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公司宁海电厂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兴）近日，由电科院编制

的《亚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深度调峰运行技术导

则》获批准发布。该导则首次系统规定了循环流

化床锅炉深度调峰运行技术，为行业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背景下，煤电机组需向灵

活性调节电源转变。循环流化床机组作为煤电机

组的重要成员，深度调峰能力亟须提升。此前，因

缺乏统一标准，深度调峰面临试验操作不规范、运

行调整缺依据、故障处理手段混乱等问题严重制约

机组性能与煤电灵活性改造。

新导则直击行业痛点，规范深度调峰试验操作流

程，制定科学运行调整策略，明确故障诊断及处理措

施。它的实施将提升流化床机组深度调峰的安全性、

稳定性与高效性，挖掘流化床机组运行潜力，促进煤

电与新能源协同，为新一代煤电机组升级树立标杆，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与能源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王鲁君 苏 斌）5 月 19 日，浙

江公司宁海电厂“基于锅炉多参数在线监测的低负

荷智能稳燃项目”中的三款软件获得三项国家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燃煤机组需频繁参与

深度调峰，低负荷工况下锅炉燃烧稳定性差、热效

率下降，高温腐蚀加剧，影响机组安全性，增加运维

成本。传统稳燃技术依赖人工经验调整，响应滞后

且难以实现精准控制。该厂联合科研机构启动低

负荷智能稳燃项目研究，通过多参数在线监测与智

能分析技术，实时采集并分析锅炉燃烧过程中的温

度、压力、氧含量等关键参数。依托动态建模预测

燃烧效率，为操作人员提供精准调控依据，运用自

动识别燃烧器工作状态，及时发现异常波动并预

警，有效避免因设备故障导致的非计划停机。

该技术应用后，机组低负荷运行时的燃烧效率

提升约0.3%，高温腐蚀风险降低30%，设备维护周期

延长15%以上，为电厂安全经济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杨采风 胡东东）近日，重庆万

州电厂顺利完成 AVC（自动电压控制）系统的改造

升级工作，通过技术优化与管理提升，AVC 系统电

压合格率由原 90%跃升至 96%以上，预计每年可获

得补偿约250万元，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AVC系统作为电厂电压控制的关键环节，对维

持电力系统的电压稳定、提高电能质量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自AVC投运以来，该厂AVC合格率长期

徘徊在90%临界线，为解决AVC合格率较低的技术

瓶颈，万州电厂本次改造遥调模式采用“指令目标值

模式”替代原有控制方式，同时放开电压振荡和无功

振荡的闭锁值修改权限，改由在线修改。技术团队

在确保设备与人员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按照改造方

案和应急预案，对两台机组的AVC系统进行参数配

置修改，经多工况试运行验证，改造升级后的AVC系

统电压合格率大幅跃升，为实现年度经营目标奠定

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王国全）5月12日，安徽公司池

州电厂二期扩建项目3号机组六大风机一次投运成

功，标志着二期机组调试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风烟系统是火力发电机组的关键辅助系统，承

担着为锅炉提供燃烧所需空气、排出燃烧烟气的核

心任务。其中，六大风机是风烟系统的核心组成部

分，涵盖一次风机、送风机、引风机等关键设备，其

运行稳定性直接影响锅炉燃烧效率、环保排放指标

及机组整体经济性。在此次调试过程中，该厂严格

按照风烟系统启动方案，有序启动一次风机、送风

机、引风机等设备，系统各参数运行平稳，振动、温

度等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为后续锅炉点火、机组

整套启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厂二期扩建项目建设 2 台 66 万千瓦超超临

界二次再热燃煤机组，总投资约 50.4 亿元，是“十

四五”期间安徽省能源局核准的首个火力发电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池州市打造长三角重要清洁

能源基地的关键支撑，为区域能源保供和绿色发

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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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张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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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

煤矿露天采矿供电技术创

新工作室自2017年 5月成

立以来，以带动一线职工

“全员创新”为中心，围绕露

天采矿供电技术重点难点，

积极开展“五小”成果、技术

创新、发明创造、节能降耗

等活动，全面提高职工技能

素养，打造本领扎实、锐意

创新的露天高压专业供电

生力军。

他
们
最
有
发
言
权

“自从用上这个电动扳手，单次连接

耦合器和电缆快速接头的时间由原来的

5 分钟缩短至现在的 1 分钟，还减轻了我

们职工的劳动强度，这个创新应用真不

错！”4 月 16 日，正在给 4 号 WK-55 电铲

加电缆的供电电工白松说道。

一直以来，该工作室发挥科技保安

护航生产作用，围绕制约生产的关键技

术进行攻关，努力打造核心竞争力，提

升自主创新力。如给电缆快速接头内

部安装带电显示装置，可显示供电线路

是否带电运行，提高供电人员安全作业

系数；创新发明电缆解缠装置，让成卷

电缆解缠效率大大提升，还避免了人身

伤害事故。

同时，为进一步发挥创新工作室平

台优势，该队积极推进“双联双创”与“两

带两创”工作相结合，推进资源共享，业

务优势互补。通过与维修中心穿采车间

党支部联创共建开展创效工作，2023 年

春秋检期间，利用设备检修、点检期间完

成检修工作 15 次，检修线路 18 条，缩短

春检停电时间 63 小时；与矿机电管理部

党支部联创共建开展创新工作，研究移

动变电站配出柜隔离开关、真空断路器

分合状态远程监控，提升职工安全作业

水平和工作效率。

“我们立足小项目，着眼新项目，组

织各班组技术能手、岗位能手参与到技

改技革、提合理化建议中来，进一步激励

职工的首创精神。”供电队队长蔺彦刚说

道。2023年，该队征集高质量技改技革、

合理化建议 25 项，为露天矿实现提质增

效、创新创效贡献力量。

当前，露天矿正在积极推进智能化

矿山建设，该工作室成员正有序开展智

能电缆快速接头和智能移动变电站的研

究与应用，可提高采场设备供电系统的

供电可靠性，实现供电线路隐患快速排

查和移动变电站无人值守。

今后，露天采矿供电技术创新工作

室这支骁勇善战、百折不挠的年轻团队，

将继续聚焦创新创效，大行改革之道，突

出价值创造、凝聚队伍合力，努力成为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露天采矿供电技术创新工作室成

立伊始，我们将队里高学历、高素质，肯

动脑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人才

凝聚起来，从而打造出这支善于学习、技

术精湛、敢想敢干的创新团队。”准能集

团黑岱沟露天煤矿供电队创新工作室带

头人郭培这样说道。

职工是现场真正的专家，他们最熟悉

自己的设备，在创新方面最有发言权。该

创新工作室成员均来自生产一线，有岗位

能手、班组长、优秀党员。在他们心中，作

为创新工作室的成员，不仅荣誉在身，更

肩负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该工作室所在

的供电队主要使用和管理着露天开采行

业最先进的供配电设备，包括21台移动变

电站和20台特种车辆，担负着年产3400万

吨特大型露天煤矿的供配电任务，是露天

采场所有用电设备安全生产的保护者，更

是露天采场供配电设备使用、管理、创新的

开拓者。工作室成员把解决采场供电实际

问题和破解生产经营难题贯穿始终，积极

开展创新攻关，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该工作室已完成创新项目 20

项，推广实施16项，其中，《水泥路面开沟

机在露天煤生产现场的应用》荣获第三届

中国设备管理创新成果技术创新奖三等

奖，《关于加拿大 35/6.3KV-5000KVA 变

压器降耗增容升级改造研究》，获得准能集

团第六届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

“开槽机开沟挖槽敷设地埋电缆工

艺在露天煤矿的应用，不但解决了运输

设备、工程设备刮碰电缆桥造成的停电

事件，还从节省运营成本、安全保障等方

面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该创新工作室

成员隋志刚介绍道。

“今天，我们的实践培训课是利用6.3千

伏高压开关柜模拟装置进行故障排除练

习，像接地故障、短路故障、过流速断保护

等都可以在这个装置上体现出来。”高级

技师李坤一边拿着图纸一边对青年职工

张韧说道。采取互动交流模式、一对一模

式进行教学培训，达到“在干中学、在学中

干”学工两不误的效果，是该工作室培养

综合性高技能人才的主要手段。

该工作室以员工素质提升平台建设

为抓手，结合公司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

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选拔一批具有创新激

情和发展潜力的青年技术骨干参与学习、

攻关和成果交流，全面提高业务能力和创

新水平。自成立以来，该工作室成为凝聚

精英、培育人才、创新发展、攻克难题的新

阵地，现有成员15名，并吸纳了各专业骨

干20余名，老中青合理搭配，为露天矿供

电技术人才培养、人才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合理的人才梯队建设保障。

“创新工作室给我队年轻人提供了一

个学习平台，他们不但可以在这里学技术、

提本领，还能在技术比武中展示自我，绽放

风采。”供电队机电副队长李惠星说道。

依托创新工作室开展传帮带、师带

徒和微课堂等活动，让青年职工的技能

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在职称荣誉方面

也收获颇丰。在2021年准能集团第十一

届职工技术比武送电、配电线路工比赛

中，该队 4 名职工分别获得第一名、第二

名、第四名、第五名的好成绩。第一名获

得者侯聪被授予准能集团“岗位技术能

手”荣誉称号。

凝魂聚智 打造人才集聚地

搭建平台 全面实施传帮带

贴近实际 创新创效出成果

电科院

重庆万州电厂

安徽池州电厂
5月10日清晨，第一缕阳光映照在河

北公司邯郸电厂的厂区，一场关乎效益

突破和绿色转型的气力除灰节能改造之

战正激烈打响。

“气力除灰节能改造项目投产后，每

年可节省厂用电、人工费用等预计 48.2

万元，还能有效提升输灰能力 30%。”在

邯郸电厂维护部主任靖治富看来，此

举不仅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更能

通过技术创新为企业更安全、更环保

提供助力。

“咱们要把‘两山理念’实实在在地

落实到改造里！”该厂维护部脱除专业主

管王玮站在输灰设备旁，一脸严肃地

说。“没错！材料供货得保证质量，采购

安装得精确无误，设备调试和性能试验

更得严格把关，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除

灰班班长李彬目光炯炯，迅速回应。

为了提升输灰系统的安全性与经济

性，实现绿色节能目标，邯郸电厂抽调精

英技术骨干，组建施工项目攻关小组。

面对机组负荷变化、燃煤掺烧的多样、灰

量增加以及输灰系统现存的问题，他们

毫不退缩，充分挖掘设备节能降耗潜

力。经过一轮轮研讨与修改，《气力除灰

一、二电场节能改造技术协议》终于新鲜

出炉。

“大家加把劲儿，今天一定要把输灰

管道和先导阀拆完，还有伴气管道的起

吊铺设也得高质量搞定！”李彬站在高高

的平台上大声喊道。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维护部除

灰班检修工谭顺刚和李海建齐声回应，

手上熟练的动作丝毫未受影响。只见他

们正合力拆除气力除灰一、二电场的输

灰管道，汗水湿透了工作服，眼神中始终

透着坚定。

另一边，伴气管道起吊工作也在紧

张进行。“小心，慢一点，注意保持平衡！”

检修工骞坤全神贯注地盯着吊钩，管道

在吊车的牵引下缓缓升起，在空中划出

一道平稳的弧线，朝着预定位置精准铺

设。“这新管道可关系着后续的输灰效果

呢。”骞坤自言自语道。

改造现场，空气中弥漫着灰渣与汗

水混合的独特气息。骞坤拿着技术方

案，指着设备说：“目前输灰管道和进气

阀组已经全部拆除完毕，接下来就是安

装新的先导阀，一共需要 145 个……”话

音未落，李彬就拿着测量仪器凑上前，拍

着骞坤肩膀说，“先导阀安装角度很关

键，必须严格控制在 35~40 摄氏度之间，

咱们都仔细点儿，一定按照这技术方案

和质量验收标准严格把关，还要把控制

逻辑优化到位。”说着，二人相互配合着，

小心翼翼地调整先导阀的角度，“再往左

一点，角度还差一点……好，就这样！”

作业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技改场地空

间狭窄，高空作业和交叉作业带来重重挑

战。“这地儿也太窄了，转个身都费劲儿

啊。”骞坤皱着眉头嘟囔着。“办法总比困难

多，场地有限，咱们就优化施工工序，合理

安排施工时段。”王玮思索片刻后，沉稳地

说道，“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护措施。”

技术改造专业人员见招拆招，优化

施工流程，合理分配施工时段，尽可能减

少对工期的影响。同时，严格遵守国家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安

排专人负责现场技改的安全质量监督、

检查协调工作，确保不发生水、气、声、

渣、土等污染环境事件，为绿色改造之路

扫除一切障碍。

按照施工方案，该厂采用先导式专利

除灰技术，沿一、二电场输灰管道依次安装

专用伴气管道、自动式成栓阀、进气阀组及

控制系统，对原仓泵的下料阀、出料阀、下

料管进行系统改造，更换排气阀8件、进料

阀8件、下灰管金属伸缩节8件，出料阀移

位8件，全面保证输灰系统气密性。

“以前这除灰频次高，吹扫时间也

长，耗气量还大，这次改造完，这些问题

就都能迎刃而解啦！”谭顺刚擦了擦额头

上的汗，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是啊，改造后输送气源压力会从0.5

兆帕降到 0.3 兆帕以下，输灰流速也从每

秒 12 米降到每秒 8~10 米，输灰频次和管

道磨损大大降低，输灰管道、阀门设备的

寿命也能延长不少。”李彬掩不住内心的

喜悦和自豪。

不仅如此，项目改造后，同工况下压

缩空气平均耗气量降低约50%，输灰能力

提升 30%，实现粉煤灰满管输送，杜绝了

因输灰管道堵塞造成灰斗高料位等意外

事故，避免引发安全和环保事故，有效保

障机组环保经济运行。

“针对改造中的难题，要积极开展科

技攻关、QC成果、课题研究等，大力推广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把每一份

资源都用到刀刃上！”靖治富激情澎湃地

说道。在“双碳”目标下，该厂始终将“安

全生产、降本增效”作为发展主线，技术骨

干们勇挑重担，以智慧为刃、以汗水为墨，

在生产一线书写着降本增效的生动实践，

诠释着新时代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

■ 本报通讯员 向 南

开槽机正在采场进行开沟作业。

创新工作室技术骨干正在给职

工讲解故障判断器运行原理。

创创
新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