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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下热能与动力工程在电厂中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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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下我国能源生产存在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大对热能与动力工程在电厂中的改革

与创新是提高国家能源生产的效率与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论述在电厂进行热能与动力工程改革的必要性，分析电厂

热能与动力工程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创新意见，以期保障我国电力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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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了满足社会电力需求，降低环境破坏，电力企业需要

积极推进电厂热能与动力工程的改革创新，提高能源转化效

率，在保障电力需求的同时，实现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

二、电厂在热能与动力工程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电厂发电效率普遍较低，如表 1 所示，大多

数电厂发电效率在 30% 左右，提高电厂供电效率是满足我

国用电需求的重要途径 [2]。

表 1 各电厂能量损失与发电效率

项目
中 压

电厂

高 压

电厂

超 高 压

电厂

超 临 界 压

力电厂

锅炉热损失 11 10 9 8

汽轮机损失 1 0.5 0.5 0.5

发电机损失 1 0.5 0.5 0.5

管道系统损失 1 1 0.5 0.5

汽轮机排气损失 61.5 57.5 52.5 50.5

总损失 75.5 69.5 63 60

发电效率 24.5 30.5 37 40

提高电力企业的供电效率，需要电力企业重视电厂中

热能与动力工程的实际效率与质量，通过不断的数据记录与

整合明确当下电厂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主动了解相关技术的

进展情况，结合电厂情况与问题提出合理的改进办法。现阶

段电厂热能与动力工程方面存在的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重热现象问题

重热现象在电厂发电时必然发生，是电厂进行热能与

动力工程方面改革创新的关键。在多级汽轮机中，前面级的

损失可以部分的被以后各级汽轮机利用，使得各级理想焓降

之和大于汽轮机的理想焓降，这种现象叫重热现象。重热现

象使得多级汽轮机的相对内效率高于各级平均内效率 [3]。如

图 1 所示，重热现象在比焓－比熵图上较为直观。

图 1 重热现象的比焓－比熵图

热能在多级汽轮机中的重复利用会影响到电厂的电能

供应效率，还容易造成发电设备的损坏。重热现象引起的再

热主要影响电能供给的稳定性、电能质量以及蒸汽机的相关

数值，从而导致热量资源的浪费与损耗。此外，重热现象会

引起气压剧烈变化，影响气压的稳定性。

（二）节流调节问题

节流调节是电厂进行生产的重要环节，是对发电设备

的重要保护措施。在发电设备运行故障时，常常会增加发电

系统的能源消耗量，从而引起大量的资源损耗，降低电厂能

源利用率，从而影响电网供电稳定性 [7]。对于小容量额度的

发电设备，采用节流调节法降低损耗的效果十分明显，节流

调节法能够有效设备的运行效率与电能供应的稳定性。但是

在大多电厂中，节流调节受到技术操作等因素的限制，在实

际应用中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这种情况导致电厂能源利用

率与供电稳定性得不到提高，严重影响电力企业经济效益，

阻碍电力企业的持续发展，迫待解决。

（三）湿气损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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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发电阶段引起湿气损失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有

以下三种因素。

1. 现在发电设备运行期间，必须通过蒸汽才能实现动

能热能到电能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蒸汽必然会凝集

成液滴，从而造成时期损耗，这是无可避免的。

2. 蒸汽中产生液滴后，液滴的流动速度必然远低于蒸

汽的流动速度，这会导致蒸汽的速度降低，从而影响发现效

率 [4]。

3. 液滴随着蒸汽一起运动，会严重影响喷灌主流运动，

造成能量损耗，从而导致发电效率降低。

三、新时代背景下电厂在热能与动力工程方面的改革

创新措施

（一）控制重热现象的影响

在电厂发电过程中，重热现象是客观不可避免的，电

厂在热能与动力工程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的重点，应当通过对

重热现象进行合理利用与控制，尽量降低重热现象造成的损

耗与负面影响。电厂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多余的热能，

这也是能量损耗的去向，热能动力系统承担着回收利用这些

多余热能的责任，将上一级多出的热能控制并转化到下一级

操作中，可以实现热能的重复利用，以此降低能源损耗，提

高能源利用率。

回收再利用热能的重点在于控制重热数值的范围与稳

定性，一旦重热数值超出合理范围或者剧烈波动，重热的负

面影响随之而来。现阶段对重热现象的利用关键就在于重热

系数的科学选择，电厂需要以热动力系统实际运行情况为基

础，针对性地选择设备设施，控制重热系数的适宜稳定性，

从而降低热能损耗，提高能源利用率。

（二）降低调压的能量损耗

电厂的发电设备设施需要一直运转，长时间的运转必

然导致设备负荷产生变化，能源损耗不断上升，从而导致电

厂发电效率逐渐下降。为了提高电厂发电效率，电力企业就

需要避免发电设备的超负荷运转，合理控制调节发电机组的

运转负荷，以确保发电设备高效稳定的运行。但是调压过程

本身就会导致能源损耗，降低电厂发电效率。降低不断调压

造成的能源损耗，也需要电力企业的关注，对调压技术方法

进行创新探索。

现在电厂调压造成的损耗远超预期，主要原因是发电

机组在设计阶段就不合理，此外还有操作人员不专业、操作

违规等因素。想要降低调压造成的能源损耗，电力企业要做

到以下几点。

1. 要严格发电机组设计与施工规范，尽量避免设计施

工阶段失误导致资源浪费。

2. 要定期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考核，提高工

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与职业素质，引起工作人员对调压工作的

重视。

3. 制定严格的考察制度，定期收集调压能源损失数据，

一旦出现问题要要查到底，落实到人。

（三）对调频技术的改造升级

电厂中电网运行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电厂供电质量。电

力企业需要通过调频技术的改造升级来保障电网的稳定性，

所以对调频技术的改造也是热动力工程创新改革的重点。现

在电厂电力系统调频主要分为一次调频与二次调频，一次调

频由调节系统自动调节功率，从而减小电网频率改变幅度，

其优点在于无需人工，调节速度快，但存在精度低、效果达

不到预期的问题。

二次调频是指通过人为或者自动控制的方式增减某些

机组的负荷，从而恢复电网的频率，需要专业技术员工调节

操作，调节结果更准确。调频技术的改造升级关键在于二次

调频，需要企业提高对其的重视，鼓励员工提高自身专业技

能，提高调频的时效性与准确性。

（四）改进节流调节

节流调节改造是降低电厂能耗的重要途径。对节流调

节的改进，会影响整个电厂乃至电力集团的经济效益，还会

对其他电厂造成负荷。因此，需要在已知流量的基础上，预

估流动面积的变化，之后进行节流调节的改进，以降低节流

损失，提升调节效率。

（五）降低湿气损失

湿气损失对电厂发电损失的影响最为直观，降低湿气

损耗是电厂对热能与动力工程改革的重点。减少湿气损失的

主要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1. 利用运输中再热循环装置保障蒸汽温度，将液滴转

化为蒸汽。

2. 安装去湿装置降低蒸汽中的液滴量。

3. 使用带有吸水缝的喷管避免液滴与蒸汽共同进入下

一循环。

这些方法都经过了大量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极

大的成效，在电厂发电中使用以上技术能够有效减低湿气阶

段的能源损失，电力企业应该加大对这些技术的应用力度，

不断提高电厂发电效率。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

的日益提高，我国对电力能源的需求也在飞速上涨。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电力企业需要重视电厂热能与动力工程方面的

改革创新，积极推进国家电网事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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