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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的用电负荷

在持续快速增长，给我国传统的火电厂等电力企业带来更大

的生产压力。热控装备作为目前火电厂建设中的安装和调试

重点、难点，为了保证火电厂投入运行之后的安全与高效运

行，需要采用高效的热控调试技术并做好热控设备的保养与

维修等工作，预防和处理常见的热控问题，推进火电厂的健

康与可持续发展。

1 火电厂热控设备及技术概述

热控技术目前直接决定火电机组能否安全与稳定运行，

也是目前火电厂开展企业管理工作的关键。通过此技术的应

用有助于控制火电厂锅炉以及相应的蒸汽设备和辅助设备

等，结合火电厂的实际运行情况对设备运行参数进行自动

化调节与控制，确保设备属于最佳运行状态。同时还可以

利用传感设备等实时监测并发现设备运行异常，通过执行

装置调节设备运行参数，或者提醒工作人员及时处理异常，

发挥其中检测设备、控制设备、执行设备以及报警和保护系

统的作用。

2 火电厂调试过程中的常见热控问题分析

2.1 环境干扰问题

比如在热控设备安装和线路连接时存在同时敷设弱电

和强电电缆的情况，导致二者之间出现电磁和信号干扰，从

而导致热控设备故障的发生。或者由于所敷设电缆之间的安

全距离把控不足，也容易导致相互干扰的问题发生。

2.2 供电故障

供电故障问题在火电厂热控调试时比较常见，这主要

由于针对热控设备安装和线路连接中所用电力线路，针对具

有不同功能的火线和零线，如果在连接处理时不符合相关标

准要求，或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反接或漏接等问题，则可能

会导致电源线路短路以及其他类型的故障，这就会迅速增加

热控设备中的电流值而烧坏设备，或者由于保护装置电阻值

较大而出现线路与电网自动断离的现象。此外也可能会对线

缆的绝缘层造成严重损坏而导致漏电事故，容易引发人员触

电等严重的安全事故。

2.3 硬件故障

针对其中的保护装置或者热控设备存在设计不合理的

问题，或者由于安装操作不够规范的问题，则容易引发硬件

故障。比如其中的保护装置安装质量不符合标准要求，则可

能导致系统驱动失效等硬件故障，难以发挥其及时和准确发

现故障并发出警报、自动隔离故障等保护作用，甚至会引发

误报故障信息的问题，影响热控系统的运行可靠性。

2.4 软件故障

软件系统作为热控系统中的关键部分，也是调试工作

的重点，其主要起到对各类设备的控制以及指令的传输和下

达等作用。由于火电厂热控系统中的软件系统结构和功能较

为复杂、工作流程繁琐，容易由于安装、调试不当而引发故

障问题，比如在多工种交叉作业时由于管控不到位而导致

软件系统紊乱的问题，常见的故障表现就是误报故障信息，

影响系统的稳定运行。

2.5 其他问题

在调试过程中还存在对设备检测工作不重视的问题，

造成设备检测工作形式化和不全面的问题，也会由于事先没

有制定应急预案而难以正确处理紧急事故，造成对设备的损

坏。还存在人员操作不规范的问题，比如没有断开分支电源

等而保持对应模件在接入状态，因此会在开展静态调试时损

坏设备。

3 火电厂调试过程中常见热控问题的解决措施

3.1 改善热控系统运行环境

在热控系统运行阶段应定期对其运行环境中的各类杂

物进行及时清理，做好运行环境温湿度的实时调节工作。还

要加强人员岗前培训工作，保证作业人员具体操作行为的正

确性和规范性，通过各种合理和正确措施的应用，改善热控

系统运行环境，降低相互干扰以及设备出现故障的概率。

3.2 改进保护装置的逻辑配置

针对热控系统中所用保护装置，不仅要保证其自身质

量达标以及规格型号等符合设计要求，而且要做好对其逻辑

配置的改进工作来提升其运行可靠性。这是由于此类装置是

基于传感器对所需要运行参数的实时收集并与整定值进行

对比来起到判断作用的，当监测到某一个提前设置好的参数

信号数值超出整定值时就触发保护动作。如果上述提前整定

的逻辑配置存在不合理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测量信号误差问

题以及逻辑判断错误问题，这就会触发不必要的保护动作而

影响其运行可靠性。为此就需要基于可靠性要求来优化和改

进保护装置的逻辑配置，总结运行中的问题并对逻辑配置进

火电厂调试过程中常见热控问题探讨

吴江

（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  43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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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和调整，逐渐提升保护装置的运行质量。

3.3 发挥 DCS 的优势

引入 DCS 代替基地式控制装置，控制定排温度、氢侧

/ 空侧密封油温、高加疏水阀、给泵密封水差压、小机润滑

油冷却器出口温度等。取消就地成套控制装置，通过 DCS
来减少中间环节，表现出更为可靠的软件逻辑，便于对控制

过程实现监控并查询和检索历史数据等。取消高安全温度开

关，直接把温度信号接入 DCS 进行逻辑判断，节省中间环

节来提升风机轴承温度保护的可靠性。取消就地温度巡测仪

表，应用 IDAS 技术采集温度信号并输入 DCS 中，可以显

示数据和温度的两次计算，历史数据的检索，发挥一次元件

和回路的可靠性优势、通讯的网络拓扑结构、系统的抗干扰

能力、网络及通讯回路的冗余手段等优势来保证 IDAS 系统

测量的可靠性。将 DCS 与 DEH、吹灰程序控制 PLC、旁路

控制 PLC 等联系在一起，便于运行监控，且在操作员站出

现故障时由 DCS 操作站加以控制。

3.4 加强静态调试工作

在静态调试工作中，首先开展受电检测工作，重点对

热控系统各种是否存在损坏的部件开展检测工作，比如针

对处理器、主机和模件等开展各线路和电阻的检测工作，

保证其绝缘性能达标以及接地电阻可以正常运行。在启动机

组之前还需要深入检查所连接的各个设备，防止在正式启

动之后影响热控部件以及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还要针对分

散控制系统中较多的线路，需要开展反复的切换实验来保证

设备和系统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其次是开展模件测试工作，

重点是针对模块可能出现的磨损问题，将所有的外部链接

断开并将电源的保险松开，将其接入调试的模块，在调试

完成后将模块还原。最后是开展传动试验，在做好实验准

备之后先检查端子柜和外回路线，检查传动实验中的模块，

在掌握当前电流和电压之后，减少电压对此实验的干扰，进

而保证后续传动实验的正常开展。

3.5 加强热工专业管理

严格按照热工监督管理规定，确保人工保护投入与退

出运行的规范性。加强对设备的巡检和运行维护管理力度，

加强对各种事故应急预案的演练工作，针对各种缺陷提高响

应速度，尽量将事故扼杀在摇篮中。做好对各种产品质量的

检测与爆孔，针对出现的事故应总结和学习，杜绝再次发生。

加强对人员的技术培训，改善作业环境等。

4 结语

总结开展火电厂热控调试时容易出现的问题，表现出

容易出现环境干扰、供电故障、硬件故障、软件故障等问题，

为了保障火电厂热控系统应有作用的发挥，就需要针对上述

问题，对热控系统运行环境进行改善、对保护装置的逻辑配

置进行改进、开展科学的冗余设计工作、做好静态调试和动

态调试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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