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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化,各地对于节能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并结合所在区域特点落实了一系列

的节能环保措施,意在提升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岸电技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在港口城市当中对岸电技术加强应用,

能够使船舶靠岸期间的污染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这对于港口环境问题的有效改善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围绕港口发展岸

电技术的效益研究及应用进行讨论,对落实该项技术的综合效益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对其应用展开相关论述,希望能够对岸电

技术的有效推广和应用提供一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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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国家海上贸易日渐频繁,在推动国

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为了使这种

问题得到有效的改善,港口岸电技术应运而生,其主要是在船

舶进入港口停放期间使用岸上电源进行供电,使船舶的照明、

通风、通讯以及泵组等用电需求得到有效满足,这样能够有效

减少船舶辅机燃油发电造成的污染物排放,对于港口生态环境

的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为绿色港口建设目标的实现奠定

坚实的基础。因此,有必要针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 

1 浅析港口岸电技术 

所谓的岸电技术,就是在船舶进入港口以后,停止自带发

动机的应用,接入陆地电源,利用陆地电源对船舶当中的各项

用电需求加以满足,而该项技术的应用主要是由岸电系统作

为支撑的,该系统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港口供电系统以及船

舶变电系统,港口供电系统的电源通过变压、变频,实现输入

供电的转化从而满足船舶的电源需求,具体需要通过输送栈

桥以及电缆沟等设施,在港口进行高压电缆的敷设,并使用高

压接线箱与船舶进行连接,经过船载变电站进行变压处理以

后,实现船舶的有效供电。而港口在发展岸电技术的过程中需

要对相关改造工作加以落实,首先,要对港口进行电力增容建

设,确保港口能够具有较高的功率裕度；其次,要对功率较高

的变频电源进行装设,以此来满足多种用电需求；再次,要对

港口布局进行合理规划,对岸电电接点进行科学的设置,保证

高低变压、变频系统的位置能够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尽可能的

缩短电缆距离,达到降低成本投入,提升经济效益的目的[1]。 

 

图一  高压船舶-高压岸电 

高压船舶-高压岸电/60Hz直接供电方案,电网电压经变

电站降至6～20kV,由码头岸电接电箱接岸电上船,上船后可

直接切换至船舶配电系统并向船舶供电。国内尚未有港口岸

电应用类似方案,及港口发展岸电技术的效益研究。 

2 港口发展岸电技术的效益研究 

2.1 环境效益 

港口在大力发展岸电技术以后,船舶靠港停泊以后可以

对该项技术进行使用,进而减少燃油污染,使大气污染物排

放得到有效的控制,这对于港口环境保护具有非常积极的作

用。例如,连云港 59 号泊位,作为“中韩之星”号客滚船的

主要停靠位,在应用岸电技术以前,该船靠港停泊期间主要

通过辅机对船上的各项用电需求加以满足,包括照明、通信、

加热、空调以及冷藏等。而该船的辅机共有三台,功率为

880kW,需要根据船上用电需求,确定开启台数,每年该船在

连云港当中的停泊时间约为 2000h,年用电量为 100 万 kWh,

停泊期间的油料消耗约为 790t,其中包括轻油 164t、重油

626t。而在应用岸电技术以后,该船靠港以后的一切电力消

耗,均由岸电系统提供,不再需要辅机运行供电,各种污染物

排放量大大减少,其中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65t,一氧化碳排

放减少了 2440t,而氮氧化物排放减少 70t,除此之外,利用

岸电技术,还能减少船舶的发电机噪声,使港口的空气环境

和声环境都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因此,港口对岸电技术进行

大力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2]。 

2.2 经济效益 

对于港口来说,发展岸电技术以后,其可以将船舶用油

和用电之间的差价作为主要经济收益,例如,连云港针对 59

号泊位实施岸电技术改造,其投资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是港口岸电设备投资,共计投入 500 万元,而另一部分是船

上设备投资,投入资金为 200 万元,在项目完成建设以后,港

口在电力企业购电为 0.8 元/kWh,而船舶的岸电使用价格为

1.8 元/kWh,每周“中韩之星”号会在港口停泊 2次,每次岸

电使用量约为 1 万 KWh,每年对岸电的使用量大约在 100 万

kWh,如果在改造之前,按照年停留时间 2000 计算,其年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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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料消耗为 790t,包括 626 重油和 164 轻油,其中重油按

4600 元/t 计算,轻油按 7000 元/t 计算,该船每年停港燃油

消耗就需要大约 400 万元。而在使用岸电技术以后,该船使

用的岸电约为 100 万 kWh,但购电成本仅有 180 万元,与原有

的燃油辅机发电相比,每年可减少 220 万元的燃油消耗,通

过计算可以发现,在该船上的设备投资每年能够达到 55%的

收益率,其经济效益非常的可观[3]。 

3 应用港口岸电技术的注意事项 

首先,由于各国家和地区之间在供电的频率和电压方面

都会具有一定的差异,且船舶的吨位和类型不同其在供电的

频率、电压和容量等方面的需求也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

港口在发展岸电技术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泊位的性质以及船

舶的吨位,对岸电系统标准进行科学的设置,这样才能确保

岸电技术的有效应用。如果在应用岸电技术的过程中缺乏标

准,或者是标准设置不一致,容易使港口岸电供应出现很大

的局限性,无法对所有船舶的靠港用电需求加以满足,而国

内港口在岸电设备方面,目前只能为一些特定的船舶或公司

提供服务,还需要对其通用性进行不断的提升,只有如此,才

能将岸电技术的综合效益充分的发挥出来[4]。 

此外,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船舶吨位也在不断提升,运

行电力需求也越来越大,而为了使船舶的用电需求得到有效

的满足,在应用岸电技术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船舶的吨位,

还要对多船同时用电的情况进行考虑,以此为基础,对岸电

容量进行科学的设置。而针对不同吨位及型号的船舶,需要

在岸电系统当中落实变压和变频技术,同时,还要从电气连

线方式、岸电并网方式以及继电保护配置等方面入手,对岸

电技术的适普性进行不断的提升,以此来提升岸电技术的应

用效果[5]。 

其次,国家应该通过行政法规的颁布,对港口岸电技术

的应用进行强制执行,因为对靠港船舶使用岸电,与船东和

港口的利益具有密切的关联,不仅需要对国内船舶实施改装,

还需要对停靠在港口的船舶落实相关标准,各项操作影响范

围较为广泛,因此,只有通过立法的方式才能使该项技术得

到全面的落实。 

再次,需要对岸电技术应用为航运企业以及港口带来的

成本投入问题进行全面的考虑,将港口建设及运营管理期间

的配套政策问题有效解决,根据调查发现,对单个码头泊位

进行岸电技术应用,其投资一般需要 200-3000 万元左右,而

在船舶设施方面的改造也需要投入 200-1600 万元,但这些

投资主要收益体现在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在经济收益方面具

有较长的回收期,因此,政府部门应该从政策和资金方面给

各方主体相应的支持,由政府部门主导,对税务部门、供电部

门、船公司以及港口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的协调,为岸

电技术的广泛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6]。 

后,要对岸电设备的布局加强紧凑化研究,由于供电

设备容量较大,在对港口岸电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保证供

电设备的设置在不影响港口运行的情况下,对船舶的用电需

求进行有效的满足,具体需要考虑移动式设备或者是隐蔽布

置,使其空间占用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此外,要对船岸交互

技术加强研究,在靠港船舶进行岸电连接的过程中,应该满足

安全、稳定和快速的技术需求,而该项技术的实现需要对继电

保护方式、连接电缆以及接地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但目前我

国柔性电缆技术的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且在继电保护和接

地方式等方面的技术标准还不够统一,还需要针对相关技术

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此来推动岸电技术的广泛应用[7]。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岸电技术进行大力的发展,能够使港口环

境得到有效的改善,同时还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在

对岸电技术进行应用的过程中,相关单位必须要对其进行深

入的研究,通过综合的分析与研究,不断提升该项技术应用

的合理性,从而将其综合效益充分的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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