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轮发电机组改造增容与优化运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水轮发电机组改造增容与优化运行>>

13位ISBN编号：9787508470832

10位ISBN编号：7508470834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陈锡芳

页数：1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轮发电机组改造增容与优化运行>>

前言

　　水力资源是清洁、可再生能源，也是用于发电的优质能源。
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人类生存的问题上，能源的供应和安全是国家和民生最关注的问题。
呼吁采用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可再生的能源，减少有害排放物已成为减少环境污染的主要途径。
水力发电作为开发利用最早、开发技术比较成熟的全球能源量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正在被人们重视和
得到有效利用。
　　水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主要包括：开发尚未利用的水电资源，兴建新的水力发电厂；对已建成的电
厂的水轮发电机组进行现代化改造、修复、扩容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使水力资源得到更充分、更有
效的利用。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水力资源，充分发挥现有水电站（电厂）的效益，采用现代科
学技术和新材料、新结构，对老水电站（电厂）进行改造增容，充分发挥老水电站（电厂）的作用。
为我国能源的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据有关资料统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6年在6～100Mw的水电机组共投产634台
约13580MW。
其中，容量8～20MW的机组约占54.5％。
特别在改革开放以来，水电装机容量有了更大的发展，到2006年底水电机组投产容量已达1.3亿多kW
。
为机组的改造增容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小水电作为水电机组技术改造的另一股潜力，我国目前拥有小水电站4.3万多座，大多数建于20世纪70
～80年代，经过几十年运行，这些小水电站的设备都需要改造。
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我国水电设备的发展给水电机组的改造增容带来了巨大的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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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讨论和研究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改造增容的主要技术问题和要求。
对水轮发电机组改造增容的具体方法和操作程序进行了论述，并对水电站机组的经济和优化运行也作
了相关的论述。
    本书共分15章。
第1章叙述我国的水力资源和发电设备制造概况以及机组改造增容潜力。
第2～5章介绍水轮机和发电机的特性、参数与结构。
第6章论述水轮发电机通风冷却与发热。
第7章主要论述发电机关键部件加工制造工艺。
第8、9章对水轮发电机组改造增容的原则和条件以及对发电机的检测、试验与寿命评估作了论述。
第10、11章论述水轮发电机组改造增容途径和改造后的试验、核算与鉴定。
第12、13章专门论述水轮机和发电机的改造增容，并介绍了发电机采用蒸发冷却增容的思路和方法。
第14、15章论述水电站机组的运行和故障，并对机组的经济和优化运行也作了论述。
    本书内容新颖，言简意赅，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可供水电站(电厂)和机组制造厂以及水电站设计部门从事设计、制造、运行、检修及安装等方面的工
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查阅、使用。
也可供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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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芳，1938年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设计师，1991年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从事水轮发电机设计制造工作50年来，先后负责国内外重大产品设计14余项；负责和承担国家科技
攻关项目多项。
对水轮发电机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
担任葛洲坝(170MW)发电机主任设计，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葛洲坝推力轴承研究”获成都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50MW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研制”项目，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负责
“李家峡400MW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研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参与三峡机组研究与论证，获国家重大装备办公室颁发表彰奖。
 
    1993年起先后负责二滩、三峡等机组的技术引进及图纸审批工作，以及贯流式机组的研制。
近年进行小湾、拉西瓦、溪洛渡、向家坝和锦屏及1000MW级等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的可行性论证。
被三峡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聘为机电技术专家，参与三峡机组重大技术问题研讨和决策。
 
    曾赴加拿大、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等10余个国家进行水电考察和技术研讨。
2003年起被聘为抽水蓄能机组技术引进专家组成员，参与技术引进及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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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力资源作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是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众多的河流，地理和气候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水能资源。
因此，我国是世界上水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人均占有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5.1％。
经过全面的复查和勘测计算，我国大陆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在10Mw以上的河流约3886条，水力资源理
论蕴藏量约6.94亿kw，年理论发电量为6.08万亿kw·h，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为5.42亿kw，技术可开发
年发电量为2.47万亿kW·h，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约4.02亿kw，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为1.75万亿kW·h
。
小水电是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
据2005年对农村水电资源的调查，全国农村可开发水电资源为1.28亿kw。
从水力资源的复查结果表明，我国水力资源无论理论蕴藏量、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还是经济可开发
装机容量及已建和在建水电站容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水电富甲天下。
　　水力资源是中国能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水电能源是保障未来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举措之
一，水电机组的改造增容是持续发展我国水电能源的重要途径。
　　1.1.2水力资源开发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是开发水力资源较早的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水力
资源的开发已达70％左右。
我国由于工业化进程滞后，水电开发真正起步始于20世纪的后半期。
经过50多年的建设，到2006年底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3029.22万kW，约占总容量的20.89％。
从我国水力资源较丰富的西部地区开发状况看也是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的，据报道至2006年底西藏自治
区按已建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核算.其水力资源开发不到5％；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分别为22.6％、10％
和28.2％。
可见水力资源开发速度与天然资源条件还是不相称的，也是低于世界水平。
由此可知在今后15～20年内水力资源开发任务艰巨。
　　预测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有望达到1.9亿kw和3亿kw，水力资源开发程度将分别达
到35％和55.4％，将逐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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