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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基建质量管理大数据系统应用

杨亚东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６０）

摘　要：火电基建质量管理大数据系统根据全寿命周期质量管理的原理，对火电工程达标投产验收数据、施工质量评价
数据从项目、专业、问题属性、检验项、责任方、标准等视角进行分析，解决了质量工艺数据、质量问题分类分级统计的难

点。准确、便捷提供不同建设阶段的质量通病检索及问题导出，便于项目公司参考解决。实现了基建管理流程标准化，

简化了达标投产业务工作量，提高了建设工程的服务质量，并有助于推动火电工程基建管理工作向科学化、标准化、信息

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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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火电工程（含分布式工程）建设有较强的复杂

性和特殊性，本文的火电全寿命周期基建质量管理

大数据系统（以下简称大数据系统）是将全生命周

期理论应用于火电工程建设控制和管理领域建立的

管理信息大数据集成系统。该系统以国家、电力行

业颁发的有关火电建设的现行规程、规范、标准、相

关规定为建设依据，结合火电工程特点和工程管理

部的具体管理方式，提供对火电工程达标投产验收

数据、施工质量评价数据及相关资料的管理功能。

系统将标准管理对标到火电机组达标投产质量管理

的全过程，此项目为行业内首次以达标投产生产标

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的要素为技术依据开发的

火电机组全过程质量管控平台，有利于推动火电全

寿命周期基建管理工作向科学化、标准化、信息化方

向发展［１］。

１　大数据系统需求分析与总体架构

１．１　需求分析
“火电工程”指利用燃烧技术发电的工程，如燃

煤、燃油、燃气、燃烧垃圾、燃烧生物质等发电工程。

目前，大数据系统定位的主要用户群体是基建管理

部门和基建现场项目公司。大数据系统将结合目前

系统定位及管理内容，考虑划分项目、验收阶段、专

业３个层次，基于这３个层级对验收问题进行管理
组织，并进一步对已收集的问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形成决策参考数据。验收问题除基本描述外，同时

记录问题性质、分级、责任单位。业务规划说明如图

１所示。

图１　业务说明

　　火电基建质量达标投产验收分为初验、复验两个
阶段。初验为过程验收，分为开工前（首次）初验、年

度初验和整套启动试运前（末次）初验。复验是对工

程建设结果的验收，是机组在考核期内完成全部性能

试验项目，并在机组整套启动试运行结束后１２个月
内进行。年度初验时间是１１月１５日至当月底，末次
初验时间为机组整套启动试运前１５ｄ内。
１．２　总体架构

为满足对火电基建质量状况的评价需要，提出

大数据系统功能模型，该系统在统一的数据环境中

存储各项目的验收检查数据，保证业务数据规范有

效。大数据系统整体划分为３个业务子系统，总体
架构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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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总体架构

２　大数据系统的功能设计

２．１　功能架构
技术平台的总体架构分为基础层、平台架构层、

平台应用层和门户层。

基础层是平台和产品运行所需要的操作系统、

数据库和中间件支持；平台架构层包括平台运行所

需要的平台架构和各种技术组件；平台应用层包含

了构建应用程序所需要的系统管理、搜索引擎、电子

表单和业务流程引擎功能；门户层提供了支持企业

门户标准的门户产品，内容包括单点登录支持，企业

统一的组织结构管理，基于门户的集成和企业内容

管理系统［２］。

２．２　子系统模块
大数据系统提供集中式数据管理，即在统一的

数据环境中存储各项目的验收检查数据，保证业务

数据规范有效。该系统整体考虑划分７个主体业务
功能模块。

２．２．１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以工程管理部为操作角色，可提供达

标投产验收相关火电项目管理功能，提供基于项目

构建验收阶段信息。该子模块有两部分主要功能。

（１）项目信息管理，即火电项目基本信息维护
功能。火电项目建立后，可在具体项目下构建验收

阶段，已构建验收阶段的火电项目不能删除。

（２）验收阶段管理。依托火电项目信息，按阶
段类型建立项目验收阶段信息，提供相应维护功能。

已录入报告数据的验收阶段，不能修改阶段类型。

２．２．２　自检数据录入
该子模块提供建设方自检统计结果数据录入，

由工程管理部门人员进行操作，按验收阶段录入建

设方自检统计结果数据。

２．２．３　报告数据录入
报告数据录入可细分为总体报告管理、专业报

告管理、机组检查汇总数据和报告生成４部分。各
部分功能分别为：

（１）总体报告管理。在已建立的验收阶段基础
上，提供涉及验收报告相关的工程概况描述信息的

维护功能。提供复制功能，可拷贝上个验收阶段的

工程概况信息；提供针对验收阶段描述信息，如工程

形象进度、工程进度计划等维护功能；提供生成验收

报告功能，能根据标准格式生成各验收阶段报告和

报告相关附件上传功能。

（２）专业报告管理。提供达标投产具体验收阶
段，７个专业验收结果信息录入。根据专业录入专
业验收整体情况、工程亮点描述（支持图片上传）信

息、验收中出现的问题描述、问题凭证（图片类凭

证）信息。

（３）机组检查汇总数据。提供达标投产具体验
收阶段，机组检查结果汇总数据，分机组录入本次检

查统计结果数据。

（４）报告生成。提供生成验收报告功能，根据
验收阶段录入的总体报告信息、专业报告信息，按现

行报告格式生成 Ｗｏｒｄ版验收阶段报告，并提供报
告相关附件上传功能。

２．２．４　系统查询
可查询系统各种数据信息，包括项目信息、报告

信息等，由工程管理部、分管领导进行操作。该子模

块有两部分主要功能。

（１）项目阶段查询。可按立项时间、项目名称、
阶段名称等信息查询项目及验收阶段信息，并可查

看到具体验收报告。

（２）问题查询。可按项目、阶段、专业、问题内
容对问题信息进行查询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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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决策分析
该模块可按照项目视角、阶段视角、专业视角对

检查验收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形成统计结果并提供

相应图形展示。由工程管理部、分管领导进行操作，

分析内容包括质量特色统计分析、安全特色统计分

析、质量问题统计分析、安全问题统计分析、专业统

计分析、同类问题分析等。

２．２．６　辅助管理
辅助模块可分为专业配置和分类管理两部分，

分别提供检查验收专业配置管理功能和阶段分类、

问题分类管理功能。

２．２．７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可细分为６个部分，各部分功能如下。
（１）用户管理。管理和维护系统的用户信息。
（２）组织机构管理。多层次树型组织机构定

义，满足企业组织机构和人员的调整和变化。

（３）部门和用户管理。用于部门的维护及指定
部门下用户的维护。

（４）角色管理。管理和维护系统中的角色，管
理和维护角色与用户的对应关系。

（５）菜单管理。管理和维护系统的操作菜单。
（６）权限设置。系统采取严格统一的用户权限

定义、维护及控制机制，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操作

的针对性。可根据需要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可分

级、分类集中授权；不仅能够实现静态的权限控制，

而且将工作流与流程、表单、数据的管理有机地结合

起来，实现动态权限控制。

３　大数据系统的应用实践

目前大数据系统上线已录入２０１６年以来５８个
项目检查信息及５０００余条过程检查数据，并实现
从项目、专业、问题属性、检验项、责任方、标准等视

角对验收情况及检查情况进行分析、统计。平台稳

定、可靠、效率高、速度快，具备可扩充性和易维护

性、合理的体系结构和良好的集成性，数据、信息资

源共享，参与工作的任何一个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

或地点，通过客户端从唯一的信息来源安全地操作

相关业务信息。

该系统运行后得到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和上

级基建管理部门高度认可，并要求在今后达标投产

工作中实施推广。该系统成功应用于实际工程建设

项目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社

会效益，为在建机组工程建设管理体系提供了有力

的数据支持，项目整体技术分别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国际先进水平。

４　结论

大数据系统通过火电工程达标投产子系统项目

建立、自检报告管理、数据录入，提供基建质量管理

相关数据查询及决策，实现火电工程基建质量通病

检索及检索结果的导出，为项目公司提供火电基建

质量管理大数据系统客户端及电力建设标准培训考

核清单远程咨询。解决了质量工艺数据、行业标准

数据、质量通病缺陷分析、移动技术与质量管理相结

合、分类分级统计的难点，提高了建设工程的服务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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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３页）地系统如发生故障，轻则导致计量
不准确、信号异常，重则会发生保护误动、拒动，进而

发生重大事故。如果防雷接地和保护接地不规范，

还有可能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因此，需要火电厂电

气专业人员从基建期开始，认真学习相关的规程规

范，认真落实相关的规定；在运营期要严格执行接地

设备定期检查、检验的工作制度，发生接地故障要及

时排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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