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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管热负荷自动调节系统在吉林油田热电厂的应用  

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热电厂(138006)  魏雅梅   徐东升  彭  军  

【摘 要】 吉林油田热电厂主要设备采用2台哈尔滨汽轮机厂生产的50MW汽轮机和4台上海锅炉厂生产的220t/h

蒸汽炉，整套机组采用母管制运行方式。电厂肩负着整个油区冬季供热的重任，同时上网发电。冬季向整个油区

供热期间，机组需满负荷运行，即3炉2机或4炉2机同时运行。由于多台设备同时运转，这样机、炉之间的协调配

合直接关系到整套机组能否经济、安全、稳定运行。由于原设计没有考虑整套机组同时运行时的母管热负荷自动

调节功能，从2001年冬季供热期间机组运行的情况来看，运行人员劳动强度大，单台锅炉热效率低，机组运行不

稳定。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热电厂生产部和热工分厂经过认真分析和总结，认为机组要想达到安全、稳定运行，

同时热效率最大化，只有实现母管热负荷自动调节才能解决这一难题。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2002年5月对母管热

负荷自动调节进行了设计改进，从改进后几个月的效果来看，机组稳定、锅炉热效率提高5%，同时运行人员劳动

强度降低，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间接创效30万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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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负荷调节系统存在的问题 

（1）原系统采用单元制调节方案，没有考虑四炉两机运行后的母管自动调节问题。当母管制运行时，即两

个单元都有炉运行或1号、2号炉带2号机以及3号、4号炉带1号机时，主要的调节点发生变化，原系统无法适应以

上功能。 

   （2）调压的炉服从母管压力调节器指挥，不调压的炉应有两方面的能力，即带固定负荷和手操操作。原系统

不具备这一功能。 

   （3）两单元同时有炉运行时，同时大母管运行，一个母管调节器应能同时指挥两个单元的运行炉调压。原系

统不具备这一功能。  

2  解决以上问题的必要性   

（1）热负荷自动时经济调节器，母管压力稳定，就可以保证温度参数的稳定，从理论和经验证明，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每提高0.1MPa，机组效率提高2.3%，每提高1℃，机组效率提高0.56%，累积起来是很可观的经济

数字。 

    （2）热负荷自动是龙头调节器，只有压力稳定，其它参数才能稳定。如：在温度停止操作的情况下，压力每

波动0.1MPa，温度变化4℃，压力大幅度的波动超过3.5MPa，主汽温度都难以保护稳定。 

    （3）压力调节在手动调节情况下，不能与完善的自动调节系统相比，大幅度的波动，事实上就造成了机组的

参数不稳定，加大了热力系统设备和管道的疲劳度，影响其寿命。 

3  具体实施方案  

（1）两系统的硬线连接(见表1) 



（2）系统设计组态原理 

     该自动系统的软件采用北京和利时公司生产的HS2000分布控制系统软件。组态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给粉量的

调节，使母管压力维持设定值，而在压力稳定的前提下调节负荷量，从而达到经济稳定运行的目的。在电力系统

中，热负荷自动是比较典型的自动系统，同时也是比较复杂的自动系统，而吉林油田热电厂的热负荷自动更是复

杂，它需要解决母管运行时各炉之间的协调运行，使各炉之间达到默契。根据热负荷系统的传统经验，该自动采

用一个主压力调节器用于母管压力调节，采用四个热负荷调节器作为副调节器，这里着重提出几个难点问题并介

绍解决的方法。 

    ① 主调测量值的确定，即保证测量主压力值。在两侧压力偏差不大时取平均值，两侧压力偏差较大时取大

值，具体实现方案如图1： 

图1 

② 自动系统在手自动切换时应保证无扰，这是自动系统设计的必备要求，在此项目中应使主调跟踪量点在

手动向自动切换时自动跟踪投自动炉的热量信号，而智能判断信号由下面逻辑(见图2)实现： 

信号名称 信号走向 信号类型 

一号机组压力综合值 一号机组至二号机组 模拟量 

一号炉调压信号  一号机组至二号机组 无源节点 

二号炉调压信号 一号机组至二号机组 无源节点 

一号炉自动信号  一号机组至二号机组 无源节点 

二号炉自动信号  一号机组至二号机组 无源节点 

一号炉压力增减信号 一号机组至二号机组 无源节点 

一号炉压力增减信号 一号机组至二号机组 无源节点 

一号机组复速级压力信号 一号机组至二号机组 模拟量 

四号炉自动信号 二号机组至一号机组 无源节点 

三号炉自动信号 二号机组至一号机组 无源节点 

主调自动状态 二号机组至一号机组 无源节点 

二号炉热量设定信号 二号机组至一号机组 模拟量 

一号炉热量设定信号 二号机组至一号机组 模拟量 

主调输出值 二号机组至一号机组 模拟量 

主调设定值 二号机组至一号机组 模拟量 



                             图2  选择信号产生 

    其中，L2、L3、L4为确定跟踪哪个炉热量的判断信号，在此基础上，通过信号选择使主调跟踪量实现相应的

数值(见图3)。 

                                图3  主调跟踪量产生 

    ③ 当机组处于母管制运行时，至少有一台炉处于调压状态，其它运行锅炉可处于调压或调负荷的形式，这就

要求对于串级调节系统，副调的设定为主调的输出；对于单回路调节系统，副调的设为外给定(见图4)。 

                             图4  副调设定产生 

    ④ 在完成智能调节器的测量值与跟踪量的选择后，就可以形成整套系统主体部分的设计，即调节器部分(见

图5)： 



                                    图5 

4 使用效果 

系统硬件搭接及软件组态完成后，对整套系统进行了严格的静态试验，其中包括：各种状态响应试验、模拟

量信号传动试验、各炉调压互扰切换试验。在全部参数及试验性能满足要求后进行动态试验，其中包括：各工况

平滑切换参数整定试验、大系统稳定运行试验、各调节参数再整定试验，各项性能均达到预期要求。 

    自该系统投入以来，不但提高了机组的热效率，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初步统计从2002年9月份一个月的运

行情况看，机组热效率比2001年9月同期提高了5%，间接创效30万元/月），而且保证了机组各参数的稳定性，增

大了机组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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