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工业部建设协调司

《火电工程启动调试工作规定》

1 总 则

1.1为加强火电工程调试工作的管理，明确启动调试工作部门的任务

和职责范围，提高调试工作水平，根据 《火力发电厂基本建设工程启

动及竣工验收规程c 1996年版)) 的精神，制定本规定。

1.2本规定适用于新(改、扩，建火电工程的启动调试工作。凡承担火

力发电机组启动调试工作及与机组启动调试工作有关的单位均应执行

本规定.

1.3火电工程的启动调试工作应由具有相当资质等级的调试单位承担。

1.4工侄建设单位在确定工程施工单位的同时，应明确具体承担调试

的单位。签订委托合同。调试单位宜及早参与设备选型、初步设计审

查等与工程建设有关工作，确保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2 启动调试的工作任务与职资

2.1启动调试工作是火电蕃本建设工程的一个关键阶段，基本任务是

使新安装机组安全顺利地完成整套启动并移交生产.投产后能安全棣

定运行，形成生产能力，发挥投资效益.

2.2启动调试工作要按国家标准和部硕规程、规范及设备文件的要求

进行。调试单位要在启动试运总指挥的领导下。根据设计和设备的特

点，合理组织、协调、实施启动试运工作，确保启动调试工作的安全

和质盘.

2. 3启动调试工作分为分部试运调试与整套启动试运调试。其中分部

试运中的分系统试运与整套启动试运的调试工作应由调试单位承担。

分系统试运必须在单体调试和单机试运合格签证后进行。分系统启动

调试工作与单体调试和单机试运工作有一定的顶盖，但班盖部分各自

的目的要求不同。



2.4 启动调试阶段各有关单位的职贵

2.4.1安装单位负贵分部试若工作中的单体调试和单机试运以及整个
启动调试阶段的设备与系统的维护、植修和消缺以及调试临时设施的

制作安装和系统恢复等工作.

2.4.2调试单位负责制定整套启动与所承担的分系统试运调试方案措

施井组织实施。

2. 4.3生产单位在整个试运期间，根据调整试运方案措施及运行规程

的规定。在调试单位的指导下负贵运行操作. :

2. 4. 4建设单位应明确各有关单位的工作关系，建立各项工作制度.

协助试运指挥部做好启动调试的全面组织协调工作.

3 调试单位在工程睡设各阶段的工作

3. 1 在工程设计和施工阶段的工作

3. 1.主参加工程设计审查及施工图会审，对系统设计布笠、设备选型、

启动调试设施是否合理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3. 1.2收集和熟悉图纸资料，制定调试计划。

3. 1.3准备好调试使用仪器、仪表、工具及材料。

3. 1.刁在安装过程中。经常深入现场.熟悉设备和系统，发现问题及

时提出修改意见。

3.1.5负责编写机组整套启动调试大纲和试运行方案以及汽机、锅炉、

电气、热控和化学等专业分系统试运调试方案或措施。提出启动调试

物质准备清单及临时设施和侧点安装图.交建设或施工单位实施。

3.2在分系统试运和整套启动试运阶段的工作

3.2.1参加各主要箱机的分系统试运工作，确认各辅机具备参加整套

启动试运的条件。

3.2.2负贵制定启动试运网络图及调试方案、措施并进行技术文底。

3.2.3在整套启动试运中.承担指挥工作，参加试运行值班，主持整

套试运组交接班会议，指导运行操作及对设备系统进行调整，按照调

试方案进行各项调试工作.逐步投入各设备系统及各项保护、自动、



顺序控制装炭，接带负荷，使机组达到清负荷安全毯定运行，完成72

+2峨或1“小时试运行.

3.2. 4对机组在试运中发生的设备报坏、人身事故或中断运行的事故

参与调查和分析，提出对策。

3. 2. 5整理调试记录，编写试运行总结和调试报告.在设备移交试生

产一个半月内交给合同委托单位。

3.3试生产阶段的工作

3.3.1继续完成合同未完的调试项目.

3.3.2机组试生产期间或结束后，调试单位应对电厂进行回访，认真

听取对调试工作的意见。

4 分系统与整套启动调试工作范围及项目

4.1分系统与整套启动调试工作的项目详见附件 《分系统与整套启动

调试工作各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第一篇至第五篇，.

4.2整套启动调试:300M，以下机组实行72+24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后移

交试生产‘或生产〕，300MW及以上机组实行1&8小时嘴负荷试运移交试

生产，移交前应按本规定完成各项试验，对哲不具备试验条件而又不

影响安全运行的调试项目，由启动脸收委员会决定取舍或推迟。

4.3国外引进机组启动调试工作范围及项目按合同要求进行，无合同

要求时按本规定进行。

4.4调试单位与委托单位签订合同时.对本规定未包括的工程项目应

明确分工。

4.5对多单泣参与调试的工程.建设单位应明确主体调试单位.主体

调试单位应对各参加调试单位的调试质盘进行监督位查.尤其对结合

部的工作.要检查其完整性、系统性和可靠性，防止执行规程的不一

致性。

5调试收费

5. 1承担火电工程调试任务的单位，均可按部颁 《电力建设工程调试

收费标准》收费.



5.2本规定未包括项目可以签订合同收费，

5. 3启动调试工作由几个单位承担时。主体调试单位在组织、协调及

系统性的贵任工作盘增加.应另外增加费用。

6 附则

6. 1本规定自烦布之日起施行， 原 《火电工程启动调试工作条例》

(试行)S D S J L一88(1988年)同时作废.

6. 2本规定由电力工业部建设协调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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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分系统与整套启动调试工作

  各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第 一 篇

汽轮机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1 前言

    汽轮机专业调试工作应遵守的现行规程、规范和标准

1.1 《火力发电厂基本建设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 (1996版)

1.2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1.3 《火电工程调整试运质盘检验及评定标准》

1.4 《电力荃本建设工程质盆监怪规定》

1.5主辅机设备厂家产品说明书及技术要求.

2 启动调试前期工作

2.1收集有关技术资料

2.2了解机组安装情况

2.3对设计、安装和侧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提出改进建议

2.4准备和检验调试需用的仪器仪表

2.5编制汽轮机组调试方案及措施

2.5. 1汽轮机组及周围蒸汽管道吹洗措施.

2.5.2汽动给水泵、电动给水泵启动调试方案.

2.5. 3高压加热器试运措施。

2.5. 4除氧器试运措施。

2.5. 5循环水系统试运措施.

2.56工业水系统试运措施.

2.5.7开式冷却水系统试运措施.

2.5.8闭式冷却水试运措施

2.5. 9凝结水系统试运措施( 300MW及以上机组)。

2.5.10真空泵及其系统试运措施( 300M，以上机组).

2.5. 11汽轮机润滑油及调节保安系统调整试验措施.

2.5.12发电机密封油系统调试措施。

2.5. 13发电机氢系统吹洗、调试及充氢措施.

2.5. 14汽轮机旁路系统调试借施.

2.5.15汽轮发电机组振动等在线监测措施‘300M.及以上机组).



2.5

2. 5

16各保护、联锁、检查试验项目一览表.

17汽轮机整套启动方案.

2.5.18甩负荷试验 (汽轮发电机组调速系统动态特性试验)方案。

2.5.19汽轮发电机组负荷变动试脸措施.

2. 5. 20胶球清洗及油净化装且调试措施.

2. 5. 21配合化学专业制定炉前给水系统酸洗或孩洗方案。

3 启动试运阶段的工作

3.1分系统试运期间的工作

3.1.1检查了解各辅机分部试运情况，协助施工单位处理试运出现的

问题。

3.1.2各艳机保护、联锁检查试脸.

3.1.3安全门检验及调节门‘电动、气动)抽狄逆止门、电动门的动作

检查试验。

3.1.4配合化学进行凝汽器碱洗及炉前系统清洗、钝化保养。

3.1.5循环水系统调试.

3.1.6开式冷却水系统调试.

3.1.7闭式冷却水系统调试。

3.1.8辅助蒸汽系统调试.

3.1.9凝结水及补水系统调试.

3.1.11电动给水泵试运调试.

3.1.12汽动给水泵试转‘参照本篇主机调试项目》.

3.1.13机组各燕汽管路吹冼。

3.1.14真空系统调试.

3. 1巧 抽汽加热器及疏水系统调试.

5.1.16轴封供汽系统调试。

3.1.17发电机内冷水系统调试.

3.1.18发电机密封油系统调试.

3.1.19发电机氢冷却系统调试.



3.1.20调节保安系统调试。

3. 1.20.1液压调节系统静态调试‘含E H油系统)。

3.1.20.2配合热工电调系统作静态调试.

3.1.20.3保安系统静态调试.

3.1. 20.4热工信号及联钱保护检查试脸.

3. 1. 20. 5汽门关闭时间侧试。

3. 1.21顶轴油系统及盘车装里调试投运.

3.1.22润滑油系统及净化装丘调试。

3.1.23旁路系统检查调试.

3.2整套启动试运时的调试工作

3.2. 1各种水、汽、油分系统及真空、氢系统检查投运。

3.2.2给水泵汽伦机带负荷工况的检查和各典型负荷振动的测量.

3.2.3发电机气体旦换。

3.2.4  DEH联调、仿真试验。

3.2.5汽轮机冲转及带负荷调试.

3.2.5. 1机组冷态启动及超速试验。

3.2.5.2机组沮态及热态启动

3.2.5.3机组振动监测.

3.2. 5. 4机组并网带负荷调试.

3.2.5.5高、低压加热器投运.

3. 2.5. 6真空严密性试验.

3.2.5.7主要辅机切换试脸。

3. 2. 5. 8自动调节装里切换试脸。

3.2.5.9配合热工进行高，低玉旁路系统试脸。

3. 2.6变负荷试验.

3. 2.7甩负荷试验‘即汽轮机调速系统动态特性试验).

3.2.8参加168小时〔或72+24小时，连续试运行值班

3.2.8. 1有关系统投入.检查指导运行操作.



3. 2.8.2主机保护投入，检查定值.

3.2.8.3配合热工投入自动。

3.2.8.4运行数据记录统计、分析.

3.2.8.5设备缺陷检查、记录.

4 启动调试后期工作

4.1试生产阶段完成调试遗留的工作.

4.2整理编写调试报告和工作总结

4.2.1机组试运报告并附主要试运记录.

4.2.2各项试验总结及分析.

4.2.3各阶段启动情况及各项数据统计.

4.2.4对试运中出现的异常现象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间题的建议.

4.25其它要说明的情况

4. 2.6对机组进行综合性技术评价.

4.3进行质量回访.



第 二 篇

锅炉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1 前 官

    锅炉专业调试工作必须遵守的现行规程

1.1《火力发电厂荃本建设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1996年版)》

12《电力建设施工及脸收技术规范》《锅炉机组篇)

1.3 《火电工程启动工作规定》

1.4 ‘电力工业锅炉监察规程》

1.5 《火电工程调整试运质盘检验及评定标准》

1.6设备例造厂的技术标准

2 启动调试前期工作

2. 1收集有关技术资料.

2.2了解锅炉安装情况。

2.3对设计、安装和制造等方面存在的间皿和缺陷提出改进建议.

2. 4准备和检脸侧试需用的仪器仪表。

2.5编写锅炉调试方案和措施

2.5. 1锅沪整套启动调试方案及措施。

2.5.2锅炉过热器、再热拐系统及燕汽管路吹洗措施.

2.5. 3燕汽严密性试验及安全门调整措施。

2. 5. 4制粉系统试运方案.

2. 5. 5除灰渣、除尘系统启动方案.

2. 5. 6锅炉主要辅机分系统调试方案‘300M W及以上抓组).

2. 5.7锅炉冷态通风试脸措施.

2. 5. 8燃烧调整试验方案。

2.5.9锅炉低负荷断油椒招措施。

2. 6配合有关专业侧定启动调试有关的措施.如炉前系统水冲洗或化

学清洗措施、锅炉本体化学清洗措施、锅炉范围内自动装盆投入措施、

汽机甩负荷试验措施、汽机旁路系统调试投入及负荷变动试脸等措施.

3 启动试运阶段的工作

3. 1分系统试运期间的工作



3.1.1参加锅炉机组范围内各主要辅机的分部试运工作，掌握试运悄

况和间题.确认其是否符合整套启动条件。

3.1.2对锅炉机组范围内的主要设备及系统进行检查。

3.1.3组织检查和试验各汽水电动闷门、烟风调节挡板及门。

3.1.4参加工业水系统、取样加药及排污等系统的试运工作。

3.1.5参加空压机系统试运工作.

3.1.6进行轴流风机瑞振保护试验。

3.1.7对烟风系统进行冷态通风试验.对送风系统流最侧盘装盆进行

标定.

3.1.8参加储仓式创粉系统冷态调试

3.1.8.1磨煤机油系统调整试验.

3.1.8.2给粉机转速调整及最低转速确定。

3.1.8.3热工联镇及保护试抢.

3.1.8.4侧定装球世与电流关系曲线。

3. 1.，直吹式侧粉系统冷态调试

3.1.9.1液压调节系统及润清油系统调整试脸。

3.1.9.2磨煤机人口流盆洲It装里标定。

3.1.9.3磨煤机联饭保护及程控试脸.

3.1.9.4各风门及阎门动作位查试脸二

3.1.9.5配合热工进行电子拜校脸。

3.1.10除灰、除渡系统调试。

3.1.11吹灰系统调试.

3.1.12配合化学专业进行锅炉和炉前系统化学清洗和冲洗工作。

3.1.13炉水泵系统调试。

3.1.14配合热工进行给水、 减退水调节门偏流最浏定及自动调节门

流且特性试验。

3.1.15姑油系统调试

3.1.15.1参加油管路及燕汽加热系统水压试脸及管道吹扫.



3.1. 15.2系统运行方式调整试脸。

3.1. 15.3油泵联饭试脸及低油压报普试脸。

3.1. 15.‘电磁阀、速断闷联俄保护试脸.

3.1. 15.5进行油喷嘴冷态雾化试脸及出力侧定。

3.1. 16参加回转式空气预热器试运转。

3.1.17暖风器系统调试.

3.1. 18配合化学专业进行钥炉化学清洗工作。

3.1. 19摆动式堪烧器动作试脸和同步性植查。

3. 1.20参加汽包内部装且检查。

3.1.21参加安全阀热工控制回路冷态试验。

3.1.22检查锅炉膨胀系统。

3.1.23锅沪燕汽管路吹洗

3.1.23. 1提供锅炉燕汽管路吹洗系统图. 并对临时系统提出要求。

3.1.23.2检查消音器、集拉器、犯板架设计安装情况.

3.1.23.3燕汽吹洗沮度与压力控创点选择。

3.1.23.4燕汽吹洗各系统的投运及临时门开关试脸。

3.2整套启动试运期间的工作

3.2. l整套启动前准备性检查试验

3.2. 1.1热工信号及报普系统动作检查试脸.

3.2. 1.2辅机设备事故按钮，联钱及保护试骏。

3.2.1.3系统及辅机设备怪控启、停检查试验。

3.2.1.4 M F T保护静态试脸。

3.2. 1.5油系统运行压力、沮度及雾化燕汽压力调整.

3.2.1.6油枪程控启停动作检查试验.

3.2.1.7配合热工进行火焰监视器投入及孩率调整。

3.2.1.8给水及减沮水系统、上煤及钻油系统、烟风及侧粉系统和除

灰渣系统等分系统具备投入条件.

3.2.2整套启动工作



3. 2. 2. 1指导运行人员按启动方案及运行规程的要求进行点炉操作，

调整樱烧，控侧升沮开压速度，完成启动中有关工作.

3.2. 2.2硫水排污系统调试.

3.2.2.3安全阁校脸及燕汽严密性试验.

3. 2.2. 4配合化学专业，进行洗硅运行控创汽水品质。

3.2.2. 5配合汽机和电气专业进行汽机试转和发电机试脸.

3. 2.2.6发电机并人电网后.指导运行人员进行整套机组带负荷，调

整始烧，维持燕汽参数在要求范围内。

3.2.2.7储仓式制粉系统热态调试。

3.2.2.8直吹式侧粉系统热态调试.

3.2.2.9姑烧调整试验.

3.2.2. 10断油试验.

3.2.2. 11带负荷运行与脚负荷试脸《含50%及75%负荷)

    :进行拐烧调盆控创燕汽参数和汽水品质.

    b配合热工投入自动调节系统。

    。断油进行满负荷试验。

3. 2.2. 12变负荷试脸。

3.2.2. 13配合进行甩负荷试验《汽轮发电机组调节系统动态特性试验》.

3·2·2.月 M F T动作试验。

3.2. 2. 15参加168(或72+24》小时连续试运行值班

    a指导运行操作，检查设备及系统运行情况。

    b配合热工投入自动。

    。记录设备缺陷及其处理情况。

4 启动调试后期工作

4. 1完成各阶段的总结报告及统计数据。

4.2整理调试报告及与调试有关的技术资料移交.

4.3试生产阶段继续完成因调试原因未完的调试项目。

4. 4进行质盆回访.



第 三 篇

电气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1 前 吉

1.1电气调试工作应遵守和执行的现行规程、标准

1.1.1《电气设备交接试脸标准》

1.1.2 《继电器校脸规程》

1.1.3 《电气指示仪表位脸规程》

1.1.4‘火力发电厂基本建设工程启动及竣工脸收规程(1996年版)》

1.1.5‘火电工程调整试运质盘枪验及评定标准》

1.1.6 《电力系统自动装旦位验条例》

1.1.7有关行业和厂家的技术标准。

1.2由于电气设备及回路特点.单体调整试脸一分系统试运一整套启

动试运这几个谓试工作的主要环节.宜由一个单位负贵完成。

1.3由几个单位共同调试时，应明确划分调试工作范围。

2 启动调试前期工作

2. 1分系统试运前的工作

2. 1·】参加初设审查。

2.1.2参加施工图纸的会审。

2.1.3熟悉电气一次主接线，对机组和升压站的继电保护自动装丘进

行全面了解。

2.1.4熟悉全厂电气设备的性能特点及有关一、二次回路田纸和接线.

2.1.5根据施工计划结合施工进度及质盘情况.编翻调试进度计划。

2.1.6负贵编制电气调试大纲及整套启动电气试验方案和措施.

2.1.7准备和校脸调试居用的试验设备及仪器、仪表.

2.2升压站和厂用受电的调试工作

2.2.1编刹升压站受电方案。

2.2.2编制厂用高、低压系统受电方案.

2.2.3检查了解电气设备的试验记录是否满足《电气设备文接试验标

准》规定的要求.

2.2.4位查了解直流系统、中央信号系统是否正确。



2.2.7检查了解各保护装里的应该投人的跳闸压板及安全设施是否投

人.自动和联饭回路是否正常。

2.111.8参加升压站与厂用受电。

2.2.9与电力系统调度配合进行升压站母线受电，电稼定相或并列，

启动变 (或备用变)五次冲击及励破涌旅录波等各项试脸。

2.2. 10检查各级母线电压数道、相序及相位、仪表指示是否正确。

2.2.11协助整理试脸记录与调试报告.

3 启动试运阶段的工作

3.1分系统试运的工作

3.1.1厂用辅机系统试运

3.1.1.1检查一次设备的试验数据是否合格。

3.1.1.2检查电气设备控创、保护、信号是否正确.自动或联饭回路

是否正常。

3.1.1.3位查保护装盆的定值整定是否正确.保护能否投入。

3.1.1.1参加设备启动，记录带负荷试运的有关必数.作为整套启动

的依据.

3.1.1.5配合有关专业调试人员进行锅炉箱机联饭，汽机辅机联饭及

输煤集控的联镇试验。

3.1.2保安电探系统试运

3.1.2.1编制荣油发电机组或直流逆变机组的调试方案.并参加调试.

3. 1.2.2组织进行柴油发电机组或直流逆变机组带负荷试验，自动投

人试验.

3.1.2.3检查控制室内事故照明回路是否正确，组织进行事故照明的

自动投入试脸。

3.1.3发电机一变压器组

3.1.3.1进行发电机一变压器组，高压厂用工作电像继电保护装盆及

系统调试。

3.1.3.2进行发电机一变压器组、高压厂用电裸控倒回路调试及相互



动作试脸.检查汽机、锅炉工艺联镇。

3.1.3.3编创主机励破装丘及系统调试方案.并负贵调试，完成励破

系统开环及闭环试验。

3.1.3.4进行主变压器、高压厂用变压器冷却控制系统的调试.使之

具备投入使用条件.

3.1.3.5负贵编创主变压器侧送电及厂用高压工作变系统带电方案并

组织实施.

3.1.3.6负贵自动同期装丘调试及同期系统检查。

3.1.3.7负贵进行厂用工作电像与备用电滚定相、备用电像自投试验.

3.2整套启动试运期(fel的工作

3.2.1整套启动前应完成下列工作

3.2.1.1向电厂、施工等有关单位和参加启动试脸的人员进行电气启

动试脸方案的技术交底。

3.2.1.2组织有关人员对电气一次系统和二次回路进行全面检查，协

调各方完成试脸所哥的一切准备工作.

3.2.1.3进行发电机、变压器、厂用变压器的控制、信号、保护的传

动试脸。

3.2. 1.4进行励班系统开环、闭环静态棋拟试验。

3.2.2盆套启动试运时的调试工作

3.2-2.1投入发电机变压器保护及励破系统.

3.2.2.2在汽轮机不同转速时.侧世发电机转于绕组的绝缘电阻及交

流阻杭、功率报耗。

3.2.2.3族定转速下的工作

    a进行主励磁机及副励磁机的空载特性试脸。

    b发电机短路状态下.检查各组变流器变比、相位、二次负载、

电流表指示正确性及保护整定值，录取发电机短路特性 《同时录取励

班机负载特性).

    。发电机空载状态下，零起升压后位查各组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



相序及仪表指示正确性，检查保护动作值和返回值，录取发电机空载

特性.进行发电机定子绕组匝间绝缘耐压。

    d测公灭盆后发电机定子残压及相序。录取发电机灭破时间常数。

    。发电机空载时进行励破自动调节装皿的各项试骏。

3. 2. 2. 4进行发电机同期系统定相并网试脸

    。暇同期试验 (手动和自动)

    b正式并网 (手动和自动)。

3. 2. 2. 5机组并网后带负荷试验

    a进行保护及侧见回路检查。

    b励截自动调节装里投入试验.工作与备用励滋装置 (机)切换

试验.检查调差特性及调压特性。

    ‘不同负荷下.测盘轴电压。

    d不同负荷下.测电流回路相位及差动保护的不平衡电压。

    。高玉厂用电滚 《工作与备用)带负荷切换试脸.

    f机组甩负荷试验时，侧录甩负荷前后发电机与自动励磁调节器

有关的电气盆的变化、超调母、振荡次数及稳定时间等。

3.2.2.6参加机组168小时 (7 2 +2 4小时)试运行值班。

    。解决试运期间出现的各种技术间题.

    b作好机组试运记录，定期采录统计运行数据。

    c处理与调试有关的缺陷及异常情况。

a 启动调试后期工作

a.1向有关单位提供设计修改及设备更换等资料.

a.2参加事故分折，协助制订防范措施。

4. 3整理和提交启动试运调试报告.

4. 4在试生产期间，负责进行因调试原因未完成的调试项目。



第 四 篇

热工控制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1 前言

1.」本篇所列调试工作，主要包括模拟盘控制系统，顺序控翻系统，

辅机联锁及保护系统、主机保护、旁路控侧系统、锅炉炉脸安全监控

系统、计算机监视系统和汽轮机监视系统。

1.2热工仪表、化学分析仪表、热工信号、变进器、压力、沮度开关

的校验、二次回路检查、执行机构调试均属单体调试范围.未列入本

篇.

1.3热控调试应遵守的现行规程、标准

1.3.1《火力发电厂荃本建设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1996年版)》

1.3.2‘电力建设施工及骏收技术规范)

1.3.3 《火力发电厂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监借条例》

1.3.4 《火电工程调整试运质量检脸及评审标准》

1.3.5 《热工仪表及控制装里检修运行规程》

1.3.6设计及制造厂家技术标准和要求.

2 启动调试前期工作

2. I熟悉热力系统及主、辅机的性能和特点。

2.2掌握所采用的热控设备的技术性能，对新型设备的技术难题进行

调研和搜集资料.

2.3审查热控系统原理图和组态图。

2.名编制调试方案

2.4.1协调控制系统调试方案.

2.4.2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调试方案。

2.4. 3汽机监视、保护系统调试方案。

2. 4. 4旁路控制系统调试方案.

2.4.5顺序控制系统调试方案.

2.4.6汽机电液控制系统调试方案.

2. 4. 7小汽机电液控制系统调试方案.

2.4.8模拟最控制系统调试方案。



2.4.9计算机监视系统调试方案.

2.4.10分徽控创系统受电及软件恢复调试方案。

2.4.11粗机获饭和保护试脸方案.

2.4.12主要墓地调节系统调试方案.

2.5参加大型和重要的热控设备出厂前的调试和脸收.

2.6参加设备选型和设计联络会。

3 启动调试阶段的工作

3. 1分系统试运的工作

3.1.1位查侧盆元件、取样装旦的安装情况及校脸记录、仪表管路严

密性试脸记录，表管、变送器的防护措施。

3.1.2检查执行机构及荃地调节器的安装情况.配合安装单位进行远

方操作试脸。

3.1.3检查有关一次元件及特殊仪表的佼验情况.

3.1.4今加调节机构的枪查.进行特性试脸.

3.1.5 7解调节仪表、顺序装处和保护装置的单体调校情况。

3.1.6配合厂家进行分散控侧系统的受电和软件恢复.

3.1.7计算机系统硬件位查和 I/O通道精确度位查.

3.1.8分散控翻系统组态检查及参致修改.

3.1.9检查热控用气饭的质盆和可书性.

3.1.10配合锅炉专业和制造厂进行风盘洲址装里的标定及轴流风机的

端振保护试验.

3.1.11汽轮机监视系统调试.

3. 1.12墓地调节系统的调试。

3.1.13小汽机监控及保护系统调试.

3.1.14计算机监视系统调试与投入。

3.1.15事故顺序记录系统调试与投入.

3.1.16有关辅机联饭及保护试脸。

3. 1.17配合有关专业进行主辅机联镇及保护试脸。



3.1.”汽机电液控制系统调试及仿真试验.

3.1.19模拟盈控制系统的开环试脸及静态整定.

3.1.20顺序控制系统调试及棋拟试脸.

3.1.21主机保护、旁路控制系统调试及开环试验。

3.1.22锅炉炉脸安全监控系统调试及模拟试脸.

3.1.23分散控制系统技术指标检查.

3.2整套启动期间的工作

3.2. 1在机组整套启动过程中.根据运行情况.投入各种热控装迁及

模拟里控制系统。

3.2.2模拟尼控制系统投入后。检查调节质且。整定动态参数。根据

运行工况，做扰动试验，提高调节品质.

3.2.3投人各项主机保护。

3.2.4投人汽机电液控制系统.

3.2.5运行工况稳定后.投入协调控制系统.

3.2.6协调控制系统负荷变动试验.

3.2.7配合有关专业进行甩负荷试验。

3.2.8参加机组1 6 8小时(或7 2 + 2 4小时)试运行值班

3.2.8. 1处理与调试有关缺陷及事故.

3.2.8.2记录和统计试运情况及数据.

3.2.8.3向运行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指导运行操乍。

4启动调试后期工作

4. 1整理和编写试运记录及调试报告.

屯2移交备品、备件及资料.

4.3在试生产期间继续完成未完的调试项目。

4.J进行调试质星回访。



第 五 篇

化学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1 前 盲

      化学调试工作应遵守的现行规程规范

1.1 《火电工程调整试运质量检脸及评定标准》

1.2 《火力发电厂锅炉化学清洗导则)

1.3 《化学监督制度》

1.4 《电力基本建设热力设备化学监仔导则》

1.5 《火力发电厂停 (备)用热力设备防诱蚀导则》

1.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1.7 《电力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1.8 ‘火力发电厂基本建设工程启动及竣工脸收规程(1996年版)

2 启动调试前期工作

2.1了解工程情况收集资料

2.2编写调试方案和措施

2.2.1锅炉和热力系统化学清洗方案。

2.2.2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调试方案。

2.2.3制抓及加抓系统调试方案.

2.2.4循环水处理系统调试方案。

2.2.5海水淡化系统调试方案。

2.2.6制氢系统调试方案.

2.2.7废水处理系统调试方案.

2.2.8蒸汽管吹洗阶段水汽质盘监修方案。

2.2.9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调试方案.

2.2. 10给水及炉水加药系统调试方案.

2.2. 11汽水取样系统调试方案。

2. 2. 12水汽质量监督方案及改善水汽品质的措施。

2.2.13原水予处理设备的调试方案。

2.3小型试验

2.3. 1各种药品纯度、浓度等指标的鉴定。



  2.3.2凝聚剂浓度和添加盘小型试验.

  2.3.3水处理设备垫层的质最鉴定.

  2.3.4离子文换树脂特殊性能的鉴定.

  2.3.5循环水处理加药最佳剂量的选择.

  3 启动调试阶段的工作

  3. 1分系统试运的工作

  3.1.1原水预处理设备的调试

  3.1.1.1参加系统与设备的检查.

  3.且.1.2没清器的加药造渣、制清水.

  3.1.1.3运行参数的调整 (加药剂盘、沮度、助凝剂、P H值和出力

  等)

  3.1.2除盐系统的调试

  3.1.2.1参加系统与设备的位查。

  3.1.2.2提出离子交换树脂和垫层顶处理意见。

  3.1.2.3投再生系统将树脂转型备用。

，3.1.2.峨再生和运行工艺参数的调整。

  3.1.2.5电渗析器通水、通电试运后、调整参数。

  3.1.2.6反诊透装旦通水升压试投后，调整参数。

  3.1.2.7脱碳器进水、进风试运.调整风水量。

  3.1.3循环水处理系统调试

  3.1.3.1参加系统与设备的检查.了解分部试运情况。

  3.1.3.2没清器的启动调试

      a石灰及凝聚剂等加药系统的启动及调整试验。

      b没清器的空载试脸。

      。投药试脸及活性泥渣的培殖。

      d没清器的出力试脸。

  3.1.3.3沙论池的启动试验

      口沙碑池的反洗强度试验。



    b沙健池的出力试骏。

3.1.3.4弱酸离子交换器的调整试验

    a再生系 统的调整试验.

    b离子交换器的再生及出力试验.

3.1.3.5加抓系统的严密试脸和加叙机的出力试验。

3.1.3.6磷酸盐、椒定剂及加酸荆盘试脸调整。

3.1.4凝结水处理系统的调试

3.1.4.1参加系统与设备的检查.了解试运悄况。

3.1.4.2高速混床的调试见3.1.2除盐系统调试的第2.3. 4诸条.

3.1.4.3复盖过逮器做下列试验

    a成煤膜试验。

    b除铁效本试验.

    c成膜厚度对除铁效率影响的试验.

    d旗元除油清洗试验.

3.1.4.4精密过撼器做下列试验

    a擦洗周期试验。

    b运行周期试脸.

    c除铁效率试验。

3.1.4.5电磁除铁过滤器的除铁效率及出力试脸.

3.1.5废水中和处理系统的调试

3.1.5.1参加系统及设备的检查.

3.1.5.2加药量及各指标的分析监怪与调整.

3.1.5.3排废处理出力及效果试脸。

3.1.6制氢设备和系统的调试

3.1.6.1参加系统的检查和水冲洗。

3.1.6.2参加电解槽解体检查热紧复原。

3. 1. 6.3参加系统设备的水、气压试脸.

3.1.6.4针型阀严密性试脸、安全门整定。



3.1.6.5设备启动、制氢系统笠换.

3.1.6.6出力试验.

3.1.6.7配合充氢.

3. 1.了锅沪化学清冼

3.1.7.1选择清洗用药.确定水、汽深及排废点等.

3.1.7.2提出原始管样的割取要求，制做和检查腐蚀指示’片.

3.1.7.3进行清洗前的小型试骏和棋拟试验。

3. 1. 7. 4清洗系统的检查.

3.1.7.5化学清洗系统的严密性试脸.

3.1.7.6蒸汽加热试验 〔升温试脸).

3. 1.7. 7道流调整试验.

3.1.7.8临时液位汁调整试脸.

3.1.7.9清洗用药孜盘和质最的检查.

3.1.7.10清洗前的技术交底.

3. 1.7. 11清洗过程的技术指导.

3.1.7. 12清洗效果检查及测定.

3.1.7.13参加清洗效果评定会，提出清洗总结报告.

3.1.8分系统试运化学监督

3. 1.8. 1锅炉本体和炉前系统冲洗水质的监任

3.1.8.2取样器的冲洗.

3.2整套启动期间的工作

3.2.1投人加药系统.

3.2.2协助、监督运行人员的操作调整，配合热工专业完成化学仪表

和程控装丘的投入.

3.2.3调整化学水处理设备的出力和出水质量达到设计要求.

3.2.4调整氢气质盆及出力达到设计要求.

3.2.5废液的排放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3. 2. 6对炉水及蒸汽品质监督



3.2.6. 1改善锅炉水质，监督锅炉排污.

3. 2.6. 2对于大机组，并网带负荷后进行锅炉洗硅的化学监督。

3. 2.7凝结水、疏水回收监督.

3. 2.8监督除氧器的除氧效果。

3. 2.9发电机冷却水质及氢气质量的监督.

3.2.10锅炉及热力系统停运时防腐监督.

3. 3参加168小时 (或72+24小时)试运行

3.3.1指导化脸工作及监任汽水品质。

3. 3.2配合进行化学分析仪表调试.

3. 4记录统计设备运行情况及参数.

3.5提出试运阶段化学监督总结报告。

4 启动调试后期工作

4. 1整理编制试运记录及调试报告.

4.2进行质量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