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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抽水蓄能电站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能抽水至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下

水库发电的水电站。又称蓄能式水电站。它可将电网负荷低时的多余电能，转变为电网高峰

时期的高价值电能，还适于调频、调相，稳定电力系统的周波和电压，且宜为事故备用，还

可提高系统中火电站和核电站的效率。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起步较晚，但由于后发效应

，起点却较高，近年建设的几座大型抽水蓄能电站技术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随着我国新兴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抽水蓄能电站的配置由过去单一的侧重于用电负

荷中心逐步向用电负荷中心、能源基地、送出端和落地端等多方面发展。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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