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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设备制造国产化的几点体会  

——从岭澳核电站汽水分离再热器（MSR）的制造谈起  

湛 波 王保军 樊险峰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哈尔滨 150046）  

  岭澳核电工程单元设备的国产化制造已于2000年末全面完成，广东岭澳核电站的业主组织各制造厂

就整个国产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经验教训进行了及时的总结交流。  

  岭澳核电站是我国按"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引进技术，推进国产化"的核电发展方针进行建造的示

范工程，实践证明：引进技术，逐步实现国产化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通过核电国产化，采

用与国际先进技术、管理接轨的方式组织生产，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企业

的实际，掌握了百万千瓦级核电设备制造的关键技术，提高了企业装备；建立健全了核质保体系并有效

地运转起来；培养了一支年轻的核电制造队伍；推行了企业核安全文化；提高了计划、生产管理水平和

产品质量水平，促进了企业升级；积累了内陆企业的异地生产管理经验。但是在技术、管理，尤其是计

划、质量、生产组织等管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由于管理体制、核安全文化意识、技术的消化、非核电

专业制造厂等方面的问题，各制造厂在国产化过程中摸索前进，走了不少弯路，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岭澳核电站常规岛中的大型重要设备--汽水分离再热器（MSR）的制造厂，经过4年MSR的制造，

有着深深的体会和共鸣，各厂家在摸索前进的国产化制造道路上发生了许多共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问题。  

1 资格评审等项目前期准备  

  与以往的常规产品相比，承包商对分包的制造厂所做的资格评审，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有的厂

家甚至在开工后还在进行资格评审。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制造厂缺乏核电生产经验，对资格评审的重视程

度不够，准备不充分，尤其是对文件的消化和转化的形势估计不足，软件准备不充分。成功的经验是制

造厂在项目开始阶段，在合同签订前，模拟作战，提前准备。  

  从另一个角度讲，虽然制造厂在资格评审中付出了许多，但是为许多后续的核电及非核电项目奠定

了基础，例如在军工产品的制造时节约了资格评审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制造厂应该有所收获。  

2 项目组织与管理  

  项目经理制、项目归口管理是核电生产普遍认可的管理模式，各厂的核电办作为合同管理、生产准

备、对内对外接口、技术服务单位等全面负责核电生产，取得了成功经验，但是项目经理制普遍运行得

不是很规范，似是而非。  

  项目经理有两种职能：对外代表总经理，对内代表用户。项目经理要对项目了如指掌，并有很高的

技术水平及外语能力，了解全厂的生产情况，协调生产，对于项目的进展要有预见功能，能够推动项目

的进展，因此项目经理的选拔对于项目来说是很关键的。项目经理要设专职，任何一个制造厂的某个方

面的主管领导都不能起到全面的协调作用，要给予项目经理一定的权限。如人事、财务、越级汇报等，

否则，就会出现管理混乱，这在项目后期尤为重要，许多制造厂在项目管理上出现多头管理、多头不管

现象。从项目经理的这些要求来看，似乎只有总经理才能担当这个角色，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迄今

为止尚未找到一个适合于厂情的可供推荐的解决办法。  

3 质量控制和质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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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质保体系的建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通过它的实际运作，发现质保体系中的问题，逐步健

全了质保体系，通过核电产品的制造，给制造厂有关人员进行了实际的核安全文化教育，核电产品的质

量意识增强了，改变了常规产品的习惯做法，观念更新了。但是在制造过程中发现制造厂的自觉性差，

自查不严，通过不符合项报告（NCR）的分析整理发现，由制造厂发现的比较少，而由外方、第三方发现

的比较多，存在隐瞒现象。  

  （2）重要产品的第三方监督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对常规产品也是如此，通过监造，对过程进行质量

控制是最终拿到一台合格产品的保证。  

  （3）质量保进度，在生产过程中如果有一张不合格品单，须经过层层签字、外商批复、第三方认

可，处理过程要占去大量的时间，因此工序交检一次合格，不出质量问题是保证生产正常进行、推动生

产进度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急于求成往往欲速不达。  

  （4）详尽的制造工艺规程、检验规程、明确的技术要求，使制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干一

步算一步，不清楚怎样是合格，往往老外说合格就是合格。  

  （5）不仅要重视产品的内在质量，也要重视产品的外在质量，做到表里如一，通过分析哈锅的NCR

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未去毛刺、未打磨、打磨过深、锈蚀等表面问题，虽然不影响使用，但处理

起来影响进度，影响企业形象，而对于制造厂来说纠正以上问题是轻而易举的，核电产品应精雕细刻，

表里如一。  

  （6）严格管理，理顺关系，确保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转。  

4 进度控制  

  在岭澳单元设备的制造中，各制造厂按照合同要求的交货时间虽然没有拖到电厂安装的底线时间，

没有影响到整个电厂的安装进度，但均有不同程度的拖期，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工艺文件转化不及时；  

  （2）计划不合理、不详尽周密，对计划缺乏整体考虑，没有实现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3）周计划、月计划没有落到实处，形同虚设，计划目标不断更改；  

  （4）技改措施准备不充分；  

  （5）质量问题多，出现质量问题后不能及时解决，有长期停顿现象；  

  （6）非核电专业制造厂制造，生产上与常规产品冲突等。  

  能够保证进度的成功做法是：  

  （1）充分的技术准备。首先必须详细吃透产品的设计意图，明确技术要求，清楚产品的结构，编制

尽可能细致的制造工序卡。否则，由于是新产品，没有制造经验，有可能造成工序颠倒，或干完上道工

序不知道下道工序，工序卡不能发挥作用，严重影响生产进度和质量。  

  （2）合理安排生产计划，生产作业部门熟悉产品结构。对于像MSR这样部件繁多的产品，投产的先

后次序显得很重要。另外，计划的编制要充分考虑到生产过程中的未可预见的因素，关键工序要留有余

地，否则计划就是一纸空文。  

  （3）关键工序之前作好充分准备，包括有关人员的培训、设备工装的准备，在MSR的新蒸、乏蒸制

造后期，提前一周进行工艺培训，预见将出现的技术问题，安排所需要的工具工装等，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值得推荐。  

  （4）合理安排人员并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各接口负责人设立A、B角，做到时时处处有人负责。  

5 关于中外合作  

  与外方的合作过程中，争取做到主动，充分展现我们的技术水平。与外方合作要真诚，切忌言而无

信，外方最反对的就是欺骗行为，特别是在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遮遮掩掩，一旦被发现就变得很被

动。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适当的技术援助是必要的，能够加快吸收，推动生产进度，促进国产化的顺

利进行。  



  岭澳核电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锻炼的机会，为今后核电工程的全面国产化奠定了基础，我们相信

下一个国产化的制造，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为我国的核电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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