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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实验室的任务和主题，以“确保国家电源安全和提高我国发电机组的运行水平奠定科学基础、提供技术保障”为目标，结合构

建开放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电站信息监控系统研究平台和实验室研究条件建设，从“大机组运行关键技术的开发”、“高参数大

容量火力发电技术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对可持续电源运行技术的前沿探索”等不同层面上开展了系统深入的应用和基础研

究。  

    实验室平均每年立项承担国家级科研任务10余项，并着力为电力生产企业解决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年均研究经费2000万元，取得了

多项标志性成果。  

    标志性成果――“火电厂厂级运行性能在线诊断及优化控制系统”  

    针对火电厂传统的运行管理模式，本项目创建了一套新的技术体系，包括全厂综合优化运行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系统集成、示

范工程和推广应用。主要研究成果有：火电机组运行状态在线诊断及性能分析关键技术；火电厂厂级综合优化控制理论方法及关键技

术；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及整体设计；火电厂管控一体化应用模式；技术条件及其行业标准；示范工程相关技术；成果的技术产品

化、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该项目的创新性成果是在直接面向国际竞争的条件下取得的，经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鉴定后，实现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系统已

被30个大型发电厂采用，装机容量2850万千瓦。应用于各类机组后，可降低全厂发电煤耗1～3g/kWh。全部投运后可年节约标煤40多万

吨，节支1.2亿元以上。本系统的推广加速了电力企业信息化建设进程，促进了发电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

的发展，使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产品占据了本领域的主导地位。  

     该成果获2005年中国电力科学技术一等奖及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标志性成果――“发电设备计算机化维修管理系统和运行与维修智能决策系统的研究”  

     在对发电企业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发电设备状态维修的管理模式，构架了发电设备状态维修技术支持系统。该

项目德关键技术主要有：设备重要度分析、维修方式决策、故障模式风险分析、状态划分规则和状态阈值的确定、状态综合评价和预

测、故障诊断、维修决策及优化等。发电设备状态维修技术支持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良好，既提高了机组性能，又降低了维修费用。  

     该研究项目于2005年6月12日通过了国家电网公司组织的验收，验收结论认为该项目完善和丰富了发电设备状态维修的理论与技术

体系，促进了发电设备维修技术的进步；发电设备状态维修技术支持系统的主要功能和技术指标整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

在该领域的空白，可替代进口产品，并且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该项目获得2005年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标志性成果――“电热爆炸超高速喷涂法制备超细晶、纳米晶涂层”  

     1）在国际上首次开发了电热爆炸-电磁加速超高速喷涂技术，使喷涂速度高达3000-6000m/s，可制备包括合金、难熔金属、金属间

化合物、陶瓷复合材料在内的亚微米晶、纳米晶涂层，涂层与基体为冶金结合，结合强度可高达数百MPa，涂层的孔隙率低于0.5%，涂层

显微硬度可达常规热喷涂法硬度的2-5倍，使涂层的性能大幅度提高。2）开发了电爆炸-电磁加速等离子超高速喷涂新技术，在国际上首

次开发了电爆炸-电磁加速等离子二级加速喷涂技术。可实现对陶瓷粉末的喷涂，粉末速度可达2-4km/s，可制备出纳米晶涂层。3）对超

高速喷涂的动力学特性、电学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喷涂动力学特性、电学特性、涂层与基体的动态温度场及基体的应力、应变动态

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4）在原位生成金属间化合物涂层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利用电热爆炸喷涂法原位生成了多种耐高

温氧化腐蚀的金属间化合物涂层，如NiAl、MoSi2、FeAl等。5）在涂层高温耐磨、耐蚀性研究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对多种涂层的磨粒

磨损、冲蚀磨损和耐腐蚀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证明了电热爆炸喷涂技术制备涂层的优越性。  

     该项目作为国家863计划课题于2005年11月通过验收，被评为优秀等级，并获得2005年度华北电力大学科技成果一等奖，2006年度

中国国际工博会创新奖。围绕该成果申报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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