外展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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