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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进一步统一运检作业标准、规范现场作业行为、提高现场作业效率、实现作业数据结构化、加强运检作业全过程管控，全面提升
现场作业标准化水平，创造性提出了 7S 作业标准化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移动互联等技术应用水电生产单位的运、维、修、试业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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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备系统现场作业标准化要求不够具体，设备颗粒度、作

业分类及要求未统一，相关技术标准不够清晰，未形成新源公司系
统统一的技术要求。纸质记录的检修维护数据不能及时有效的上传
存储在生产管理系统，无法为机组健康状态分析提供可快速查询的
基础数据源。 

为解决以上现状，需要构建以提升设备状态管控力和运检管理
穿透力为方向，以“电站运维一体化、现场作业标准化、状态评价
专业化、运检管理精细化”为主要特征内涵，具备信息汇集、过程
管控、预警研判、指挥协调等功能一体的运检智慧管控体系。 

国内首次将 RCR 单、QCR 单与移动应用相结合应用于水电站。 
1  现场标准化作业体系 

标准规定了生产单位现场标准化作业规范，明确了各管理层的
具体职责和工作内容。建立了自上而下、职责明确、分工具体、流
程清晰，现场作业管控组织架构，统一了现场作业管理内容和方法。
同时明确了现场作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生产单位规范现场作业
指引了方向。 
1.1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生产单位运、维、修、试业务的现场作业管理。 
1）“运”主要包括值守与操作业务。将传统运行执行的定期轮

换和切换列入试验业务范畴。 
2）“维”主要指机组设备的巡检、点检、定检、D 修，输变电

和公用设备的巡检、点检和停电维修。 
3）“修”主要指机组设备 A、B、C 级检修；输变电和公用设

备大修、小修。 
4）“试”主要指各类试验、检测工作。 

1.2  现场作业管理 
现场作业标准化是以运检规程为统领，设备树为框架，现场作

业指导书为抓手，日风险预控单为保障，移动作业终端等为支撑的
作业风险管控和运检质量保证体系。现场作业标准化包含： 

公司运检标准单元：识别国家、行业、国网公司、反措等各项
技术标准，用于指导各单位设备运检规程编制的作业类的设备运检
导则、专业类的技术监督导则、专项技术标准等。 

电站设备规程单元：依据公司标准技术单元和设计、设备厂家
技术要求，输出设备系统运检规程、电站调度运行规程、设备说明
书、运维图册等，规范设备运、维、修、试四项工作业务。 

现场作业文件单元：用于现场作业实施的相关安全技术文件，
含值守规范、典型操作票、典型作业指导书、典型试验表单、典型
风险库等。 

年度计划任务单元：一般分为年度维护计划、年度检修计划和
年度试验检测计划，电站设备运检规程等文件中规定的项目形成电
站设备年度检修维护计划项目，各年度计划根据项目的上次完成时
间和项目周期自动生成，年初完成编审批。 

工单单元：包括工作票（含危险点分析预控卡）、作业指导书、
日风险预控单等，侧重现场执行文件要求。 
1.3 7S 作业标准化管控体系 

公司为进一步统一运检作业标准、规范现场作业行为、提高现
场作业效率、实现作业数据结构化、加强运检作业全过程管控，全
面提升现场作业标准化水平，建立了“7S”作业标准化管控体系： 

体系 1 指标准文件模块，主要包括运检规程、设备说明书、运
维图册、执行手册、现场处置方案、作业项目库、作业指导书、典

型操作票、风险库等内容。 
体系 2 指作业准备模块，主要包括年度维护计划、年度检修计

划、检修作业项目、作业材料工具准备、备品备件准备、技术方案
准备、人员准备等内容。 

体系 3 指安全管控模块，主要包括到到岗到位、风险管控、特
种设备使用管理、视频监控、外包工程管理、有限空间作业管理、
会议管理等内容。 

体系 4 指质量管理模块，主要包括 QCR 单执行、作业指导书
执行、两票执行等内容。 

体系 5 指进度管理模块，主要包括调度批准检修计划、项目开
工审批手续、重要节点管控、总工期管控、检修现场协调会等内容。 

体系 6 指文明生产模块，主要包括区域隔离、定置摆放、标志
警示、现场防护等内容。 

体系 7 指总体评价模块，主要包括设备性能、项目效果评价等
内容。 

将现场作业全过程划分为标准文件单元、作业准备单元、安全管
控单元、质量管控单元、进度管控单元、文明生产单元、总结评价单
元 7 个标准化（Standard）模块单元，并制定相应考评计分方法： 

（1）季度 7S 考评分数（总分 1000）＝∑【（标准文件 450×
25%20）+（作业准备 125×10%）+（安全管控 100×15%）+（质
量管控 100×15%20）+（进度管控 40×10%）+（文明生产 100×
15%）+（总结评价 85×10%）】÷现场考评次数 

（2）年度 7S 考评分数＝∑季 7S 考评分数÷年考评次数 
明确和规范各标准单元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标准，客观真实地反

映各单位作业标准化状况，不断提升公司作业标准化水平。 
2   现场作业的生产应用 

现场作业的信息化应用主要以HPMS系统运检作业模块为管控
平台和以现场移动作业终端为支撑手段。涵盖了公司运检导则、电
站运检规程、计划单元及工单单元，逐步实现由项目→计划→工单
→作业指导书的运检作业全过程管控，促使现场作业具备由运检规
程→作业项目标准库→年度计划任务→工单执行，具备由工单创建
工作票（含对应日风险预控单），具备直接链接、组合形成现场作
业指导书等功能，如图： 

 

 

 

 

 

 

 

 
2.1  运检作业模块 

2.1.1  公司设备运检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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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行业、国网公司、反措等各项技术标准，制定相应

公司运检标准（属参考执行类型文件）。标准结构和内容包含并不

限于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设备投产条件、值守业务、维护业务、修试业务、设备退役报废条

件、事故备品备件等信息，用以指导各单位运检规程编制，适用于

生产单位运、维、修、试业务的现场作业管理，重点解决“做什么”

“多长时间做一次”等。参照设备分类划分，共分为 40 分册，计

划每年修订并出具修订说明，每 3-5 年全面修编。 

2.1.2  电站设备运检规程 

依据公司运检标准技术单元和设计、设备厂家技术要求，输出

年度计划任务、作业指导书。依托公司设备运检导则，用以规范设

备运、维、修、试四项工作业务，重点解决“做什么”、“多长时间

做一次”、“是否受监（技术监督）”。原则上按照电站 26 个设备系

统划分，分为 51 个分册，每年修订并出具修订说明，每 3-5 年全

面修编。 

2.2  计划任务模块 
2.2.1  年检修维护计划 

年检修维护计划一般分为年度维护计划（侧重设备主人日常性

应用）、年度检修计划（停复役、非标项目、标准项目等，侧重检

修负责人阶段性应用）、年度试验检测计划（原则上需要纳入之前 2

个计划，侧重技术监督专业管理应用），并以电站设备运检规程等

文件中规定的项目为基础，形成电站设备年度检修维护计划项目，

包含项目基础信息、作业工艺要求及质量标准、是否属于技术监督

项目属性，各年度计划根据项目的上次完成时间和项目周期自动生

成，年初完成编制审批后执行。 

2.2.2  月检修维护计划 

月度计划由年度计划中的项目周期自动滚动生成，并在每月月

底完成下月计划的审批，关联相应 RCR 单（风险控制提醒单）、QCR

单（质量控制记录单），通过工单文件（工作票、作业指导书等）

等实施来完成。 

2.3  现场执行模块 
2.3.1  检修维护工单 

由月度计划任务创建工单，工单包含的项目自行选择，主要内

容与作业指导书一致，因每个项目的属性中已包括工序工艺等内

容，在自动生成的作业指导书中，只需对作业基本条件等少部分内

容进行编写，无需重复编制工艺工序、质量标准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主要涵盖工作票、作业指导书、日风险预控单、QCR 单及 RCR 单，

其中 QCR 单作为作业指导书的附表，是作业质量控制文件，代替

目前使用的 W/H 质量控制点签证单，分为 W/H/G 三种类型。增加

G 单是为了让所有的检修检查结果都有记录，确保检修资料的完整

性。 

2.4  APP 移动作业终端 

移动终端上用于作业指导书的现场执行，实现检修作业管理，

包括检修作业指导书信息下载、展示，QCR 质量控制记录单线上签

名，作业项目的线上验收，检修作业指导书的查询、汇总，以及消

息推送和提醒，并与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同步检修作业进度，取消在

生产管理系统中的回填，避免重复工作，提高作业管理的效率。 

3   现场作业管理标准化、信息化实施情况 
通过研究及移动终端在试点单位的应用，在现有采取传统纸质

记录的作业模式将逐步被移动现场作业取代，实现与生产管理信息

系统同步检修作业进度，取消在生产管理系统中的回填，避免重复

工作，提高作业管理的效率，有效控制了安全生产风险。 

4   结语 
通过构建简单、可靠、实用的现场标准化作业管理，实现电力

现场工作全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目标，确保作业过

程的安全性和提高作业质量，将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细化和落实到

每项作业和每一个作业人员，体现安全生产管理由“事后分析”的

被动管理模式向“事前管理”和“过程控制”为中心的主动管理模

式的转变。 

为今后国内水电行业的生产、运行和建设管理等各方面提供了

有益指导和借鉴，推动了水电行业的技术进步，工程意义与社会意

义显著，具有广泛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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