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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厂计算机监控与综合管理系统的研制

(华中理工大学 )　乐　景

摘　要:介绍了一种包括热电厂生产实时监控、热网用户遥

测实时监控、生产实时管理和企业综合管理为一体的全厂性

综合信息和监控网络系统。该系统综合运用计算机及其网络

技术 ,实现了网络范围内的信息共享、生产和用户的实时监

控及企业的综合管理 ,保证了热电厂的安全经济运行 ,大大

提高了电厂的综合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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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对于国内大量的中小型发电机组来说 ,其

计算机应用水平较低 ,有的甚至完全没有采用计算

机管理。对于热电厂的汽机、锅炉和电气几大系统来

说 ,需要监控的参数很多 ,一般情况生产和管理部门

也相隔较远 ,除非深入生产现场 ,管理人员无法了解

实时的生产情况 ,对于供热电厂 ,更不可能了解热用

户的情况。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的广泛应用 ,可以极大

地提高热电厂的生产和管理水平。笔者最近参与开

发的某热电厂的计算机监控与综合管理系统 ,就是

计算机应用的一个新成果。

1　系统的组成

该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

1. 1　生产过程实时监控系统。该系统的监控范

围涉及全厂的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和电气设备及厂

内热网等 ,还可按要求扩展到化学水处理设备等。

1. 2　热负荷遥测实时监控系统。该系统的监控

范围涉及外网和热用户。

1. 3　综合管理系统。该系统的管理范围涉及生

产、热负荷的实时管理和企业管理。

2　系统的网络结构

根据上述内容 ,整个微机系统的网络由热负荷

遥测系统网、全厂综合管理系统网和数据采集网构

成。

2. 1　热负荷遥测监控系统网的监控对象是热电厂

热网外网和热用户

通过测量元件采集到的用户信息 ,先通过发报

机输送至热电厂的热负荷监控中心 ,经过接收和转

换装置后进入计算机系统 ,由此系统将有关信息传

给 Novell网的一个工作站 ,通过此工作站将热网信

息送往服务器 ,从而可实现热网和热负荷信息全厂

共享。其系统图见图 1。

图 1　热网遥测实时监控系统图

由于热网外网和热用户测点分散且离厂部较

远 ,该网络采用无线发报的形式传递信号 ,可以克服

布置长距离通讯线缆的困难。

2. 2　锅炉和汽机的实时数据采集网络

本数据采集网采用的是总参南京工程兵工程学

院生产的“ 893数据采集网” ,实时数据信号由“数据

采集前端”采集 ,由挂在 893网上的主机将数据收集

到计算机进行运算、归类、储存、显示等处理 ,并由设

置在主控室的值长主机将数据传到上一级 Novell

网进行综合处理。其数据采集网络系统图如图 2所

示。

893数据采集网络的特点是:

第 14卷 (总第 83期 )　　　　　　热 能 动 力 工 程　　　　　　 1999年 9月



图 2　数据采集网络系统图

2. 2. 1　该采集网采用的是分布式结构 ,其“数
据采集前端”可根据需要放在生产现场的任何地方 ,

给综合布线提供了便利。
2. 2. 2　该采集网采用总线布置方式 ,网上任何

一个“数据采集前端”或主机都可在线地进行拆装、
检修和维护 ,而不会影响网上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

2. 2. 3　该采集网采用开放式结构 ,可根据需要

任意地扩充主机和“数据采集前端”数目 ,为整个系

统的扩充提高了便利条件。

2. 2. 4　 893“数据采集前端”为内含单片机的智
能型前端 ,这种前端可独立地对数据进行各种处理 ,

如:工程计算、热电偶测温线性化、上下限报警判断、
历史记录存储、出错判断等等。

2. 3　全厂综合管理系统网
该网络是 Novell局域网 ,利用此网络可在全厂

范围内实现各种信息共享 ,实行计算机综合管理。

3　运行环境和开发工具

本系统的运行环境是 DOS 6. 0或更高版本 ,中

文 Window s 3. 1或更高版本 ,网络环境是 Novell局

域网 , Netw are 3. 12或更高版本。

开发工具是 Borland C 3. 1、 Visual Basic 3. 0
和 Pow er Bui lder 4. 0等。经济指标计算和数据通讯

部分用 Bo rland C 3. 1开发 ,其它部分用 Visual

Basic 3. 0和 Pow er Builder 4. 0开发。

Visual Basic是微软公司推出的基于面向对象

的可视化开发工具 ,使用简单方便 ,功能非常强大 ,

利用它开发 Window s应用程序 ,可以大大地提高效

率 ,缩短开发时间。 Pow er Builder也是一种面向对

象的、可视化 Window s应用程序开发工具 ,它是专

业的客户 /服务器系统开发工具 ,通过专用的接口或

通用的 ODBC接口 ,同时支持多种关系数据库系

统 ,具有功能强大的数据窗口对象和丰富的数据源

和数据显示样式及图形支持。

4　系统的功能

4. 1　热负荷遥测实时监控系统的功能
4. 1. 1　热网参数监控　该系统可以监测内网

和外网的温度、压力和流量等重要参数。

4. 1. 2　热负荷参数监控　该系统可以监测各
热用户的温度、压力和流量等参数。

4. 1. 3　该监控系统可以查询瞬时数据　包括

各供热母管和热用户的压力、温度、流量、日流量等

数据 ;可以查询累计数据 ,包括各供热母管及热用户

在当值 1、当值 2、当值 3、当值 4、当日和当月的累计

流量 ;可以进行日曲线的查询 ,即以曲线的形式查询

当日和历史记录数据库内某一天的供热负荷、母管
温度、母管压力、用热负荷以及热用户的温度、压力、

流量等数据。

4. 2　锅炉、汽机和电气实时监控系统
4. 2. 1　锅炉实时监控系统　该系统具有本炉

流程图显示、实时查询本炉主要参数、经济指标、历

史记录、参数越限报警记录以及全厂其它机炉主要
参数等功能 ,同时可以在锅炉启动和停炉时进行跟

踪显示 ,将实际的起停曲线与标准的起停曲线进行

比较 ,以反映实际的操作水平。

4. 2. 2　汽机实时监控系统　该系统具有本机
流程图显示、实时查询本机主要参数、经济指标、历

史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全厂其它机炉主要参数等功

能 ,同时可以在汽机启动和停机时进行跟踪显示 ,将

实际的起停曲线与标准的起停曲线进行比较 ,以反

映实际的操作水平。

4. 2. 3　电气实时监控系统　由于值长即在电
气控制室 ,所以电气实时监控系统除了以流程图、表

格、曲线等形式实时地反映全厂性的电气参数、各台

电机的参数外 ,还可查询全厂各台机、炉的温度、压

力、流量等主要参数 ,以及由热负荷遥测实时监控系

统传来的热网和热用户的温度、压力、流量等主要参

数。

4. 3　全厂综合管理系统
4. 3. 1　从生产过程监控网和热网遥测监控网

向全厂综合管理网实时地传输锅炉、汽机、电机电气

的现场运行数据、热经济指标数据以及热网和热用
户的实时数据 ,以供管理网上的各工作站查询。

4. 3. 2　生成汽机、锅炉、电气等各部门的运行

日报、月报及统计报表 ,并可管理网上的各工作站查

询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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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3　全厂财务日报、材料消耗日报、煤库存
消耗进货日报的录入、查询与打印功能等。

5　系统的特点

5. 1　热负荷遥测监控系统可使电厂运行与指
挥人员及时了解供热情况 ,便于及时调度 ,组织经济

运行 ;此外 ,经过测量中心标定后的仪表 ,可信度高 ,

客观公正 ,较好地解决了过去经常出现的电厂与用

户分别计量不一致所引发的矛盾 ;而且 ,热负荷遥测

监控系统能及时报告运行异常情况 ,并记录相关数

据 ,便于进行事故分析 ,采取改正措施。
5. 2　生产过程实时监控系统功能全面

5. 2. 1　由于热电厂比较复杂 ,该监控系统可以

适应和监控不同的运行方式和不同的运行工况 ,如

机组的供热工况和凝汽工况运行方式、高压加热器

的不同投运方式、除氧器汽源的不同联接方式等。

5. 2. 2　全面计算机组的热经济指标 ,除了计算

机组各工质流量、热效率、装置效率外 ,还计算了机

组的汽耗率、热耗率、供热和发电煤耗率、供热电厂

的电能生产率、燃料利用系数 ,以及全厂性的热经济

指标等。

5. 2. 3　尤其富有特色的是根据基准偏差分析

理论 ,对影响机组经济运行的重要参数 ,如汽机和锅

炉的主汽温、主汽压、汽机的凝汽器真空、锅炉的排

烟温度、烟气含氧量等参数进行经济性能诊断 ,实时

计算当它们偏离基准值时的偏差煤耗 ,这对于指导

经济运行有重要的意义。

5. 3　全厂综合管理系统除了具有财务、材料消
耗、煤库存管理功能外 ,尤其重要的是可以查询实时

生产数据和经济指标 ,便于各级领导调度和指挥生

产。

5. 4　该系统采用全中文界面 ,操作简便 ,数据

显示方式丰富而且全面 ,用户无需经过专门培训即

可很快学会操作使用。

6　结束语

从上面介绍的系统情况可以看出:

( 1)系统把热电厂的生产过程监控、热负荷遥测

监控、实时管理和综合管理融为一体 ,开创了微机应

用与热电厂的新局面 ,对于热电厂的生产、管理具有
重要作用。

( 2)在热电厂建立这样一套计算机综合管理系

统 ,实现了各种信息共享 ,打破了电厂生产原来的封

闭局面 ,使各个部门之间可以互相了解 ,更好地协调

配合 ,有利于安全、经济运行。

( 3)采用计算机监控管理系统后 ,可以减少抄

表、统计等工作人员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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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6还可知 ,当相对高度相同时 ,百叶窗与导

流板的相对距离为 1. 0时对应的浓淡比最大 ,这说

明在此位置进行浓淡分离效果最佳。 当相对距离进
一步增大时 ,由于气流、颗粒之间的紊流混合碰撞 ,

到达导流板附近时 ,管道截面上气流流速、颗粒浓度

的分布变得均匀了 ,削弱了浓淡分离的程度。

5　结论

( 1)试验证明 ,只在一次风管道出口处设置导流

板的情况下 ,丘体和百叶窗仍旧具有浓缩煤粉的能

力。因此 ,缩短导流板的长度在实际中是可行的。
( 2)对于丘体和百叶窗两种结构 ,导流板的高度

对浓淡风比影响比较大。

( 3)为了在合适的浓淡风比 ( 0. 6～ 1. 0)的条件

下实现稳定燃烧所要求的浓淡比 (一般在 3. 0～ 5. 0

之间 ) ,导流板的高度和浓缩器与导流板的距离的推

荐值如下 (用相对值 ): 对于丘体 ,相对高度在 0. 67

～ 0. 73之间调整 ,相对距离在 1. 0～ 1. 5之间变化 ;

对于百叶窗 ,相对高度在 0. 6～ 0. 67之间调整 ,相对

距离在 1. 0～ 2. 0之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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