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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管理，强化培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Strengthen management, strengthen training ,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vel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菏泽发电厂（274032）  侯典来 

摘  要：通过总结国电菏泽发电厂热工监督方面的实践经验，详细论述了加强管理，强化培训，提高技

术创新能力的具体措施、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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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ext,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upervising the 

respect of thermal technology of power plant in Heze of National Electricity Co., 

expound the fact and strengthen management to strengthen and train in detail, 

improve the level concrete measur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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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述 

菏泽电厂认真贯彻国电集团公司“做实、做新、做大、做强”八字方针，紧紧围绕“管理效益年”

这条主线，把“精益生产、精益管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先后进行了#1机组大修、国电安全性评价迎

检、反违章查隐患活动、动态管理、现场设备治理等重点工作。 

        热工队严格按照山东电力热工技术监督工作规定的要求，以及热工监督会议精神，广泛学习、

深入研究、虚心吸取兄弟单位及同类型机组的成熟经验，加大力度对现场热控设备及系统进行了治理和

完善，加强对设备的消缺维护管理，全面完成了#1、#2、#3机组的小修和#1机组的大修任务，二期原设

计的44套中的25套基调仪已经改造为DCS控制，并通过对二期自动系统参数的优化和调试，使自动投入

率进一步提高。通过设备治理，使热控设备的缺陷大为减少，设备的健康水平和运行安全性、可靠性大

大提高，安全生产、技术监督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国电公司安全性评价

检查，在2004年查评的9个电厂中取得第二名；热工队获得了国电山东分公司无违章先进车间荣誉称号；

2000年至2003年，我们菏泽电厂热工队连续获得了山东电力热工技术监督综合管理先进奖一次、二等奖

两次、一等奖一次，首届“山东省青年创新创效成果奖”。 



图1  大修劳动竞赛“优秀双为青年突击队” 

1  建立热工监督长效机制，提高机组的安全管理水平。

 

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是企业最大的效益，认真落实热工监督计划，建立完善技术监督机制，充分

发挥技术监督的作用，强化超前监督和过程监督，进一步提高设备受控程度。 

1.1  建立科学规范的监督管理机制 

        坚持以法定制，以制治企，从严治企，加强热工监督机制建设，突出抓好“职责清楚、标准明

确、监督到位、考核有力”监督管理的四个关键环节。结合贯标认证，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修订完

善了热工人员各岗位工作标准和热工监督所要求的23项管理制度。为便于工作，修编并印刷了热控定值

清册、DCS历史库、SOE、事故追忆、趋势组、标签库清册等资料。 

1.2  严格落实监督人员的责任制 

        成立了热工监督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制订了严格的考核奖惩办法，规定凡在厂级以上单位组

织的技术比武和监督检查评比中取得前三名的，给予一定奖励，对于名次靠后和所管辖设备监督不力的

给予相应的处罚，有效地调动了技术监督人员争先创优的积极性。 

1.3  加强现场设备的技术监督 

        充分利用春、秋季安全大检查、安全生产月、创建无违章企业等时机，大力开展现场设备治理

和整改工作；积极开展“查领导是否重视、查机制是否健全、查隐患是否消除、查安措是否到位，确保

安全生产、确保队伍稳定”的“四查两确保”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的安全监督意识。全年热控专业

未发生异常及以上不安全事件，有效地确保了设备的安全运行。 

2  持续改进，不断创新

 

2.1  加强安全管理，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1）按照厂部统一部署，认真开展了春季安全大检查、“安全生产月”和“反违章、查隐

患”活动，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事故追忆和安规考试，进一步提高了职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夯实了

安全基础。 

        （2）深化“三安三化”工作，按照集团公司和厂部要求进行了安全性评价检查工作，查出30

多条设备问题，制定计划整改，为设备超前诊断、超前预防提供了可靠手段，并顺利通过国电集团公司

安全性评价检查验收。 

        （3）根据厂“零管理”指导思想，制定了热工队“零违章、零意外”管理细则，组织职工认

真学习、理解领会并应用到生产工作当中，减少了各种违章现象的发生。 



        （4）狠抓设备改造，消除影响安全生产的各种隐患。我们对#1、#2炉汽包水位测量系统，根

据反措要求把原来的双室平衡容器更改为单室平衡容器。对汽包水位保护定值与测量、显示仪表的测量

范围、系统组态进行了检查与核实。加强对高温区设备的巡检力度，并实行每天定期测量一次环境温

度，对一期18米层和#3机组B磨一次风气动执行机构等高温区设备采取了空气冷却措施，实行了巡检签到

卡制度。按要求完成了一二期炉膛压力变送器定期校验、取样吹扫装置、气控系统过滤减压阀定期清洗

工作，确保各系统可靠投入稳定运行。 

        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一年来没发生任何人身轻伤以上事故、没发生设备障碍以上事故，确保

了安全生产的“可控、在控”。 

2.2  规范技术管理、有效开展热工监督工作。 

        技术管理是开展技术监督的基础支柱，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各种监督规程和制度是热工监督

的依据，今年我厂为确保ISO9002贯标工作的顺利开展，先后进行了两次内审，使各种监督管理程序得

到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为厂标准化管理与国际接轨打下了坚实基础。 

        （1）标准修编。在修编23种热工监督规章制度的基础上，为适应设备管理的需要，又进一步

规范了大小修资料的存档内容、方式，积极搞好制度建设，用制度规范行为，确保各项工作能有据可

依、有据可查，实现了程序化、标准化，杜绝了管理的随意性，实现了全过程控制。修订了各岗位人员

工作标准，完善了设备缺陷管理制度，拿出奖金的一部分用作缺陷评比、考核，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

据现有的设备检修规程、厂家技术说明书、图纸资料和现场实际情况，以及原电力部颁发的《电力工业

技术法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中国国电集团公司重大事故预防措施》等有关规程，热工队检

修规程修编小组认真开展工作，确保检修规程具有实用性和有效性，包含所有的检修设备，规程引用标

准准确，数据正确无误，检修项目齐全，前后章节协调统一，确保修编的质量，通过本次修编，使得检

修规程在检修工作上更具可操作性和指导性。 

        （2）技术资料管理。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MIS及ERP系统，实现信息的共享。设备

台帐、班组管理、检修管理实现了网络化，设备清册、备品清册、热工定值、设备电源定值全部进入微

机，热控系统图纸全部使用CAD绘图，既方便了修改，又能随时保证图纸资料与现场实际一致。 

        （3）质量管理。多年来，充分发挥QC小组的作用，紧紧围绕生产现场存在的实际问题和薄弱

环节，选定QC小组课题，通过现状调查分析，找出主要问题和关键因素，有针对性地、广泛地开展各项

活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针对二期自动调节品质差等问题，主控QC小组积极开展活动，现场跟踪观察

记录，根据观察结果，从系统组态、逻辑关系、参数设置多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系统的分析问题产生的

原因，最终找到科学的处理措施，多次使高难度缺陷得到了彻底解决，该成果与热工其他三个QC成果分

别获得厂一等奖和二等奖。 

        目前，《#3机高加水位控制功能改进》成果已经推荐到由省经贸委、总工会、共青团山东省

委、科学技术协会和质量管理协会联合举办，将于2005年7月召开的全省第25次质量管理活动经验交流

大会发布。 



图2  2004年度QC成果发布会 

        在今年进行的#1、2、3机组小修和#1机组大修中，为加强全过程质量管理，保质保量完成小修

任务，制定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制定了详细的重大非标项目施工方案，成立了工艺质量技术保证小

组、工艺质量监督检查小组、文明施工监督检查小组和安全监督检查小组。在实际工作中，各小组按照

管理“三要素”要求，充分发挥小组职责，严格检查监督制度，加大执法和考核力度，保证了工作的顺

利进行。严格工艺纪律，严格工艺标准，争创优质工程，做到按图施工，精心调试，确保了一次启动成

功。 

        （4）监督管理。根据热控设备现场运行状况，多次召开热工监督研讨会，热工、运行人员座

谈会，根据运行人员反映的过程现象，从技术管理、设备维护等不同角度分析原因、查找问题。从变送

器及执行器信号的稳定性、准确性，到控制设备的选型，接口技术、控制组态的完善等各方面入手，先

后完成了伺放改型、接口改进、逻辑修改、氧量变送器信号标定及DCS系统历史库、事故追忆、SOE、趋

势线的信号补充完善等工作，从而大大降低了系统设备缺陷出现率，增强了事故分析的依据，最终达到

了保护投入率和正确动作率100%、仪表准确率100%、自动投入率由94%提高到98%的目标，机组综合自动

化水平得到大大提高。 

2.3  强化检修管理，加大设备改造力度，提高设备可靠性。 

        热控设备的健康水平直接影响机组的安全运行，因此，充分利用机组大小修机会，加大设备改

造力度，强化检修管理，努力提高设备可靠性，保证机组正常运行。 

2.3.1  超前策划，加强监督，高标准，高质量完成#1机组大修任务。 

        根据厂#1机组大修要求，DCS系统完善是本次大修的主线之一。为此，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提

前制订大修的各项施工方案，确定了ETS系统、温度巡测、DEH系统、锅炉吹灰系统、电气测点及控制回

路等进入DCS控制，新增了风粉在线和均衡燃烧和锅炉激波吹灰控制系统，改造整个热控电源系统，拆除

原盘、台、柜15面，更换新盘、台、柜21面。针对这些改造项目，我们提前进行了I/O点统计，做好卡

件分配，设计并绘制各盘柜图纸，了解各系统逻辑关系并绘制相关逻辑图，组织人员提前进行DCS、DEH

等系统的操作画面绘制、组态等工作，保证了大修的按时开工。 



图3  DCS完善组态 

 

图4 DEH调试 

在大修过程中，深入学习并落实大修动员会精神，积极响应厂党委号召，按照制订的施工方案和网

络图的要求，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全面发动。DCS系统改造需要拆除全部原热控设备，安装DCS控制装

置，面对工作量大、技术含量高等困难，成立了科技攻关青年突击队，全体成员加班加点，克服各种困

难，按时完成了改造任务。在大修工作中，从DCS系统完善、DEH系统改造、ETS系统改造到风粉在线和

均衡燃烧等系统的图纸设计、卡件分配、逻辑组态、施工安装、系统调试等一系列工作，我们在派出四

名技术骨干支援兄弟单位新机调试的情况下，仍没有外借一名人员，没外包一个项目，按要求的工期，

安全、优质、高效地完成了大修任务。 

2.3.2  加强运行机组设备维护，完善热控设备健康水平。 

        在做好大修工作的同时，加强运行机组的消缺维护工作。 

        #1机组18米除氧层环境温度高（85℃），造成A4一次风执行机构反馈信号振荡不稳定，检查发

现A4一次风管从18米串过地面处保温有破损，散热严重，对破损的保温处理后，环境温度恢复正常，反

馈信号消除了振荡。 



图5  位发冷却风系统示意图 

针对#3、4机组除氧器水位开关量信号与模拟量信号测量偏差大的问题（模拟量比开关量偏低150～

200mm），进行了试验分析，通过对压力温度补偿前后的冷热态试验数据分析研究，确定对模拟量高水位

（2800mm以上）进行压力温度补偿，低水位（2450mm以下）不进行补偿，在（2450～2800mm）之间做

一个线形补偿函数进行过度补偿，分段补偿后模拟量信号已基本与开关量信号接近。 

        对125MW机组低压加热器模拟量水位指示与就地翻板水位计偏差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

分析，通过多次试验观察以及静态和动态状况下模拟量水位显示和就地水位计的比较，发现静态时指示

完全一致，一旦加热器投入运行，疏水泵工作，模拟量与就地就有偏差，负荷越高疏水量越大，偏差越

大。发现规律后，我们转移从加热器的结构和取样点的位置分析，发现模拟量负压侧取样点正在加热器

的疏水口处，怀疑疏水动压对模拟量负压侧产生了影响，目前已利用春节机组调停机会进行了改造。 

        通过一系列的设备改造和整改，热控设备的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为我厂机组的安全、经

济、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2.4  抓岗位培训、提高职工业务素质。 

        随着控制设备的逐渐更新和改造，机组的自动控制水平不断提高，对热控检修技能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为适应热控设备的实际需要，我们从管理上和培训方式上采取了更新的培训方法，加大了培训

力度。年初我们采取了现场一带一的培训方法，充分发挥师徒结对培训作用，达到师傅带动徒弟，徒弟

辅助师傅，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队部不定期的对培训情况进行抽查，对培训结果按

照队部培训考核管理办法严格进行考核。 

        大、小修期间，认真抓住了大、小修中的实际操作培训机会，#1机组DCS系统的完善工作中，

系统设计、安装、调试、试验等完全是由自己独立完成，电缆的走向定位、电缆敷设整理、卡件的安装

及接线、上电调试等全过程，均由老师傅带领新同志共同进行，人人都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通过系统调试，使所有参加调试人员都熟练地掌握了控制系统的结构、设备之间的逻辑关

系，提高了对系统逻辑的阅读能力及对事故和缺陷的分析、判断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DCS系统硬

件的保养和维护能力，为厂培养锻炼出了一支一流的高素质检修队伍。 

        大、小修后，进行了总结交流活动，参加安装、组态、调试的人员把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汇

总并向全队职工交流讲解，把调试过程中修改的逻辑、模块的组态经验进行了充分地交流。 

        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培训活动，热工队职工的业务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有一位同志被选

拔为全厂业务技术拔尖人才（全厂6名），有4位同志被选拔进入我厂人才“226”工程，其中三名入选国

电集团公司“168”工程人才库，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3  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3.1  精心组织，提高标准，做好#2机组大修的各项准备工作。 

        认真总结以往大修的经验，合理筹划#2机组大修准备工作，确保#2机组大修质量比其他任何大

修都有所突破和提高。本次大修重点项目是DCS系统功能完善，我们将继续发扬热工的优良传统，不畏艰

险，奋力拼搏，努力克服一切意想不到的困难，立足自我，解决问题。 

3.2  加强设备管理，确保全年发电任务的完成。 

        加强设备管理是实现安全生产可控、在控的有力保障，抓好这项工作的关键是提高设备主人对

所辖设备的关切度，通过管理制度和加强技术管理人员对工作的重视，使每个隐患都有措施、有计划、

有责任人，并不断进行项目的跟踪检查和指导，朝着“零缺陷”目标继续努力，在超前诊断上下工夫，

对设备作好定期检查，靠设备主人的责任心、压力感，工作高标准，减少缺陷的发生；另外，还将对二

期机组自动调节系统调节品质继续优化，力争使二期自动投入率提高到100%。目前，#3机组AGC已经投

入，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和调整；#4机组AGC正在试投阶段，#3、#4机组的一次调频方案也即将确定，

将组织技术力量靠上做工作，尽快使二期机组AGC和一次调频功能投入，以确保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确

保全年发电目标的完成。 

图6  完善AGC控制逻辑组态 

3.3  加强技术管理与培训，使职工的业务素质得到普遍提高 

        热工队已向国电公司蓬莱、费县新电源项目输送了一批技术人才，还有输送技术人员的任务。

热工专业的技术性较强，培养人才的周期长，对人员的素质要求高。05年底，菏泽三期DCS要达到受电条

件，并将进入调试，这就需要我们尽快熟悉三期热控系统。因此，继续发扬职工一向虚心好学、刻苦钻

研的优良作风，扎实、有效地开展培训工作。  

        坚持重大培训活动队部靠上抓。根据生产需要不断出台具体的培训办法，做到培训措施到位、

责任压力到位，考核落实到位，力争培训出实际效果。随着#5、#6机组的安装进度，分组分批派员进行

监督学习，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法，使职工的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提高。 

        继续开展导师带徒活动。利用#2机组大修的机会，抓好现场培训工作，使师徒的检修技能得到

切实提高。把#2机组大修和培养人才有机结合起来，不但搞好大修工作，而且要培养出有实战经验的人

才来。 

        在开展岗位练兵的同时，积极培养“一专多能”的职工检修队伍，培养出一批岗位能手和技术

拔尖人才，形成工作、学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3.4  加强技术监督管理工作，保持热工监督评比的好成绩 



        总结历年来热工监督工作的经验，并根据本次监督会议精神，我们将制定出详细的工作计划，

抓好落实。针对300MW机组，加强同其他厂的交流，开拓性地开展工作。以热工监督检查为契机，促进状

态检修工作的推进，使热工设备达到可控、在控，进一步完善检测手段，实现对设备的跟踪、分析、交

流、总结程序化、制度化。随时掌握设备的运行状况，做到监督资料标准化、规范化。积极推广应用新

产品，研究探讨新技术，全面提高热工自动化水平。 

4  结束语 

通过多年的热工监督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搞好热工监督工作，除了建立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和

办法外，还要培养一支热心热工监督工作的骨干队伍；要本着求严务实的态度，注重热工监督活动的真

实性、有效性，使该项活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注意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公正、合理地

评价安全文明生产、技术管理等工作，给他们创造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在电研院和厂有关职

能部室的领导下，继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和不足，努力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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