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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火
力发电厂汽轮机监督相关的技术标准内容、措施和技术
要求。

本细则适用于公司火力发电厂汽轮机主机及其辅助设备
的技术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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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细则的引用而成为本细则的条

款。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7520       汽轮机保温技术条件
GB/T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1348.2   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第2 
部分：50MW 以上，额定转速1500r/min、1800 r/min、
3000r/min、3600 r/min 陆地安装的汽轮机和发电机
GB/T 13399      汽轮机安全监视装置技术条件
GB/T 5010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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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571        电厂用磷酸酯抗燃油运行与维护导则
DL/T 581        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和循环水二次滤
网装置
DL/T 711        汽轮机调节控制系统试验准则
DL/T 834        火力发电厂汽轮机防进水和冷蒸汽导
则
DL/T 838        发电企业设备检修导则
DL/T 839        大型锅炉给水泵性能现场试验方法
DL/T 863        汽轮机启动调试导则
DL/T 892        电站汽轮机技术条件
DL/T 932        凝汽器与真空系统运行维护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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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933        冷却塔淋水填料、除水器、喷溅装置性
能试验方法
DL/T 956        火力发电厂停（备）用热力设备防锈蚀
导则
DL/T 1051       电力技术监督导则
DL/T 1055       发电厂汽轮机、水轮机技术监督导则
DL/T 1052       节能技术监督导则
DL/T 5000       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
DL/T 5011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汽轮机
机组篇）
DL/T 5072       火力发电厂保温油漆设计规程
JB/T 5862       汽轮机表面式给水加热器性能试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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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则
3.1  为加强公司汽轮机技术监督工作，提高汽轮机运
行安全性、经济性、可靠性，特制定本细则。
3.2  汽轮机技术监督工作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方针，实行技术责任制，按照依法监督、分级管理
的原则，应实现设计、制造、监造、安装、调试、试
运行、检修、运行的全过程监督和管理。
3.3  汽轮机技术监督工作要依靠科技进步，采用和推
广先进可靠的设备和成熟的技术管理经验，不断提高
汽轮机的安全、经济、稳定运行水平。
3.4  本细则中的一些具体要求或规定如果与设备制造
厂的要求或规定相矛盾，应按两者中要求或规定更加
严格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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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督范围
4.1  汽轮机技术监督是一项全过程、全方位技术管理
工作，在系统设计审查、设备选型、监造验收、安装
调试、试生产以及运行、检修、技术改造等电厂建设
和生产过程中进行技术监督，对影响机组经济运行的
重要参数、性能指标进行监督、检查、调整和评价，
满足机组经济、安全运行的要求。
4.2  汽轮机技术监督的范围
4.2.1  汽轮机本体，包括转子、静子、调节系统等；
4.2.2  主要辅机和附属系统，包括汽（电）动给水泵
组、循环水泵、凝结水泵、凝升泵、交直流润滑油泵、
顶轴油泵、高/低压加热器、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
冷水塔等设备及附属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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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监督内容

5.1 汽轮机设计监督

5.2 汽轮机监造监督

5.3 汽轮机建设安装监督

5.4 汽轮机调整、启动、试运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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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汽轮机检修监督

5.5.5 汽轮机技术改造

5.6 汽轮机运行监督

5.6.3 汽轮机运行节能监督

5.7 振动监督

5.8 汽轮机停（备）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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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4
基建期
间技术
监督

5.5-5.8生
产期间技
术监督

机组建设、
生产全过
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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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性出发，机组能量转换过程的效率表达式

p机组发电效率：η�� = η�η�η�η�η�η�
    机组供电效率：η�� = η�η�η�η�η�η�(1 − �)
     η��机组发电效率；     η��机组供电效率                               
     η�循环热效率；η�锅炉效率；
     η�管道效率；η�汽轮机内效率；η�机械效率；
     η�发电机效率；e厂用电率

p串联乘积，任何一项对结果的影响权重相同
p重点分析循环效率和汽轮机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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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再热和回热的朗肯循环效率

  η� = 1 −
�2

�1

�2  循环终端平均放热温度，低压缸排汽温度，由冷
端系统性能决定。
�1  循环初端平均吸热温度，包括从凝水到主汽再热
汽在高低压加热器、省煤器、过热器、再热器的复杂
的吸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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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循环效率的途径

内容 影响

相同初温和背压情况下，提高主汽压力 �1增加；不利因素是排汽湿
度增大，湿气损失增加

相同初压和背压情况下，提高主汽温度 �1增加；受材料限制。

相同初温和初压情况下，提高再热温度 �1增加；降低排汽湿度；受
最佳再热压力和材料制约。

相同初温和初压情况下，采用回热抽汽 �1增加；

相同初温和初压情况下，降低背压（排汽
温度）

�2降低；受环境因素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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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循环效率的监督要点

u设备选择：采用大容量、高参数机组；节能减
排行动纲要。

u主汽压力的提高使调节级部分进汽，引起轴承
气流激振，对轴承稳定性提高。

u运行监督 ：维持经济设计参数运行 ，压红线
运行—安全和经济的要求。优化运行方式：定
滑压优化运行、冷端循泵优化运行。

u保持回热系统和冷端系统可靠运行。

u新材料的应用，高温引起应力变化，需要加强
金属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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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机内效率

u能量转换的核心部件：叶片、级（冲动式和反
动式）、通流部分 

u级内损失：喷嘴损失、动叶损失、余速损失、
漏汽损失、摩擦损失、鼓风损失、斥汽损失、
湿气损失、排汽损失等。

u减小损失的方法：设计制造优良气动性能的叶
片，形成光滑的通流曲线，减小动静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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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汽轮机内效率的监督要点

u检修监督（第5.5节）：解体、检查、修理和回
装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监督。通流部分的光洁
度；动静部分的轴向间隙和径向间隙；轴系中
心的安装调整。

u汽轮机技术改造（第5.5.5条）：提高机组出力
、机组效率、增强调峰能力等重大汽轮机改造
项目，通流部分改造、调节级喷嘴改造、汽封
改造。

u运行监督（第5.6节）：控制开停机过程蒸汽和
汽缸温变率和轴系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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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督：防止汽轮机重大事故是重中之重

汽
轮
机
运
行
关
键
环
节

u调节保安系统：控制转速和负荷，通过一次
调频、AGC等功能响应电网变动，紧急状态
下执行跳机保护动作（超速、润滑油压低、
真空低、轴向位移大等保护）。

u润滑油和控制油系统：提供发电机组轴系轴
承润滑和热量传递，提供控制动力

u冷端系统：维持凝汽器真空。

u表征汽机状态的重要监控仪表：转速、振动
、轴向位移、汽缸膨胀、差胀、偏心、轴承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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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

u防止超速：甩负荷的控制能力；转速表和超速保护
动作可靠；主汽门、调门、抽汽逆止门动作可靠，
关闭严密；电液伺服阀性能稳定，防止卡涩。

u防止轴系断裂：轴系中心；转子寿命检查；防止隔
板变形等。

u防止汽轮机大轴弯曲事故：上下缸温差、振动、蒸
汽温度控制，防止进冷汽冷水。

u防止轴瓦烧损事故：油泵联锁动作可靠；油质合格
，无杂物；主油泵出口逆止门动作可靠。

u防止油系统（氢气）着火：防止管道、轴承漏油；
高温管道保温良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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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几个间隙

u动静部分的轴向间隙和径向间隙：防碰磨。

u推力轴承正负推力面间隙和瓦枕间隙：防偏磨。

u轴承上瓦的顶隙和瓦枕间隙：保证轴承紧力和轴
瓦自由活动，防振动和磨损。

u汽缸接合面间隙：防漏汽。

u滑销系统动静结合面：防卡涩，汽缸跑偏。

u主汽门、调门阀头和阀座密封面：防泄漏。

u主汽门、调门阀杆和密封套间隙：防卡涩。

u伺服阀滑阀间隙：防油中颗粒杂质造成卡涩。

u汽泵机械密封动静结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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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的过程监督

开工前准
备工作

检修施工
检修后验
收、试运

行

检修评价
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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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监督内容
5.5 汽轮机检修监督
汽轮机检修技术监督主要是对汽轮机经济性和安全性
有重要影响的关键环节和部位进行监督，主要包括汽
轮机本体、冷端系统、回热系统、水泵组、调节保安
系统、油系统、汽水管道系统、热力试验等，以促进
电厂检修工作作业标准化，形成一套优化检修模式，
切实提高汽轮机及其附属设备的可靠性，保障机组的
安全、经济运行。监督的要求按照DL/T 838和检修规
程等进行。
5.5.1 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5.5.1.1  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技术监督数据和历次检
修情况，对机组进行状态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和年
度检修计划要求，对检修项目进行确认和必要的调整，
制订符合实际的技术措施。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5.5.1.2  落实检修费用、材料和备品配件计划等，并
做好材料和备品配件的采购、验收和保管工作。
5.5.1.3   完成所有对外发包工程合同的签订工作。
5.5.1.4  检查施工机具、安全用具，并应试验合格。
测试仪器、仪表应有有效的合格证和检验证书。
5.5.1.5  编制机组检修实施计划，编制检修进度图表，
核定检修项目的工时及费用。
5.5.1.6  绘制检修现场定置管理图。
5.5.1.7  根据检修项目和工序管理的重要程度，制定
质量管理、质量验收和质量考核等管理制度，明确检
修单位和质检部门职责。
5.5.1.8  编写或修编标准项目检修文件包，制订特殊
项目的工艺方法、质量标准、技术措施、组织措施和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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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检修施工
5.5.2.1  解体
(a)  检修人员到现场拆卸设备，应带全所需的工器具
与零星耗用材料，并应注意现场的安全设施（如脚手
架、平台、围栏等）是否完整。
(b)  应按照检修文件包的规定拆卸需解体的设备，做
到工序、工艺正确,使用工具、仪器、材料正确。对
解体的设备，应做好各部套之间的位置记号。
(c)  拆卸的设备、零部件，应按检修现场定置管理图
摆放，并封好与系统连接的管道开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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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检查
(a)  应做好部件清理工作，及时测量、记录各项技术
数据，并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查找设备缺陷，掌握
设备技术状况，鉴定以往重要检修项目和技术改造项
目的效果。对于已掌握的设备缺陷应进行重点检查，
分析原因。
(b)  根据设备的检查情况及所测的技术数据，对照设
备现状、历史数据、运行状况，对设备进行全面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检修项目、进度和费用。
5.5.2.3  修理和回装
(a)  设备的修理和回装，应严格按照工艺要求、质量
标准、技术措施进行。
(b)  设备经过修理，符合工艺要求和质量标准，缺陷
确已消除，经验收合格，才可进行回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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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备检查发现不符合工艺要求和质量标准的，应
及时更换。
(d)  回装时应做到不损坏设备、不装错零部件、不将
杂物遗留在设备内。
(e)  设备原有铭牌、罩壳、标牌、设备四周因影响检
修工作而临时拆除的栏杆、平台等，在设备回装后应
及时恢复。
5.5.2.4  记录
设备解体、检查、修理和回装的整个过程中，应有详
尽的技术检验和技术记录，字迹清晰，数据真实，测
量分析准确。
5.5.2.5  质量控制和监督
(a)  检修质量管理宜实行质检点检查和三级验收相结
合的方式，必要时可引入监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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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质检人员应按照检修文件包的规定，对直接影响
检修质量的H点、W点进行检查和签证。
(c)  检修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应填写不符合项通
知单，并按相应程序处理。
(d)  所有项目的检修施工和质量验收应实行签字责任
制和质量追溯制。
5.5.3 检修后验收、试运行
5.5.3.1  分部试运行应在分段试验合格，检修项目完
成且质量认可，技术记录和有关资料齐全，有关异动
报告、书面检修交底报告已交运行部门，并向运行人
员进行交底，检修现场清理完毕，安全设施恢复后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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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2  冷（静）态验收应在分部试运行全部结束、
试运情况良好后进行。重点对检修项目完成情况和质
量状况以及分段试验、分部试运行和检修技术资料进
行核查，并进行现场检查。
5.5.3.3  整体试运行内容包括各项冷（静）、热（动）
态试验以及带负荷试验。
5.5.4 检修评价和总结
5.5.4.1  机组复役后，应及时对汽轮机检修中的安全、
质量、项目、工时、材料、费用以及机组试运行情况
等进行总结并作出技术经济评价。
5.5.4.2  机组复役后，应尽早安排进行汽轮机热力性
能试验，提交试验报告，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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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  修编检修文件包，修订备品定额，完善计算
机管理数据库。
5.5.4.4  设备检修技术记录、试验报告、质检报告、
设备异动报告、检修文件包、质量监督验收单、检修
管理程序或检修文件等技术资料应按规定归档。
5.5.4.5  设备或系统有更改变动，应及时在运行和检
修规程中进行修订。
5.5.5  汽轮机技术改造
5.5.5.1  根据设备的实际情况，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
备应制定电厂中长期汽轮机安全技改规划和年度改造
计划，保障汽轮机安全运行。
5.5.5.2  对于可提高机组出力、机组效率、增强调峰
能力等重大汽轮机改造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制
定改造方案、施工措施，进行改造前、后性能试验，
评价改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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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汽轮机运行监督
5.6.1 汽轮机安全指标
应统计或分析的指标主要有振动、主汽压力、主汽温
度、再热汽温、排汽温度、监视段压力、润滑油压、
轴承回油温度、轴承瓦温、胀差、汽缸膨胀、汽缸上
下缸温差、推力瓦温度、轴向位移等。
5.6.2 运行
5.6.2.1  根据机组承担负荷的性质，在寿命期内合理
分配冷态、温态、热态、极热态启动、FCB和负荷阶
跃等的寿命消耗。
5.6.2.2  汽水化学监督应严格按公司化学监督技术标
准等规定进行，确保热力设备不因腐蚀、结垢、积盐
而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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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3  对润滑油、抗燃油等的监督严格按公司化学
监督技术标准等规定进行。
5.6.2.4  高压加热器应维持正常水位运行。如因故障
停用，应按照制造厂规定的高压加热器停用台数和负
荷的关系，或根据汽轮机抽汽压力来确定机组的最大
允许出力。
5.6.2.5  机组启、停及运行过程中，交、直流润滑油
泵联锁应可靠投入。
5.6.2.6  应按有关规定，整定润滑油低油压联锁动作
值。
5.6.2.7  对已投产尚未进行甩负荷试验的机组，应积
极创造条件进行甩负荷试验。调节系统经重大改造的
机组应进行甩负荷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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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8  应借助于计算机、数据采集和网络技术等，
对汽轮机及其辅助机械、附属设备进行性能监测，综
合考虑经济性和运行安全性，决定最优运行方式。
5.6.2.9  设备及管道编号、标志应采取规范的方式并
与现场实际相符合。
5.6.2.10  对于运行事故分析，按国家/行业标准、技术
/管理法规查找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事故
规律，采取预防措施。
5.6.3 汽轮机运行节能工作
5.6.3.1  对反映机组经济性的主要参数和指标，如主
蒸汽压力、温度，再热蒸汽温度，给水温度，高压加
热器投入率，凝汽器端差，背压，加热器上、下端差，
机组补水率及厂用电率等进行监督。减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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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2  根据机组设备特性、机组负荷、环境因素等
优化汽轮机及其附属设备的运行方式。
5.6.3.3  定期对汽轮机真空严密性进行测试，借助科
学的手段，提高真空严密性。
5.6.3.4  提高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的投入率和收球率，
保证凝汽器的清洁度。
5.6.3.5  减少设备运行期间“跑、冒、滴、漏”造成
的能量浪费，提高机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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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定期试验
5.6.4.1  应定期进行的主要试验包括：
(a)机组超速试验；
(b)主汽门、调门、抽汽逆止门活动试验；
(c)低油压试验；
(d)真空严密性试验；
(e)重要辅机的定期切换。
5.6.4.2  详细记录试验的时间、过程、结果。如果试
验结果异常，应进行原因分析，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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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振动监督
5.7.1  汽轮机振动监督应按GB/T 6075.2、GB/T 
11348.2 以及汽轮机运行和检修规程进行，监督设备
是汽轮机主机和重要的旋转辅机。
5.7.2  明确机组启停过程和正常运行的轴、瓦振动幅
值标准。
5.7.3  汽轮机振动在线监测装置、保护应可靠投入。
5.7.4  对检修装配过程中与振动有关的质量标准、工
艺过程等进行监督，防止因检修工艺问题而产生异常
振动。机组启动前应进行全面检查验收，机组启动中
应按照运行规程充分暖机，防止因启动准备不充分而
生异常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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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测取机组启停的各阶段临界转速及其振动值。
5.7.6  绘制机组异常振动的启停波特图，与机组典型
启停波特图作对比，分析机组启停时的振动状况。
5.7.7  测量和记录运行过程中设备振动和与振动有关
的运行参数、设备状况，对异常振动及时进行分析处
理。
 运行人员对突发振动的第一处理

轴系异常振动是目前最频繁的问题。2014年，开机振
动监测45台，异常振动分析处理40台次，机炉辅机异
常振动处理35台次。主要原因：动静碰磨、轴承异常、
转子质量不平衡、发电机励磁机异常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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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汽轮机停（备）用监督
汽轮机停备用监督就是电厂汽轮机技术监督专责人员
协助电厂化学技术监督专责人员对汽轮机及其辅助设
备停（备）用过程中防锈蚀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
5.8.1  要求采用更为方便、可靠的停（备）用防锈蚀
措施，汽轮机停备用监督应按DL/T956 进行。
5.8.2  根据防锈蚀原理不同，防锈蚀方法主要有：
(a)阻止空气进入热力设备水汽系统；
(b)降低热力设备水汽系统的相对湿度；
(c)加缓蚀剂；
(d)除去水中溶解氧；
(e)使汽轮机表面形成保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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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根据热力设备在停（备）用期间的防锈蚀所处
状态不同，防锈蚀方法分为干法和湿法两大类。
5.8.4  防锈蚀方法的主要选择原则有：机组的参数和
类型、机组给水、炉水处理方式，停（备）用时间的
长短和性质、现场条件、可操作性和经济性，还应该
考虑下列因素：
(a)停（备）用所采用的化学条件和运行期间的化学
水工况之间的兼容性；
(b)防锈蚀保护方法不会破坏运行中所形成的保护膜；
(c)防锈蚀保护方法不应影响机组按电网要求随时启
动运行；
(d)有废液处理设施，废液排放应符合GB8978的规定；
(e)冻结的可能性；(f)当地大气条件；
(g)所采用的保护方法不影响检修工作和检修人员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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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机组停用时间在一周之内的保护方法主要有：
(a)  若凝汽器真空能维持，可维持凝汽器汽侧真空度，
提供汽轮机轴封蒸汽，防止空气进入汽轮机。
(b)  若凝汽器真空不能维持，可隔绝一切可能进入汽
轮机内部的汽、水系统并开启汽轮机本体疏水阀。隔
绝与公用系统连接的有关汽、水阀门，并放尽其内部
剩余的水、汽。主蒸汽管道、再热蒸汽管道、抽汽管
道、旁路系统靠汽轮机侧的所有疏水阀门均应打开。
放尽凝汽器热井内部积水。有条件时，高、低加热器
汽侧和除氧器汽侧进行充氮，否则放尽高、低加热器
汽侧疏水。高、低压加热器和除氧器水侧充满运行水
质的给水。小汽轮机的有关疏水阀门打开。注意监视
汽轮机房污水排放系统是否正常，防止凝汽器阀门坑
满水。汽轮机停机期间应保证其上、下缸，内、外缸
的温差不超标。冬季机组停运，应有可靠的防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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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机组停用时间超过一周之内的保护方法主要有
下列方法，各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见DL/T 956。
(a) 压缩空气法（汽轮机快冷装置保护法）；
(b) 热风干燥法；
(c) 干风干燥法；
(d) 干燥剂去湿法；
(e) 成膜胺保护法。
5.8.7  高压加热器停备用可选充氮法、氨－联氨法、
氨水法、干风干燥法、成膜胺法中的一种进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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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低压加热器停备用防锈蚀方法有：
(a)  碳钢和不锈钢材质低压加热器停(备)用时，其保
护方法可参见高压加热器的保护方法。当低压加热器
汽侧与汽轮机、凝汽器无法隔离时，无法充氮或充保
护液，其保护方法应纳入汽轮机保护系统中。
(b)  铜合金材质低压加热器停（备）用时，水侧应保
持还原性环境，以防止铜合金的腐蚀和铜腐蚀产物的
转移。湿法保护时，将联氨含量为5mg/L～10mg/L 、
pH 为8.8～9.2 的溶液充满低压加热器，同时辅以充
氮密封，保持氮气压力0.03 MPa～0.05MPa 。干法保
护时，可参考汽轮机干风干燥法，保持低压加热器水、
汽侧处于干燥状态；也可以考虑用氮气或压缩空气吹
干法保护。低压加热器停用的成膜胺保护与锅炉的停
用成膜胺保护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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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  除氧器停（备）用的防锈蚀方法有：
(a)  当机组停运时间在一周之内，并且除氧器不需要
放水时，除氧器宜采用热备用，向除氧器水箱通辅助
蒸汽，定期启动除氧器循环泵，维持除氧器水温高于
105 ℃。对短期停运，并且需要放水的除氧器，可在
停运放水前，适当加大凝结水加氨量提高除氧器水的
pH 值至9.4～10.0 。
(b)  当机组停用时间在一周以上时，可用下列方法保
护：充氮保护、水箱充保护液、充氮密封、通干风干
燥、成膜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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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0  凝汽器停（备）用的防锈蚀方法有：
(a)  凝汽器汽侧：短期（一周之内）停用时，应保持
真空。不能保持真空时，应放尽热井积水；长期停用
时，应放尽热井积水，隔离可能的疏水，并清理热井
及底部腐蚀产物和杂物，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或将
其纳入汽轮机干风保护系统之中。
(b)  凝汽器循环水侧：停用三天以内，凝汽器循环水
侧宜保持运行状态，当水室有检修工作时可将凝汽器
排空，并打开人孔，保持自然通风状态；停用三天以
上宜将凝汽器排空，清理附着物，并保持通风干燥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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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汽轮机技术监督管理
6.1 职责
6.1.1  集团公司技术监控管理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6.1.1.1  贯彻执行有关的方针政策、法规、标准、规
程、制度等；
6.1.1.2  组织制订集团公司技术监控管理工作规划和
年度工作计划；
6.1.1.3  组织编写并审定、批准集团公司技术监控管
理规程、标准、制度、规定、技术措施等；
6.1.1.4  组织并参加因技术监控管理不力而发生的重
大事故的分析调查和处理工作，制定反事故措施，对
技术监控管理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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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监督与指导集团公司系统技术监控管理工作，
协调解决集团公司系统技术监控管理工作各方面的关
系，对基层企业技术监控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和考核；
6.1.1.6  建立集团公司技术监控管理网络，定期召开
技术监控管理领导小组会议，组织召开集团公司技术
监控管理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和推广技术监控管理
的工作经验和先进技术；
6.1.1.7  组织对新建或重大技术改造工程的设计审查、
设备选型、监造、安装、调试、试生产阶段的技术监
控管理和质量验收工作；
6.1.1.8  组织开展集团公司系统重点技术问题的培训，
解决共性和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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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各分、子公司技术监控管理领导小组的主要职
责：
6.1.2.1  负责贯彻执行集团公司的有关技术监控制度、
规定、标准和管理办法，制定本公司技术监控管理实
施细则，并按要求组织实施；
6.1.2.2  负责建立本公司技术监控管理网，负责与相
关的技术监控管理服务单位签订“技术监控委托管理
框架协议”，并组织所属基层企业与相关的技术监控
管理服务单位签定“技术监控管理和技术服务合同”；
6.1.2.3  负责审核所管理和所属企业技术监控管理工
作的规划和年度计划；
6.1.2.4  负责监督、检查、指导所管理和所属企业技
术监控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并协调与技术监控服务单位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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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  负责重点技术监控整改项目的落实情况；
6.1.2.6  负责组织并参加重大事故的调查分析和处理
工作；
6.1.2.7  负责对本公司及所管理和所属企业技术监控
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和考核；
6.1.2.8  监督、指导、协调所管理和所属企业的技术
监控管理工作；
6.1.2.9  每年召开一次本公司技术监控管理工作会议。
6.1.3  技术监控管理服务单位的主要职责：
技术监控管理服务单位在集团公司技术监控管理领导
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根据技术监控管理服务
合同具体负责集团公司委托的基层企业的技术监控管
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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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集团公司有关技术监控
管理的政策、规程、标准、制度、技术措施等；
6.1.3.2  建立集团公司委托的基层企业的有关技术监
控管理网络；
6.1.3.3  与集团公司委托的基层企业共同制定技术监
控管理工作规划与计划；定期对集团公司委托的基层
企业进行技术监控管理工作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研究并提出采取的对策；
6.1.3.4  参加集团公司委托的基层企业因技术监控管
理不力而发生的重大事故调查分析；
6.1.3.5  对集团公司委托的基层企业的技术监控管理
人员进行培训、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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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6  组织召开集团公司委托的基层企业的技术监
控管理专业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和推广技术监控管
理的工作经验和先进技术。参加集团公司组织召开的
全系统技术监控工作会议，并对服务对象的技术监控
管理工作进行全面分析。
6.1.4  基层企业技术监控管理的主要职责：
各基层企业是发电设备的直接管理者，也是实施技术
监控管理的执行者，对技术监控管理工作负直接责任。
6.1.4.1  各基层企业应成立以总工程师或生产副厂长
（副总经理）为组长的技术监控管理领导小组，具体
全面负责管理本企业的技术监控管理工作。要建立本
企业的三级技术监控管理网，即建立厂（公司）、设
备管理部门、车间或班组的三级技术监控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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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  具体贯彻执行国家、行业、集团公司有关技
术监控管理政策、规程、标准、制度、技术措施等，
制定本企业的技术监控管理实施细则；
6.1.4.3  对所管辖的设备按规定进行监测，及时掌握
本企业设备的运行情况、存在的缺陷和发生事故的情
况；对于发现的设备缺陷要及时消除；达不到监控指
标的，要提出具体改进措施；对设备的维护和检修进
行质量监控, 建立健全设备技术档案；做好有关技术
监控试验、分析和定期检测工作；检查试验方法的正
确性，审查技术监控的工作报告；重大设备问题及时
报告集团公司和受委托进行技术监控管理服务的单位；
6.1.4.4  参加本企业事故的调查分析工作，提出反事
故措施并督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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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5  参加本企业新建工程的设计审查、设备选型、
监造、安装、调试、试生产阶段的技术监控管理和质
量验收工作；
6.1.4.6  参加集团公司组织的技术培训,提高技术监控
管理水平；积极开展本企业内部的技术培训，提高技
术人员的专业水平；
6.1.4.7  结合年度大、小修和技术改造工程，制定本
企业的技术监控管理工作计划，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
按时完成技术监控报表和技术监控管理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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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8  每年至少两次专门组织召开本企业的技术监
控管理工作会议，落实技术监控管理的工作计划，协
调、解决技术监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检
查技术监控管理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
6.1.4.9  建立健全计量标准，做好量值传递，保证计
量量值的统一、准确、可靠；
6.1.4.10  建立健全本企业设备台帐等监控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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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一般要求
6.2.1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集团公司汽轮机监督工作会，
交流经验，了解最新动态，宣贯有关汽轮机监督的标
准、规程等。
6.2.2  发电企业应不定期召开汽轮机监督工作会，交
流本企业汽轮机监督的情况、总结经验，宣贯有关汽
轮机监督的标准、规程等。
6.2.3  发电企业在监督工作中发现设备发生引起强迫
停运或降出力的重大缺陷或事故，应立即向集团公司
（分支机构）安全生产部、华电电科院、受委托技术
监督管理服务单位报告。各技术监督管理服务单位应
及时分析，提出建议，并上报华电电科院和集团公司
（分支机构）安全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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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发电企业建立和健全设备质量全过程监督的签
字验收制度。在电力生产与建设各阶段，对质量不符
合规定的设备、材料等，技术监督部门和人员有权拒
绝签字，并可越级上报。
6.2.5  发电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行业有关汽轮机技
术监督的规程、标准和制度等，凡由于监督失职或自
行减少监督项目、降低监督指标标准而造成严重后果
的，要视具体情况，追究有关领导与当事者的责任。
6.2.6  新建机组安装过程中发现的重大设备质量问题
以及处理情况应上报各技术监督管理服务单位、华电
电科院和集团公司安全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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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发电企业对发现的超标缺陷应及时进行消缺处
理，暂时不能进行消缺处理需监督运行的部件，必须
经主管监督的总工程师（或生产副总经理）批准，并
上报各技术监督管理服务单位。监督运行的部件必须
制定明确的监督措施，且必须有专人负责落实，对监
督运行部件进行动态管理。
6.2.8  发电企业各级汽轮机技术监督部门要对基建、
生产、试验用的设备、材料等的质量严格把关，并制
定相应的制度，防止不合格或不符合要求的产品进入
本企业。
6.2.9  发电企业应加强对外包工程的管理，制订外包
工程管理制度，明确人员职责，对外包工程实施全过
程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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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发电企业在对外包工程的管理中，涉及到汽轮
机技术监督范围的项目，应有汽轮机技术监督专责工
程师参与对承接方施工设备、施工人员、项目管理等
相关资质的评定和审查。外包项目开工前，应从人员、
机具、方案、管理等方面实施查验、审核、评估等程
序工作。
6.3  监督管理要求
6.3.1  集团公司所属发电企业及受委托的技术监督管
理服务单位应按期制定汽轮机技术监督年度工作计划、
编写年度工作总结和有关专题报告，并将本企业当年
技术监督计划完成情况及下年度计划报集团公司、华
电电科院及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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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集团公司技术监督实行季（月）度报告制度，
报送要求按《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技术监督管理办法》
执行。
6.3.3  机组大修前，各发电企业应提前20 天将机组大
修汽轮机技术监督计划上报集团公司、华电电院及各
分支机构技术监督办公室和技术监督管理服务单位。
6.3.4  机组大修后30日之内，各发电企业应将机组大
修测试报表及大修工作总结上报集团公司、华电电科
院及各分支机构技术监督办公室和技术监督管理服务
单位。大修工作总结应包括：计划完成情况，发现的
主要缺陷及处理措施、对原缺陷的跟踪复查情况、本
次大修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反事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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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每季度第一个月七个工作日内，上报上一季度
汽轮机技术监督报表，内容包括：汽轮机技术监督计
划执行情况、监督指标完成情况、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设备健康状况分析、监督管理分析等。
6.3.6  每季度末月下旬召开汽轮机监督网活动，宣贯
新的规程规范及上级有关要求，检查分析汽轮机工作
完成情况，做出下季度工作安排。各发电企业和技术
服务单位应在次年一月十五日前，将上年度汽轮机技
术监督工作总结报集团公司、华电电科院及各分支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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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技术档案管理
各发电企业应建立下列技术资料: 
6.4.1  全厂汽轮机及辅机设备规范； 
6.4.2  新投产机组汽轮机调试技术报告与资料； 
6.4.3  各发电企业上报报表及年度上报监督工作总结
和资料；
6.4.4  汽轮机设备台帐、图纸、说明书； 
6.4.5  汽轮机调试、技术改造、考核试验等报告，大
修前后试验报告；
6.4.6  汽轮机重大运行事故分析报告；
6.4.7  汽轮机相关会议资料； 
6.4.8  汽轮机运行、检修规程； 
6.4.9  汽轮机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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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技术监督检查、评价与考核
6.4.1  技术监督检查与评价
6.4.1.1  发电企业每年由总工程师(生产副总经理)按
《汽轮机技术监督体系评价标准》组织进行自检。
6.4.1.2  各发电企业结合每年的自检，按照集团公司
汽轮机监督评价标准6 月30 日前完成自评价，并将自
评价得分表连同半年度总结一起报华电电科院。
6.4.1.3  华电电科院每年对不少于10 家发电企业汽轮
机技术监督工作进行抽查。检查内容包括：汽轮机监
督体系情况、监督计划完成率、设备缺陷处理率和消
除率、监督总结、报表及时上报率等。
6.4.1.4  华电电科院根据各发电企业的自评价，结合
技术监督年度检查，按照集团公司监督评价标准进行
技术监督评价复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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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技术监督考核
6.4.2.1  结合每年的技术监督检查、评价结果，评比
集团公司技术监督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6.4.2.2  技术监督检查、评价结果与星级企业评定结
合。
6.4.2.3  技术监督检查、评价结果与个人工资晋级、
评职称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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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体会

1. 安全性是前提，可靠性是保障，经济性是目的，
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不可分割。

2. 技术监督的效果取决于监督体系能否有效运转。

n 要强化管理。自上而下，分级建立技术监督网络，明
确机构、职责。目前的问题：技术监督人员变动快，
信息报表报送不及时，重服务轻监督。

n 体系要常态化运转，扎实、细致、实效，做好基础工
作。“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n 加强技术监督的规范化与信息化。报表、报告的内容
规范，采用流程的信息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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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体会

3. 强化全方位监督

n 安全性与经济性的平衡。汽封改造，为了经济性减小
间隙，却带来开机困难。

n 监督范围的系统和设备要全，无论大小，一个橡胶密
封圈的泄漏也可以引起停机。

n 设备监测、评价要全，要有系统化。特别是设备改造
技术和效果的评估。低压省煤器（节能、泵、酸露点
）。

n 加强专业间的协作。汽机与热控（联锁、保护）、汽
机与化学（汽水油品质的控制），汽机与金属（材料
分析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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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体会

4. 技术监督细则强调的是面和重要的点，执行过程
中要做好两个结合：与运行规程和检修规程的结
合，与设备实际状态的结合（检修项目与质量控
制）。

5. 大数据时代技术监督手段的发展。更多，更杂，
相关性。需要创意和数据处理技术。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