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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电厂大修中长期项目的管理是根据大修中长期规划策略,对预防性维修、纠正性维修、工程

改造、在役检查、经验反馈等项目进行研究、预测和优化,结合机组运行状况,合理安排大修主要项目,

提高大修准备的质量和效率。本文以某核电厂为例,从大修中长期规划策略、项目安排原则、项目的管

理等方面阐述大修中长期项目的管理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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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medium- and long-term projects during the outage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is 

to conduct research, prediction, and optimization on projects such as preventive maintenance, corrective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modification, in-service inspection, and experience feedback based on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outage.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the units, 

the main projects of the outage are reasonably arrang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outage  

preparation work. Taking a certain nuclear power pla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medium- and long-term projects during outage from aspects such as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outage, project arrangement principle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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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修中长期项目是指对大修安全、质量、工期、成本等有

重要影响的项目,包括预防性维修、纠正性维修、在役检查、性

能试验、土建、防腐、定期试验、工程改造、技术问题和反馈

检查等项目。大修中长期项目的管理质量直接影响到大修的效

果和成本,深入研究其管理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确定大修中长期项目的基本原则 

确定大修中长期项目主要考虑：可能影响大修工期的项目,

即属于大修关键路径或次关键路径的项目；备件或人力成本较高

的项目；辐照剂量较高的项目；需多部门协同完成的项目；检修

工艺复杂的项目、核安全或工业安全风险较高的项目、首次执行

的较复杂的项目等。如：主泵、汽轮机、发电机、应急柴油机、

主变、辅变、冷源等检修项目和首次执行的工程改造项目。 

2 大修中长期规划的策略 

大修中长期项目的安排应符合电厂大修中长期规划的策略,

目前大修中长期规划一般采用长短大修交替的策略。大修中长

期规划包含大修工期和大修开始时间规划两方面,其中大修工

期规划依据长短大修交替策略和影响大修关键路径的项目工期

综合制定；大修开始时间规划主要考虑换料周期长度、燃料循

环长度、发电市场情况、临界检查时间安排、大修重叠度等

因素制定。制定科学合理的大修中长期规划是项目管理的基

础[1]。 

2.1大修工期规划制定方法 

大修总工期主要取决于项目的综合工期,每个大修一般由

下行窗口、中间检修窗口和上行窗口组成。 

大修下行、上行窗口的项目和工期通常比较固定,按照大修

参考计划的工期进行规划,参考计划工期一般是历史大修项目

执行的次优工期。 

中间检修窗口的项目则以大修中长期项目为主,工期参照

大修中长期项目数据库的标准工期。 

每个大修的下行、中间检修和上行窗口的项目工期,经过系

列组合后形成大修总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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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修开始时间规划制定方法 

待各次大修工期规划确定后,大修规划部门初步拟定未来

各大修的开始时间,发电策划和燃料管理部门根据大修工期、预

测的机组减载数据分别计算出燃耗需求天数和燃耗设计天数,

如计算结果难以符合燃料管理要求和发电需求,则对大修开始

时间提出修改意见,大修规划部门组织相关方讨论,综合考虑大

修相关资源冲突等影响因素,对大修开始时间进行最终的优化

调整[2]。 

完成上述的大修工期和大修开始时间规划后,即形成长短

大修交替的大修中长期规划,通过电厂流程审批后生效。因中长

期项目和外部条件都可能产生变化,要建立动态的规划调整机

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规划进行调整和优化。 

3 大修中长期项目安排的原则及方法 

3.1大修中长期项目安排的原则 

核电厂运行总则要求的检查项目安排必须满足监督大纲要

求；在役检查项目需满足在役检查法规和大纲的要求；其他预

防性项目要满足维修大纲周期要求,周期为两次同类型预防性

维修之间的最长允许间隔时间,项目必须安排在周期内执行,遇

到特殊情况无法满足,如备件不满足等,则需要启动项目变更评

估流程,经评估能保证设备可靠性后才可适当延期安排。 

3.2大修中长期项目安排的方法 

项目安排应与大修中长期规划策略相匹配,如规划为无低

水位的短大修,不应安排需排水露出蒸发器一次侧管嘴的项目,

以及影响短大修目标实现的项目。 

具有相同隔离检修窗口要求的项目,应尽可能安排在同次

大修,避免同一设备在多个大修重复隔离,造成人力浪费。如：同

一设备的机械、电仪、在役、土建、防腐检修项目,维修项目的

配合性项目,设备间相互关联、隔离边界相同项目(容器的机械

检查、在役检查,与容器相关联的安全阀、疏水阀检修等)。 

以不影响大修关键路径为前提,根据大修中长期规划的策

略安排重大检修项目；对工期无影响的项目则尽量均衡分配,

展平各次大修工作量。 

对于检修周期大于1C的同类项目,首次确定执行大修轮次

时,应结合大修类型、工作量合理安排,不能全部安排在到期前

的最后一次大修。 

首次大修安排高中压缸和一台低压缸全面检查,后续高中

压缸和一台低压缸全面检查结合十年大修安排,其余低压缸则

安排在长大修。 

余热排出系统(RRA)入口阀门RCP212/215VP、RRA001/021VP

全面检查,对大修工期影响较大,且周期较短,需结合大修中长

期规划策略(长短大修交替)制定专项规划,长大修一般安排不

超过2个阀门,短大修不安排,否则可能影响大修工期。 

监督大纲项目严格按照要求安排,包括：每次大修每条主蒸

汽系统(VVP)管线至少安排一个安全阀全面检查,最多不超过2

个；汽轮机旁路排放系统GCT131/132/133VV阀门全面检查每次

大修安排一个。 

针对同一设备部分预防性维修项目周期不一致的情况,可

反馈到设备管理部门优化预防性维修大纲,将项目周期优化成

倍数关系,以便优化安排,减少设备隔离次数,节省人力成本。 

针对工作量较大的土建、防腐项目,一般安排在长大修执行,

短大修不安排。 

电动头检修项目需考虑同次大修一列电气盘停盘检修的影

响；电动头全面检查工作量应根据大修工期长短和资源情况合

理安排。 

同一房间或区域安排检修项目时,应考虑场地冲突而导致

工期增加的影响。如：RRA死管段阀门检修,阀门检修与蒸发器

涡流检查的冲突等。 

因贯穿件相关阀门全面检查后必须执行贯穿件试验,阀门

全面检查与贯穿件试验尽量一起安排在同次大修,避免多次大

修重复执行贯穿件试验。 

汽轮机检修需考虑行车资源和检修场地冲突,位置相邻两

台汽轮机(含高中压缸和一号低压缸)全面检查尽量不要同次大

修安排。 

改造项目需要根据改造中长期规划进行安排,尽量避免成

为大修关键路径。 

4 大修中长期项目的优化 

创新是引领大修整体提升的第一动力,是推动大修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大修中长期项目的优化是实现大修创优的

前提,项目优化主要包含科技创新、维修大纲优化等方面。 

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新材料等科技创新手段,

推进大修中长期项目的不断优化,提高大修安全质量、缩短大修

工期、节省人力资源、节约大修成本、降低受照剂量、提升设

备的可靠性和工作效率。组织大修中长期项目的优化,可通过管

理对标、自我评估等,不断提升大修绩效。总体优化方向包含窗

口与逻辑优化、工艺与技术优化、工器具优化、机器替代、流

程优化等。 

以安全质量为前提,合理优化维修大纲和技术规范,探索应

用预测性维修、维修模板等,在确保设备可靠性的前提下,进行

项目维修周期和内容的优化,提高项目安排的灵活性,为大修中

长期项目的优化提供良好的基础。 

优化来源主要包括各专业收集、各电厂之间互相对标和电

厂外部其它行业科技创新应用的收集,再经过统一分析,识别可

优化的项目,逐步推动优化的最终应用。 

5 大修中长期项目的管理策略 

5.1大修中长期项目数据库的管理 

大修中长期项目建立数据库平台统一管理,数据库包含标

准化的项目实施工期和实施窗口,原则上大修的中长期规划根

据中长期数据库项目进行规划。每年固定时间对项目进行讨论,

涉及到项目增减或内容变化、实施窗口或工期变化等,需更新升

版数据库,以保证项目的准确性,据此制定的大修中长期规划才

能更合理和集约化。 

大修中长期项目分为预防性项目和非预防性项目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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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防性项目来源于维修大纲、在役检查大纲等上游大纲,

由大修规划部门直接梳理,根据大修中长期项目安排原则和方

法进行安排。预防性项目工期原则上采用最近完成的3至5轮大

修中该项目的次优工期数据,若最优工期的成果可供后续大修

使用,则采用最优工期,若因条件变化最优工期和次优工期选择

困难,可采用本电站最近3至5轮大修(或更多)的项目工期平均

值。工期选取尽量选择多次达到的工期值,剔除含特殊原因的工

期值。每轮大修结束后,将标准工期与实际工期数据进行对比,

对单个项目工期偏差超过2小时的进行分析,更新升版标准工期

数据库； 

(2)非预防性项目由大修规划部门负责向各项目执行部门

进行收集,主要包括工程改造项目、机组重要缺陷和外部经验反

馈等,经分析讨论后,确定项目内容、实施窗口及工期。非预防

性项目工期根据历史经验工期值确定,历史经验工期原则上以

本电厂同类型项目的实际执行工期次优值为准,与专业核实后

再确定；首次执行的大修项目,则需要项目执行专业与大修规划

部门进行讨论共同确定其工期；涉及大修关键路径的其它规划

项目安排,按照同类型大修的实际执行工期平均值或历史规划

工期经验值确定,如核岛厂房的探伤预留工期、汽机厂房的探伤

预留工期等。 

5.2大修中长期项目问题的管理 

大修中长期项目管理过程,可能产生某些近期无法解决的

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影响大修执行或者大修工期的项目、检

修方案一直未确定的项目、备件或工器具一直无法满足要求的

项目等,大修中长期项目管理组定期召开例会,负责对大修中长

期项目问题进行跟踪、推动和解决,原则上不影响大修中长期规

划的制定和大修前期准备移交。对部分重大项目或复杂项目,

相关部门负责人应提前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技术方案论证、

初步实施计划、配合项目清单、备件和工具采购清单、合同意

向等[3]。 

5.3大修中长期改造项目的管理 

大修改造项目作为中长期规划项目重要输入,全面系统的

进行中长期改造规划,提前识别改造项目工期需求,可提升大修

中长期项目和规划的准确性,定期对大修中长期改造规划进行

升版,不断迭代。 

对机组运行和安全有影响的改造项目除外,通常大修改造

项目规划安排以不影响大修关键路径为前提,改造部门按照大

修中长期规划的关键路径和相关主隔离窗口,对改造项目进行

初步安排,再与大修规划部门沟通确定,机组的重大改造项目工

期原则上在大修中长期规划的覆盖范围内,必要时根据需要进

行调整,如涉及影响大修关键路径项目的安排,需列出项目占用

大修关键路径的详细说明。 

5.4大修中长期项目管理组运作管理 

因大修中长期项目涉及多个部门和专业,项目收集、窗口及

工期确定等需要多部门协作,加强项目协调与沟通至关重要,可

建立大修中长期项目管理组进行统一管理,定期召开项目协调

会议,及时解决项目规划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要加强部门之间

的协作,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工作合力,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大

修中长期项目管理组主要职能： 

(1)制定大修中长期规划,考虑燃料管理、发电计划和财务

安排的需要,对一些重大项目或重要设备的预测性检查做出安

排,根据每个大修的关键路径项目预计未来各大修的工期和

资源。 

(2)进行大修项目分析和优化,根据大修中长期规划和预防

性维修大纲、在役检查大纲、性能试验大纲、土建和防腐大纲、

定期试验大纲、工程改造中长期计划、机组运行状况等,对未来

的大修项目进行全面优化和安排。 

(3)开展大修前期准备工作,组织升版大修十年大纲数据库,

讨论确定大修项目,组织大修备品备件的集中采购、出版大修十

年大纲和年度大纲,初步确定大修关键路径和工期。 

(4)对未来各个大修重要的关键项目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

工作,包括技术方案、技术文件、初步计划、合同意向等。跟

踪外部经验反馈,研究改进大修中长期项目管理方法,促进技

术进步。 

6 结束语 

大修中长期项目的管理是结合大修中长期规划策略,以满

足设备可靠性和预防性检修周期为前提,统筹大修相关资源,优

化大修项目排布,形成大修中长期项目数据库,并开展重大项目

检修计划制定和备件采购等的前期准备工作,实现提高大修准

备质量、优化大修工期、降低成本和辐照剂量、减少设备维修

隔离次数和节省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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