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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用户化学技术监督存在问题分析及改进建议 
刘树云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  100043） 

摘要: 电力用户化学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及时发现解决潜在安全隐患，维护社会公平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

环保理念的普及。然而，目前存在监督意识不强、试验人员素质较低、处理方法欠缺、使用过期标准、仪器设备未检

定、设备放置不合理等问题。为改善监督状况，提出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强化试验室管理、配备和更新化学标准的措

施。通过这些举措，可以提高监督人员的综合能力，确保实验室服务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为电力系统的安全和可

持续运行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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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之一，

其安全稳定运行对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在电

力系统中，化学技术监督作为保障电力用户安全使用、

维护社会公平和可持续资源利用的重要手段，扮演着不

可替代的角色。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电力用户

化学监督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本文将深入探讨电

力用户化学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并详细分析监督现状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一系列具体的解决措施和建议，

旨在为化学技术监督的进一步改进和提升提供有益的参

考。通过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改进，我们期望能够

为确保电力系统安全、可持续运行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实

践经验。 

1 电力用户化学监督工作的重要性 

电力用户化学监督工作的重要性不可忽视。首先，

通过监测电力用户的化学使用情况，可以及时发现并解

决潜在的安全隐患，确保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其次，

监督工作有助于防止恶意使用化学物质或滥用电力资

源，从而维护社会公平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此外，对用

户化学行为的监督也能够促进环保理念的普及，推动可

持续能源的发展，为未来能源系统的可持续性打下坚实

基础。总体而言，电力用户化学监督工作对于保障电力

系统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

作用。 

2 监督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监督意识不强 

在电力用户化学技术监督中，监督意识不强通常表

现为电力用户对化学技术的使用和监测过程缺乏足够的

重视。具体表现包括对化学物质使用的不规范、测试数

据的不准确、以及对监督规定的漠视。这可能源于多个

原因，首先，部分电力用户可能缺乏对化学技术监督重

要性的充分认识，认为其对电力系统安全和可持续性的

贡献较小。其次，缺乏专业的化学技术培训和规范意识，

使得一些用户在进行化学操作和监测时存在疏漏和错

误。此外，可能还受到资源限制、监管缺失等外部因素

的影响，导致用户对监督要求的漠视。加强监督意识，

提升用户对化学技术监督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是确保电

力系统安全和可持续性的关键一步。 

2.2 试验人员素质较低 

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不高，存在较大的误差。具体表

现为测试数据不够精确，不合理。同一台主变的绝缘油

溶气色谱分析数据波动很大，多年来的数据时高时低。

在实际发生故障时，这些数据无法用于进行故障的分析

和判断。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化工、

石油化工测试人员缺乏专门的专业训练，测试工作主要

是从教师或设备制造商那里学习；其次，科研队伍的不

稳定和变动较大；第三，一些检测人员没有按照国家标

准或行业标准进行检测，或对检测标准不了解。 

报告中存在故障判断错误。在对绝缘油中气相组分

进行色谱分析时，无论是否存在故障，均采用“三比”

法进行故障诊断。由于忽略了“三比”原理，对成分含

量正常的变压器得出的结论是“过热”等，这是错误的。

更糟糕的是，没有考虑是否存在瓦斯成分或者瓦斯生成

速度是否超出所需的临界值。需要通过全面的分析确认

变压器内部是否存在故障，然后再使用三比数法来进一

步判定故障的本质。对于含有普通气体的情况，三个比

率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结论不仅可能导致人们的误解，

还可能将一个正常的变压器误判为故障，从而给人们带

来不必要的损失。 

2.3 处理方法欠缺 

电力用户化学技术监督中处理方法欠缺的表现主要

体现在对监督结果的不及时、不妥善处理。具体表现包

括未能有效解决发现的问题、缺乏紧急应对机制、以及

缺乏长期有效的改进计划。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可能是

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监督机构或管理部门在处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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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或人力资源，导致问题得不到

及时而有效的解决。其次，可能是由于监管制度不健全，

监督机构的权力和责任划分不清晰，导致问题处理责任

不明确，从而形成监管盲区。此外，可能还受到经费不

足、政策支持不充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处理方法的建

设和实施受到限制。因此，加强监管机构的专业能力，

健全监管制度，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是解决电力用户

化学技术监督中处理方法欠缺问题的关键。 

2.4 使用标准过期 

电力用户化学技术监督中使用过期标准的表现主要

体现在标准未及时更新的情况下，例如，《GB/T7595 运

行中变压器油质量》标准已于 2008 年更新，但许多用户

仍在使用 2000 年版。此外，一些试验室依然采用培训教

材中的试验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已不符合最新的有效标

准版本。这种情况可能源于标准更新的信息传递不畅、

用户对最新标准的了解不足，以及一些试验室在方法选

择上的惯性等原因。因此，加强标准宣传和培训，确保

用户及时了解并采用最新的有效标准，同时加强对试验

室的监督，促使其更新试验方法，是解决电力用户化学

技术监督中使用标准过期问题的关键。 

2.5 仪器设备未检定 

在电力用户化学技术监督中，仪器设备未检定的表

现主要体现在一些关键设备未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定期

检定。具体表现为仪器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无法

得到保障，可能导致监督数据的误差和不确定性。造成

这一问题的具体原因可能包括对检定重要性认识不足，

管理部门或用户缺乏检定计划和执行力度不够，以及检

定费用和资源投入的限制。 

3 建议 

3.1 加强化学技术监督专业知识培训 

为加强化学技术监督，关键的一步是实施全面的专

业知识培训措施。首先，建立定期的培训计划，涵盖最

新的技术、法规和标准。这可以通过与专业培训机构、

学术机构或行业专家的合作来实现，确保监督人员始终

保持对行业最新发展的了解。其次，推动内部培训机制，

建立团队间的知识分享和交流平台，以促进同事之间的

共同学习。同时，鼓励监督人员积极参与行业研讨会、

会议和培训活动，不仅能够拓展专业视野，还能与同行

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此外，建立持续学习的文化，提

供在线学习资源，使监督人员随时随地都能获取到最新

的专业知识。通过这些措施，可以确保监督团队保持专

业素养，提高他们在化学技术监督中的综合能力，为保

障电力系统的安全和可持续运行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 

3.2 加强试验室管理 

要加强化学技术试验室管理，首先需要建立严格的

管理体系。这包括明确的试验室管理责任体系，确保各

级管理人员的职责明确，形成科学、高效的管理结构。

其次，建立规范的实验室操作流程和质量控制标准，确

保试验过程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为了提高实验室的整

体水平，必须进行员工培训，确保工作人员具备必要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了解最新的实验方法和技术。此外，

实行仪器设备的定期维护和检定制度，确保仪器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定期开展内部和外部质量审核，强化对试

验结果的监督和质量控制，确保数据的可信度。最后，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实验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

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加强化学

技术试验室管理，提高试验室的服务水平和技术水平，

为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3.3 配备和更新化学标准 

配备化学技术监督标准，如 GB50150《电气装置安

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DL/T596《电力设备预

防性试验规程》、GB/T8905《六氟化硫电气设备中气体管

理和检测导则》、GB14542《运行变压器油维护管理导

则》、GB/T7595《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标准》、GB/T17623

《绝缘油中溶解气体组分含量的气相色谱测定法》等试

验标准。对标准进行规范管理，每年进行标准梳理，对

新增、修订、剔除的标准及时更新后使用，专业人员认

真学习和掌握标准，才能真正发挥化学监督的作用。 

4 结束语 

电力用户化学监督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只

有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监督体系，解决存在的问题，才

能更好地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可持续运行。加强专业

知识培训、优化试验室管理、及时更新标准是提升监督

质量和效果的关键步骤，也是实现电力系统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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