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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龚嘴水力发电总厂多年来开展双达标和争创一流企业的实践, 论述了一流设备与创一流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

重要地位。提出了设备改造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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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电力部在电力行业安全文明生产达标

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基础上, 出台了两个关系水

电厂运行管理乃至整体发展大局的重要文件, 即《水

电厂无人值班 (少人值守)若干规定 (试行)》和《电力

行业一流水力发电厂考核标准 (试行)》, 从而为水电

厂的改革、管理和发展确立了新的目标, 为水电厂实

现集约化经营、缩小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部署了

新的举措, 无疑将推动水电厂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

宽阔之途。

我厂在 1996 年 3 月双达标考评验收合格后, 转

变观念, 振奋精神, 克服畏难情绪, 不失时机地提出

了“巩固达标成果, 提高达标水平, 争创一流企业”的

指导思想, 并确立了“一流的班子、一流的队伍、一流

的设备、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环境”“六

个一流”作为我厂一流企业的具体目标。在近两年全

面开展创一流的实践和探索中, 我们认识到, 必须正

确处理好“六个一流”之间的相互关系。

1　一流设备在创建一流企业中的重要
地位

1. 1　一流设备是确保水电厂安全文明生产的可靠

保证

设备的整治和管理, 直接关系到各项技术经济

指标能否达到 一流企业的考核标准。没有过硬的设

备和先进技术作保证, 安全文明生产难以上一个新

的台阶。我厂是已投运 28 年的老厂, 其中龚嘴水电

站是“文革”时期修建的, 虽然投产发电以来, 设备改

造从没有停止过, 但主要是针对工程建设遗留的设

施、设备缺陷和生产过程中暴露出的不安全隐患采

取补救措施或简单更换, 设备陈旧, 技术落后, 自动

化水平低, 设备稳定性差, 拒动、误动情况时有发生,

跑冒漏滴现象严重。长期以来, 连续安全生产无事故

记录一直在 200 多天徘徊。

虽然经过多年的治理, 设备和环境大为改观, 但

作为四川电网第一调频调峰主力厂, 如果不在安全

文明生产达标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设备改造和整

治的力度, 提高主辅设备的健康水平和自动化、现代

化程度, 进而达到自动化管理的一流设备水平, 是无

法适应目前发展的电网对安全、经济、可靠运行要求

的。

1. 2　一流设备是提高水电厂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电力企业

面临着“国家管网、多家办电、共同发展”的市场竞争

局面, 水电厂终究要成为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

主体, 按照“同网、同质、同价”原则, 在竞争中求生

存, 求发展, 必须由过去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扩张的经

济效益增长意识转到眼睛向内, 依靠科技进步和技

术改造, 作为提高水电厂企业素质的主渠道来提高

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也只有在实现“三提高”即提

高水工建筑物及机电设备安全运行水平和可靠性,

提高水电厂自动化程度的基础上, 才能逐步推行无

人值班 (少人值守) , 实现水库的优化调度、机组的优

化运行、负荷的合理分配, 最大限度地提高水能利用

率, 降低发电耗水率, 确保优质经济多发电。同时, 促

进生产环节人员的大幅度的精减, 使减人增效工作

落到实处。

1. 3　一流设备是实现水电厂一流企业的物质条件

创一流水电厂是在安全文明生产达标的基础上

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的水电厂第二次创业, 是一项十

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充分反映了水电厂全面深化改

革的广度和深度, 但设备是水力发电企业生产要素

的关键环节, 一流企业必须要有一流设备作为物质

基础, 否则 , 一流企业则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

水。同时, 设备设施是国有资产在企业存在的一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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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形态, 是保值增值的前提条件, 企业全体员工只有

依靠科技进步, 加强技术改造, 加大实施科技兴厂战

略, 努力提高设备健康水平和自动化程度, 才能实现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一流的设备和技术又反过来

对企业人员素质、管理水平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形成相互推动、全面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实现整体效

益, 从而为水电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条件。

根据以上认识不难看到, 在创一流这个系统工

程中, 尽快具备一流的设备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而且对实现创建目标的进程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

因此, 水电厂应在设备改造中花大力气, 下大功夫,

抓住机遇, 知难而上, 大力推进。

我厂达标以后, 在设备改造上没有停止不前, 根

据电力部创一流标准和我厂实际情况进行了全面规

划, 分步实施, 使目标落到实处。

2　设备改造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2. 1　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造规划

制定规划要因地制宜, 充分考虑现实与可能, 做

到积极而又切实可行。我厂所辖龚嘴、铜街子两座水

电站装机容量分别为 70 万 kW 和 60 万 kW , 建设

年代不同, 设计水平不同, 设备制造工艺和设计施工

质量存在一定差异。为了实现“一厂两站, 集中控

制”的管理模式, 在乐山沙湾城区初步建成了后勤生

活及管理中心为主要功能的 电厂基地。三点三线的

地理布局也增加了全厂改造工作的难度。在省局领

导的高度重视下, 省局和电厂均组建了综合自动化

领导小组, 电厂内部成立了自动化办公室, 根据我厂

设备状况和一流企业目标制定了分三步走的战略目

标, 并详细制定了“九五”设备更新改造及技术进步

规划方案以供比较选择。同时, 将改造规划纳入了总

厂创建一流规划管理, 实行了目标管理责任制, 使技

改工作与创一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完成, 总

体要求三年内完成。1998 年沙湾基地梯级控制中心

形成, 改造铜街子原有的计算机监控系统, 并实现对

铜街子电站的“四遥”功能和消防系统集中监控。

1999 年底前完成龚站上下厂机组、公用设备、开关

站, 闸门的L CU 及电厂主控级系统及整套系统的

安装调试, 投入运行, 实现对龚站的“四遥”功能。整

个自动化工程, 采取了高起点、高标准、大胆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设备和外国政府贷款, 使我厂经过改造

的设备真正达到一流水平。

2. 2　设备改造必须全方位综合治理

要创一流设备必须把提高设备现代化水平的自

动化技术改造与提高设备安全文明生产状况的治漏

治患改造相结合, 标本兼治, 整体推进。我厂在进行

自动化改造的同时, 1997 年狠抓了“三漏”治理, 把

设备治理、改造及综合自动化工程有机的结合起来,

防止单打一, 顾此失彼, 做到了改造必须彻底, 治理

必须全面。全厂共有密封点 60 780 个 (其中, 动密封

点 8 584 个, 静密封点 52 196 个) , 经过全厂职工的

艰苦努力, 1997 年龚站 3 台机组、铜站 4 台机组达

到部验收标准, 被评为无泄漏机组 , 并计划 1998 年

实现无泄漏工厂。对一些“先天不 足”的设备开展了

“后天补”的工作, 通过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有力地提

高了设备检修、维护和消缺质量。两年来全厂主设备

消缺率达 100% , 辅助设备消缺率达 96. 8% ; 主设备

完好率达 100% , 主要辅助设备完好率达 98% 以上;

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完成率在 105% 以上; 连续安全

生产无事故记录截止 1997 年, 龚站 889 d, 铜站 659

d, 创建厂以来安全生产最好水平, 这些成绩就得益

于设备状况的全面好转。

2. 3　设备改造要着眼于增强发展后劲

设备改造立足点要高、视野要远, 不能只满足于

眼前利益, 否则, 企业再发展将会困难重重。龚嘴电

站建于 70 年代, 当时由于投资问题和成昆铁路影

响, 采取了“高坝设计, 低坝施工”方案, 如果按高坝

运行, 单机将由现在的 10 万 kW 增至 30 万 kW , 全

站将由现在的 70 万 kW 增至 210 万 kW。为此, 在

1985 年就进行了结合龚站尾水河滩开挖可行性研

究, 以利降低尾水, 提高防洪标准。同时, 提出了撤除

铁路、桥和索桥, 修线公路桥 的改造意见, 这一改造

意见于 1996 年得到省局采纳, 目前正在施工中, 跨

河公路桥的修建将为龚站机组容量达到高坝设计要

求创造条件。为了提高我厂设备改造的修建能力, 在

大渡河右岸修建了 1 000 多m 2 的立车厂房, 加工件

直径可达 7. 8 m , 用以解决设备长途外运加工修理

的困难。这些措施完成后将对我厂今后发展起到积

极作用。

综上所述, 创建一流水力发电厂是我国水电史

上前无古人的新创举, 要求我们用全新的管理思想

和管理方法对水电厂实施管理, 用锲而不舍的创业

精神抓好设备的技术改造工作, 这是历史发展赋予

我们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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