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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汽轮机监视和保护系统验收测试规程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力发电厂汽轮机 (包括给水泵汽轮机)监视和保护系统验收测试的内容、方法及应

达到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装设单机容量为 125MW -600MW 等级机组的火力发电厂汽轮机 (包括给水泵汽轮

机)监视和保护系统新建工程各个阶段的验收测试和技术改造工程的验收测试。其他容量机组的验收测

试以及机组检修后的测试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DL/T 701 火力发电厂热工自动化术语

  DL 5000 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

    DL/T 5190.5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第5部分:热工自动化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其他术语、定义和缩略语参见DL/T 701.

3.1

    汽轮机监视仪表 turbine supervisory instruments(简称TSI )
    是一种连续监测汽轮发电机组轴系和汽缸的机械工作参数 (包括转速、振动、差胀、偏心、轴向位

移等)的系统，并在被测参数超出预设值时发出报警及停机信号。有时该装置还可提供用于故障诊断的

各种数据。

3.2

    汽轮机紧急跳h]系统 emergency trip system(简称ETS )
    在汽轮机运行过程中出现异常时，能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处理，并在异常情况继续发展到可能危及设

备及人身安全时，能采取断然措施停止汽轮机运行的保护系统。汽轮机危急跳闸系统又称汽轮机保护系

统。

3.3

    超速跳闸保护 over-speed protection trip(简称OPT)
    汽轮机保护系统功能之一，当汽轮机转速超过某一限值时自动跳闸，迅速关闭调速汽门和主汽门。

4 验收测试的内容及测试条件

4.1 验收测试的内容

4.1.1 在完成系统调试后，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功能和性能的测试，对己完成的测试项目，在最终验收时

可以通过检查合格的测试记录 (该记录须由业主、施工、调试等有关方签字)，且证明符合要求而免予

测试，必要时验收方可以决定进行必要的抽测。

4.1.2 ETS和TSI的性能测试和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的测试，还应在系统投入运行后根据机组运行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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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测试。

4.1.3 新建机组完成16$h (72h)试运行后以及最终验收时，ETS系统应进行正确动作次数、完好率和
接入率的统计和考核。

4.1.4 机组启动前应进行机炉电大连锁模拟试验。

4.2 测试条件

4.2.1 根据汽轮机监测仪表系统和保护系统的原理图及接线图，按照设备制造厂的说明书和有关标准，

确保设备已经安装到位，线路接线正确、牢固。

4.2.2 系统供电电源可靠，供电品质符合要求。

4.2.3 系统接地、信号电缆屏蔽、绝缘性能符合设备制造厂的要求及DL 5000的规定。

4.2.4 系统的工作环境应符合制造厂技术规范的要求。

4.2.5 测试仪器符合计量检定标准。

4.2.6 就地测量元件、取源部件、电磁阀及继电器、开关等设备的安装应符合DL/T 5190.5的有关规定。

系统组件及传感器、前置器、压力开关等已经过校验，校验数据合格。

4.2.7 最终验收测试应在系统已进行静态调试并合格，所有组件工作稳定、可靠，并随主机安全稳定地

连续运行60d以上。

4.2.8

4.2.9

现场具备在线测试条件，有完善的技术和安全措施。

设备制造厂及设计图纸资料齐全。

5 汽轮机监测仪表系统

5.1 功能测试

5.1.1 轴向位移监视功能测试

5.1.1.1 试验前轴向位移应按制造厂的要求正确调整零位。

5.1.1.2 测量传感器安装间隙电压，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

5.1.1.3 调整传感器间隙，利用塞尺或千分表进行检查，并记录前置器对应的输出电压及轴向位移监视

器示值。其系统测量误差应在士3%以内。

5.1.1.4 改变传感器间隙，对报警及危急信号的输出进行测试:当传感器调整到报警设定值时，监视器

应发出报警输出接点信号 (传感器调整应按正、负两个方向进行调整，应遵照不同制造厂的设计安装方

式的要求测试);当传感器调整到停机设定值时，监视器应发出停机输出接点信号。

5.1.2 差胀监视功能测试

5.1.2.1 试验前差胀应按制造厂的要求正确调整零位。

5.1.2.2 用塞尺检查传感器安装间隙，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

5.1.2.3 调整传感器与测量面之间的间隙，利用塞尺或千分表进行检查，并记录前置器对应的输出电压

及差胀监视器示值。其系统测量误差应在士3%以内。

5.1.2.4 改变传感器间隙，对报警及危急信号的输出进行测试:当传感器调整到报警设定值时，监视器

应发出报警输出接点信号;当传感器调整到停机设定值时，监视器应发出停机输出接点信号。

5.1.3 转子偏心及键相监视功能测试

5.1.3.1 测量传感器安装间隙电压，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

5.1.3.2 在盘车状态和升速状态，将前置器对应的输出电压及监视器示值与就地安装的机械千分表或者

偏心度指示表示值进行比较。其综合误差应在士8%以内。

5.1.3.3 改变传感器间隙，对报警信号的输出进行测试。当传感器调整到报警设定值时，监视器应发出

报警输出接点信号。

5.1.4 振动监视功能测试

5.1.4.1 用塞尺检查轴振动传感器安装间隙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前置器对应的间隙电压值，用万用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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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座振动传感器的阻值，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

5.1.4.2 利用专用函数发生器给监视器输出相应的信号，记录振动监视器示值，与理论值进行比较。其

系统测量误差应在士3%以内。

5.1.4.3 改变信号输出值，对报警及危急信号的输出进行测试:当信号发生器给定信号调整到报警设定

值时，监视器应发出报警输出接点信号;当信号发生器给定信号调整到停机设定值时，监视器应发出停

机输出接点信号。

5.1.5 转速及零转速监视功能测试

5.1.5.1 用塞尺检查传感器安装间隙，应符合制造厂规定。

5.1.5.2 转速监测器示值全量程精度应在士1 r/min之内。

5.1.5.3 对报警信号的输出进行测试:当汽轮机转速到达各个报警设定值时，监视器应发出报警输出信号。

5.1.6 缸胀监视功能测试

5.1.6.1 试验前缸胀传感器应按制造厂的要求正确地调整零位。

5.1.6.2 调整传感器使之伸长或缩短，利用游标卡尺进行检查，并记录前置器对应的输出电压及缸胀监

视器示值。其系统测量误差应在士3%以内。

5.1.6.3 调整传感器位置，对报警信号的输出进行测试:当传感器调整到报警设定值时，监视器应发出

报警输出接点信号。

5.1.7 监视器状态、旁路、报警及危急指示功能测试

    该项仅对具有类似功能的监测仪表系统进行测试。当测量回路正确连接，传感器间隙调整在监视器

指示量程范围内时，其指示应正常，否则应有故障指示;当线路发生故障或者人为切除监视器通道时，

该通道应发出旁路指示;当监视器发出报警和停机输出信号时，监视器应发出相应的报警和停机指示，

L̀i报警消失后，堑位监视器，报警和停机指示应消失。

5.2 性能测试

5.2.1 模件在线维护性能测试

    TSI装置应具备模件在线更换功能。将模件设置为通道旁路、危险旁路方式，对有关线路进行维修、

更换监视器模件时危险继电器不会动作。

5.2.2 通、断电抑制功能测试

    在电源接通或断开的瞬间，监视器不会误发信号。

5.2.3 监视器在线自诊断功能测试

    根据装置具有的自诊断功能 (上电自诊断、周期性自诊断及用户启动自诊断)，按照制造厂提供的

说明，人为设置部分故障方式测试装置的在线自诊断功能，查看自诊断结果，并作好记录。

5.2.4 缓冲输出及记录仪输出功能测试

    将前置器输出信号与对应的监视器缓冲输出信号进行比较，测试缓冲输出通道的有效性。

    将对应的量程信号送入监视器，对监视器指示值与监视器输出模拟量进行比较，测试监视器记录仪

输出通道的有效性。

5.2.5 数据通信能力测试

    具有与 DCS数据通信功能的监测仪表，应按照制造厂提供的通信参数进行通信速率、通信数据、

数据刷新时间等内容的测试。通过专用信号发生装置使TSI监视仪表产生各种数据向DCS提供，在工

程师站打印出相应的数据清单及趋势图。

6 汽轮机保护系统

6.1 功能测试

6.1.1 操作按钮及指示灯测试

    对于专用ETS操作盘或在DCS显示器画面上的软键盘，都应该进行转换开关、按钮及指示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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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认各转换开关及按钮工作正常，且操作目的与执行结果一致，操作灵活，无卡涩或拒动现象出现;

各指示灯能准确显示ETS系统工作状态及相应的报警项目。

6.1.2 电超速跳闸保护验收测试

6.1.2.1 汽轮机电超速跳闸保护试验按照制造厂规定的方式进行。宜在机组第一次带初负荷一段时间后

进行;热态机组可以在主汽压力达到规定值时直接升速进行试验。试验前应先做阀门严密性试验，然后

汽轮机挂闸开启高中压主汽门，进行手动打闸试验，确认手动危急遮断装置动作可靠。

6.1.2.2 试验前应确认电超速跳闸保护及汽轮机振动保护、轴向位移保护、差胀保护等保护均已投入，

以确保机组安全。同时应退出DEH系统OPC和110%保护，且由专人负责退除机械超速保护，一旦发

现汽轮机转速高于电超速跳闸设定值l Or/min，应立即手动打闸停机。

6.1.2.3 升速过程应平稳，在3000r/min向上升速过程中绝不允许中间停留。

6.1.2.4 严密监视汽轮机转速及轴承振动，一旦发现振动异常而振动保护未动作，应立即打闸停机。

6.1.2.5 投入计算机记录打印，记录电超速保护动作值。若电超速保护实际动作值与110%规定值的偏

差超过士2r/min，则需重新整定设定值，再进行试验。试验完成后，应立即打印出转速趋势图及相关参

数。

6.1.3 跳闸回路测试

    跳闸回路测试应在汽轮机挂闸后进行。每项保护应分别进行测试，测试方法应采用模拟实际保护接

点动作进行。若在测试其中一项保护时，其他保护实际发生动作，则机组应跳闸停机。

6.1.4 机电炉大连锁模拟试验

    机电炉大连锁调试完成后应对其进行连锁模拟试验，确认锅炉跳闸MFT、汽轮机跳闸、发电机跳闸

中任意一个动作，另外两个主保护应按设计要求动作，并应有显示信息及动作情况记录。

6.2 性能测试

6.2.1 压力开关测试

    接入ETS系统跳闸回路的压力开关在完成调试后应进行测试，在最终验收进行必要抽查测试时，应

随意选取现场安装的ETS系统压力开关，在实验室中采用标准校验台进行以下指标的测试，合格率应为

100 。

    a)准确度测试:每台压力开关在设定值上重复校验两次，其动作值与设定值相对误差不大于1%(按

        照设定值是上行还是下行进行)。

    b)回差:压力开关动作值(Pd)与压力开关返回值(Pf)之间的差值。应满足2% Pd-<-u<,6% pfa
6.2.2 首出跳闸原因记忆测试

6.2.2.1 对于采用可编程控制器的ETS系统，测试首出跳闸原因记忆功能。

6.2.2.2 对于进入分散控制系统的ETS系统，测试追忆跳闸的事件顺序。

6.2.3 系统电源失电、切换测试

    若ETS系统设计安装有相互切换的电源回路，对主电源与备用电源分别断开供电总开关，进行相互

切换测试，若切换时引起部分回路断电或者引起机组跳闸，则电源回路切换不合格;若ETS系统设计安

装有两路独立的供两个通道的电源，则分别断开其中一路电源的供电总开关，相应断电的通道跳闸电磁

阀应该动作。除非两路电源均断开，否则不应引起机组跳闸。电源切换时，ETS保护回路不得出现抖动

或误动。

6.2.4 系统接地绝缘测试

6.2.4.， 检测系统交直流回路的绝缘，用500V绝缘电阻表检查，其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MUo

6.2.4.2 检测跳闸电磁阀 (对直流220V供电线圈应采用1000V绝缘电阻表检测)，其线圈绝缘电阻应

不小于2MQ o

6.2.5 动作正确性，完好率和接入率考核

6.2.5.1在机组运行过程中应作好ETS系统的动作正确性、完好率和接入率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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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2 ETS动作正确性考核。
    a) ETS应进行动作正确性考核。在考核期内不应发生ETS拒动或错误动作。

    b) ETS系统正确动作次数的统计工作自整套系统投入工作后即开始进行。开始计算动作正确性的

        时间可由供需双方商定，其间不允许解除跳闸条件。

    c) ETS系统动作正确性的统计期应不小于90d(需扣除机组停机检修时间)。如果在此期间ETS发

        生任何拒动或者错误动作，则系统应重新进行不少于90d的动作正确性考核，在此期间若系统

        再发生错误动作，则判定系统为不合格。

6.2.5.3 ETS完好率考核。

    a) ETS系统输入输出点的完好率不得低于99%.

    b) ETS系统的完好率可按式 (1)计算，即

                                              F=n INX 100% (1)

    式中:

    n— 抽样检查时合格的输入输出点数;

    N— 总抽样检查点数，其中用于ETS动作回路的输入输出点必须全部检查合格。

6.2.5.4 输入输出点的接入率测试:

    a) ETS系统输入输出点的接入率不得低于99%.

    b) ETS系统的接入率可按式 (2)计算，即

                                            J=IIDX 100%                                  (2)

    式中:

    I— 实际接入的输入输出点数;

    D— 设计的输入输出点数。

7 抗干扰能力测试

7.1 电缆的检查。检查安装在汽轮机轴承箱内的延伸电缆应耐油、耐高温和耐振，传感器和延伸电缆

的接插件外表面应采取绝缘措施。检查接入TSI及ETS系统的电缆选型和安装情况。模拟量信号必须采

用计算机控制双绞屏蔽电缆;开关量信号也必须采用屏蔽控制电缆。控制电缆与动力电缆的敷设应符合

DL/T 5190.5的有关规定。对腐蚀性较强、温度较高的地方应敷设耐腐蚀、耐高温的电缆。

7.2 抗射频干扰能力测试。按照分散控制系统抗干扰要求进行测试。

7.3 系统只允许单点接地，测试接地电阻小于规定值。检查TSI装置接地点应符合制造厂要求。

7.4 抗共模差模干扰能力测试。

    a)测试要求:在输入端子处测量从现场引入的共模干扰电压和差模干扰电压。

    b)实际共模干扰电压值应小于输入模件抗共模干扰电压能力的60%.

    c)实际差模干扰电压所引起的通道误差应满足式 (3)的要求，即
                  NM眼

U N%/10 20毛0.05%9 (3)

式中:

UN — 信号回路中的交流分量 (峰峰值)与该信号量程之比;
NMR— 差模抑制比。

8 文档验收

    系统应提供下列完整有效的文档资料:

    a)技术协议;

    b)汽轮机监测仪表系统校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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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系统压力开关校验记录;

d)制造厂提供的技术资料及图纸;

e) ETS系统试验报告;

f) TSI系统传感器安装记录;

g) ETS. TSI系统设计接线原理图;
h)汽轮机TSI系统测点布置图;
i)汽轮机保护参数设定值;

J)专用调试仪器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