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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监测分析系统在火电厂
1 2 5MW 机组中的应用

’

陈立强 任浩仁 盛德仁 陈坚红

(浙江大学能源系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我们为某电厂 12 5M 、 v 火电机组设计
、

安装
、

调试的一个实用的 MAs 微机监测

分析系统
,

叙述了该系统的硬件结构
、

软件组织以及系统的功能和特点
,

最后给出了该系统的投运情况以

及它的应用前景
。

关键词 火电厂 微机监测分析系统 应用

分类号 TP 2 74

1 概述

随着我国电力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
,

每

年都有大批量的中
、

高容量的火电机组投入

运行
,

其中 1 25 M w 机组占有一定的比例
.

电

力部颁发的《火力发电厂电子计算机监视系

统设计技术规定 》
,

目前只适用于容量为 2 00

~ 6 00 M w 汽轮发电机组的新建或扩建发电

厂的机组计算机监视系统设计
,

而对于 中等

容量的 125 M v v 机组
,

尚未规定其 明确 的计

算机监视系统设计技术规范
,

也就是说
,

目前

国内针对 1 25 M Vv 火电机组的计算机监视系

统的设计还未完全成形
。

鉴于这种情况
,

浙江

大学能源系和某电厂有关技术人员一起携手

合作
,

共同研制开发了这套适用于 1 25 M v v

机组的 M A S 微机监测分析系统
。

MA S 微机监测分析系统通过微机与

8 9 3一 ID C N 分布式智能数据采集网络相结

合
,

连续自动采集锅炉
、

汽轮机
、

热力系统的

压力
、

温度
、

流量
、

功率以及电气
、

热工开关量

等信息
,

实现对机组运行状态与热经济性主

要指标的实时监督和数据管理
。

同时应用等

效焙降法和参数偏差法
,

进行运行系统的节

能诊断
,

指出运行能损的原因及大小
,

为火电

厂的优化运行
,

节能技术改造提供依据
。

M sA 微机监测分析系统的应用
,

起到 了

常规仪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

它所提供的信

息比常规仪表更正确
,

实时性好
,

可在一幅画

面上观看机组运行的主要参数
,

便于运行监

视
,

大大地减轻了运行人员的工作量
。

该系统

可以在 l 秒钟内对全厂所有测点扫描一次
,

代替了运行人员的监视
,

并具有显示 (CR
T )

、

越限报警
、

启停操作
、

定期制表
、

事故追忆
、

经

济性能分析
、

历史数据记忆
、

操作指导
、

能损

诊断和在线分析等功能
。

M A s 微机监测分析

系统不但完全承担了运行人员的监视工作
,

而且提供了可靠
、

迅速
、

客观的工况记录
,

为

设备的安全
、

经济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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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构成

2 1 .系统的硬件组成

为使现场数据采集快速正确可靠
,

我们

收集了目前国内外使用较多的几种数据采集

系统的有关资料
,

考虑到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

采样速度
、

联网能力
、

性能价格比
、

测量精度

等方面的主要性能特点
,

对几种方案进行了

论证和 比较
,

决定本系统全部采用由南京工

程兵 工程学院研制开发的 8 9 3一DI BC 前端

机作为采集前端构成 893 网络
。

首批进入系

统的有 1号机的 76 个测点和 2 号机的 76 个

测点
。

系统的硬件结构框图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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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的硬件结构框图

2
.

2 计算机设备及其操作系统

主机
: ,^ sT 4 s 6 / 3 3

、

4M a 内存
、

Z o oM B 硬

盘驱动器
。

标准外设
: 14’ T v G A 彩色 显示器

、

鼠标

器
、

键盘
、

c R一 3 2 4 0 彩色 打 印 机 若干 套

(
“ 8 9 3

— 网络
”

上可以挂接多至 31 台的主

机
,

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

目前进入 MSA 系统

的主机设备共计两套 )
。

操作系统采用 D oS 6
.

0
、

编译系统采用

洲 er OS O ft C .6 o
、

支持汉字系统
。

2
.

3 软件系统的组成及其运行环境

M A s 系统的软件主要 由非键盘操作系

统
、

C 语言编译系统和应用软件三大部分组

成
。

全部应用软件均采用 c 语言编译而成
,

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
,

又分为六个主要程序

模块
,

采用键接和内存覆盖技术进行调用
。

应用软件的简化结构如图 2 所示
。

应用软件的运行环境包括三部分
,

即动

态图象显示文件
、

数据文件和专用机器语言

子程序
。

( l) 图象显示文件是由开发软件预先制

作并作为文件存盘
,

在系统运行中通过显示

缓冲区进行调用
。

( 2) 数据文件是指系统运行所要求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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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统初始化模块块

主主机模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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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应用软件的结构框图

始数据和运行结果的输出文件
。

(3 )专用机器语言子程序由 893 —
ID-

c N网络驱动专用软件提供
。

3 系统功能

3
.

1 数据采集与处理

对机组的主要运行参数进行巡回检测
,

并对采集的信号进行数据处理
.

( l )模拟量输入
: 1 2 2 点 ;

信号类型
: 4 ~ 2 0 m A

,

o~ 1 0 m A
,

o~ S V ,

( 2) 开关量输入
:

30 点
;

( 3 )巡检周期
: 10 0 m s ;

( 4) 数据处理
:

对输入信号进行正确性判

断和误差分析
,

对热电偶信号进行非线性修

正和冷端温度补偿
,

对主蒸汽流量进行压力

和温度校正
。

3
.

2 安全监视

( l) 系统对全厂 2 台机组的汽轮机参数
、

锅炉参数和给水凝结水参数等主要运行参数

进行 自动安全监测
,

越限报警
,

推出相应画面

并打印记录
.

( 2) 系统对电气
、

热工开关状态动作情况

进行监视
,

当状态发生变化时
,

自动打印记

录
,

推出相应画面
,

将有关情况全面地提供给

运行人员
,

以分析状态变化的原因和 了解变

化所引起的后果
。

( 3 )对某些重要子系统
,

如机组热 力系

统
、

回热系统
、

锅炉系统以及汽轮机系统等
,

以模拟 图的形式提供参数整齐性的
、

一 目了

然的运行信息
。

( 4) 对机组运行中的某些重要参数
,

如主

汽流量
、

给水流量
、

功率
、

真空
、

汽包压力以及

汽包水位等参数
,

提供其趋势变化一小时和

二十四小时曲线
,

在 C R T 上显示
,

满屏时向

前翻滚
,

供运行人员了解运行动态变化情况
。

( 5) 对机组启停过程中的主要参数及其

变化率进行连续监视
,

通过屏幕显示标准启

停曲线和实时跟踪曲线
,

为运行人员实时显

示操作信息
,

并帮助运行人员优化操作
。

3
.

3 经济分析

其出发点是应用在线经济分析方法提供

实时的经济指标和其它综合参数
,

以指导运

行人员改进操作
,

调整运行方式
,

达到节约能

源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

主要计算的项 目

有汽轮机效率
、

锅炉效率
、

汽耗率
、

热耗率
、

煤

耗率和发电效率等等
,

计算结果通过 CR T 画

面和报表显示出来
。

另外
,

对机组运行中的某些重要参数如

主汽压力
、

主汽温度
、

再热蒸汽压力
、

再热蒸

汽温度
、

烟气含氧量
、

给水温度
、

凝结水过冷

度以及加热器偏差等进行偏差损失计算
.

计

算这些参数偏离设计值时所引起的热损失和

标准煤损失
,

并以棒形图的形式在 c R T 上进

行实时显示
。

以上计算中的实时值按每 5 秒钟计算并

刷新一次
,

实时刷新时间可根据需要任意设

定
.

这种分析计算
,

是对机组经济运行情况

的评估
,

可起到实时操作指导的作用
。

3
.

4 报苦和事故追忆功能

每一项参数都可预先设置其越限报警

值
,

包括上限和下限
。

屏幕参数显示正常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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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

报警时为红色
。

报警时提供数据采集前

端以及相应测点的错误信息
,

供运行人员及

时消除故障
,

清除故障后
,

错误信息会自动消

失
,

并恢复显示参数正常值
。

事故追忆功能就是自动记录事故发生前

后的某些重要参数
,

这些参数包括汽包水位
、

主汽压力
、

主汽温度
、

主汽流量
、

给水流量
、

再

热蒸汽温度
、

真空
、

炉膛负压 以及有功负荷

等
,

记录这些参数在事故前二分钟 (每二秒记

录一次 )及事故后六分钟 (每六秒记录一次 )

的变化过程
,

以便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
。

必要

时可召唤打印这些追忆参数
。

3
.

5 检索和打印功能

本系统 自动把监测参数
、

计算分析数据

存入数据库
,

以便用户随时检索
,

用户可以在

线检索打印当年任何一天的 日报表
,

以及永

久的月报表和年报表
。

系统在每天 23 点 59

分后自动打印日报表
,

月底打印月报表
,

年底

打印年报表
。

本系统具有画面打印能力
,

可以在任意

时刻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屏幕显示内容
。

另外
,

本系统还具备开关动作检索打印
,

电气参数检索打印等功能
。 -

一
`

一

.3 6 其它功能

除上述功能外
,

本系统还具有设置 口令
,

机组初始参数设定
,

运行翻班设定
,

提供系统

帮助信息等功能
。

程度高
,

( 4) 测量种类多
,

量程范围宽
,

测点组配

灵活方便
.

( 5) 应用软件采用模块化结构
,

通用性

强
,

功能易扩充 ,

(6 )人机联系方便
,

人机接 口采用全汉化

界面
,

便于运行人员掌握使用
。

4 系统主要特点

本系统设备简单
,

功能强
,

投资省
,

具有

以下六个主要特点
:

( l) 系统硬件配置简单
,

采用 A ST 普通

型微机
,

系统投资省
,

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

比 `

(2 )分散式就地安装
,

使用简单灵活
,

安

装维护方便
,

传输距离远
,

( 3) 测量精度高
,

抗干扰能力强
,

智能化

5 系统应用

第一套 M A S 系统自 1 9 9 3 年 n 月在江

西某电厂 1 25 MW 机组投入运行以来
,

除人

为停机外
,

一直稳定可靠地运行
,

至今已近一

年
,

无任何软
、

硬件故障
,

充分显示了 M人 S 系

统先进的技术指标和很高的可靠性
。

第二套 M A S 系统于 1 9 9 4 年 4 月在浙江

某电厂 125 M w 机组投入使用
,

自投运以来
,

稳定可靠
,

功能齐全
,

操作使用方便
,

颇受使

用者的欢迎
。

运行实践证明
:

该系统功能设计合理
、

实

用
,

性能稳定可靠 ,投资较少
,

功能较多
,国产

化程度高
,
使用灵活方便 ;投运后达到 了指导

排组鱼叁鲤睡行和提高电厂生产技术管理
水平的目的

,

已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

6 结束语

( l) 第一套 M人 S 分布式微机监测分析系

统投运至今已近一年
,

实践证明
二
MA S 系统

的开发是成功的
,

各项技术指标和功能要求

都达到 了有关规 定
,

系统结构简单
,

组态灵

活
,

功能强大
,

可靠性高
,

使用方便
,

具备了推

广应用的条件
。

( 2) M sA 系统的结构
,

整体设计和所采

取的开发路线正确
,

所选设备可靠
,

达到 了预

期的功能和效果
.

数据采集装置的选用具备

较高的性能价格比
,

满足系统使用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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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A s 系统具备分布式系统的特点和

优点
,

通过硬件和软件的适当处理
,

可以方便

地实现规模不等的各种系统
,

以满足各种不

同容量发电机组的不同使用要求
.

可以预见
,

微机监测分析系统在现代电

厂中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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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监控系统雷电防护技术

该技术主要采用均一分一屏一地系统防护技术
,

其关健技术工艺是通过对信息传输通道侵入的雷电过电

压分析及常用接口集成电路耐冲击性能试验
.

采用金属肉瓷三极放电管
、

氧化锌压敏电阻器
、

齐纳二极管等防

护器件
,

级间申以阻抗元件设计成三级防护电路
。

用以防护徽机系统通道接口电路
。

另外
,

采用高性能屏蔽隔

离变压器及 z F D we 2 20 交流电源防护组件
.

组成徽机电深的雷电防护电路
,

同时
,

为提高系统的雷电防护及电

磁干扰的防护性能
,

采用了多点接地的全屏蔽电统
.

该系统能充分利用各防护件材的特点
,

主要技术指标与

美
、

日
、

澳等先进国家相比
.

达到国际同类防护电路水平
,

防番电效果明显
,

进一步提高了徽机监控系统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
。

(汪家铭 )

新型压电式振动速度传感器

目前用得较多的速度传感器都是磁电式传感器
,

其缺点是内部有运动件
,

结构强度较弱
.

且尺寸大
、

重 t

大
,

使用寿命短
。

扬州无线电二厂最近推出一种压电式振动速度传感器
.

其工作原理是采用陶瓷材料经人工极

化处理后作为压电晶体片
.

利用其压电效应
.

在工作时物出与振动加速度成比例的电压信号
.

此信号经电缆传

翰到机架式振动速度监测器上显示出来
。

这种振动速度传感器型号为 CS 一 Y D 一 0 01
.

采用全密封式设计
,

外壳材料为耐腐蚀不锈钢
,

用 M S 钢螺钉

连接的安装方式
,

可在任何恶劣的生产现场环境条件下使用
。

其特点是线性动态范围大
、

颇率范围宽
、

安装方

便
、

重量轻
、

使用寿命长
,

特别适用于安装在旋转机械滚动轴承座壳体上和往复式压缩机机体上的振动速度测

童
。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如下
:

灵敏度 5 m v (/ m m
· 。 ) ,孩响范围 4~ 4 00 O ZH

,振动速度峰值 10 00 m m s/ ,工作温度

一 1 0℃ ~ 7 0℃ ;使用电源士 15 y ;尺寸 。 2 8 x 6 6 ,重量 13 0 `
。

(汪家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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