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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生产岗位技术问答
汽轮机运行

前 言

在电力工业快速持续发展的今天，积极发展清洁、高效

的发电技术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于能源紧缺的我国

更显得必要和迫切。在国家有关部委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

我国火电机组的国产化及大型高效火电机组的应用得到逐步

提高。我国现代化、高参数、大容量火电机组正在不断投运

和筹建，其发电技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因此，提高发电效率、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是新建火

电机组、改造在运发电机组的头等大事。

根据火力发电厂生产岗位的实际要求和火力发电厂生产

运行及检修规程规范以及开展培训的实际需求，特组织行业

专家编写本套 《火电厂生产岗位技术问答》丛书。本丛书共

分11个分册，包括 《汽轮机运行》、《汽轮机检修》、《锅炉

运行》、《锅炉检修》、 《电气运行》、 《电气检修》、 《化学运

行》、《化学检修》、《集控运行》、《热工仪表及自动装置》和
《燃料运行与检修》。

本丛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火力发电厂生产运行和检修

各岗位遇到的各方面技术问题和解决技能。丛书的编写目的

是帮助广大火电机组运行、维护、管理技术人员了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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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掌握火电机组生产岗位的各项技能，加强机组运行管理

工作，做好设备的运行维护和检修工作，从而更加有效地将

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本丛书主要讲述火电机组生产岗位的应知应会技能，重点

从工作原理、结构、启动、正常运行、异常运行、运行中的监

视与调整、机组停运、事故处理、检修、调试等方面以问答的

形式表述；注重新设备、新技术，并将基本理论与实用技术和

实际经验结合，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

本书为 《汽轮机运行》分册，由杨铸主编，贾三强、王

国清、耿宝年、侯欣荣参与编写。

本书共分十五章，其中，第一章由大唐太原第二热电厂

耿宝年编写；第二、五、六、十、十四章由山西兴能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王国清编写；第三、四、七～九、十一、十二章

由大唐太原第二热电厂杨铸编写；第十三、十五章由大唐太

原第二热电厂贾三强编写。侯欣荣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

资料。全书由杨铸统稿。

本丛书可作为火电机组运行及检修人员的岗位技术培训

教材，也可为火电机组运行人员制订运行规程、运行操作

卡，检修人员制订检修计划及检修工艺卡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还可作为大中专院校发电厂、电网及电力系统专业的师

生的教学参考书。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本丛书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恳请各

位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使之不断完善。

《火电厂生产岗位技术问答》编委会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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