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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15+8'月  24 日

关于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s”

2号发电机组设备事故的通报

⒛15年 3月 13日 14时 47分 ,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号发电机组突然发生爆炸燃烧,引 发火灾和设各损坏。事故当

天正值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闭幕会,造成了一定社会影

响。事故发生后,华北能源监管局组织成立了华能北京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13”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目前事故原因已

查明,认定为因设各质量缺陷导致的一般设各事故。事故详细情

况见附件 《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η·13” 号机组一般设各

事故调查报告》。

为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各有关单位应做好以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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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工作。

一是要高度重视汽轮机设各损坏事故防范工作。本次事故的

直接原因是汽轮机部件损坏,随后引发氢爆燃烧并产生大量浓

烟。各单位要认真吸取℃·13”事故教训,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国家能源局《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

(国 能安全 E⒛ 14)161号 ),从设各制造、设计、运行和维护

等环节严格细致做好设各基础管理工作,防止汽轮机设各损坏事

故的发生。

二是要开展汽轮机设各的隐患排查工作。有关发电企业应对

与本次事故类似的现役机组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并 紧密结合近期

下发的《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电力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方案的通知》 (国 能综安全 E2015〕 435号 )的要求,制定相

关的安全生产技术措施。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机组,要尽快落实整

改时限、整改责任、整改资金、整改措施,确保设各运行安全可

控在控。

三是要开展汽轮机金属部件应力腐蚀的研究工作。有关发电

企业应在隐患排查的基础上,联合科研院所和制造厂家开展汽轮

机组转子、叶轮、叶片等部件金属试验的研究工作;对类似俄制

汽轮机组通流部件的金属材质和机械性能应进行检验,并对设计

上应力集中区域加以详细分析,评估其安全性,及时研究制定和

实施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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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切实加强汽轮机设各运行维护工作。有关发电企业要

不断强化对汽轮机设各的巡视检查和实时监控,强化长期监测数

据的分析应用,特别是对于异常的监测数据,应及时采取措施 ,

必要时联合制造厂家和研究机构对问题彻底分析、全面排查。

五是要进一步加强风险预控体系建设。各单位要按照《国家

能源局关于加强电力企业安全风险预控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X国

能安全 E⒛ 15〕 1号 )的有关要求,做好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建

立起设各全方位管理、全过程管理和设各全寿命周期管理的工作

机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水平。

附件: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3” 号机组一般设各

事故调查报告

2015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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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1s”

2号机组一般设备事故调查报告

⒛15年 3月 13日 14时 47分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

观音堂村 100号 的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号汽轮发电机

组突然发生爆炸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本次事

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88。佰 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家能源局和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 即

启动应急响应,北京市副市长张延昆同志对做好善后处理和事故

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能源局委托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

局组织调查。经请示北京市政府,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牵头北

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公

安局消防局、华能华北分公司,组成了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13” 号机组事故调查组,依据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

调查处理条例》 (国 务院第 599号条例 )和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第⒆3号条例 )开展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
“四不放过

”
和
“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
”
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

实验测试、检测鉴定和专家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

经过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

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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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一、基本情况

(一 )事故单位情况

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又名华能北京热电厂 ),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毗邻东五环,隶属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目前电

厂总装机容量 1768兆瓦,为 热电联产企业,被北京市确定为东

南热电中心。电厂分两期工程建设,一期工程安装 4台 前苏联(俄

罗斯 )产燃煤发电机组,19∞ 年全部投产,发 电装机容量 845

兆瓦,供热能力 13OO兆瓦;二期工程安装
“二拖一”

燃气-蒸汽联

合循环机组,⒛ 11年底投产,发电装机容量”3兆 瓦,供热能

力 650兆瓦。电厂还建有供热专用燃气热水炉,全厂供热能力占

北京市集中管网供热的三分之一,供热面积 5000佘万平方米 ,

是北京市发电能力最大、国内供热能力最大的热电厂。

(二 )事故设各情况

发生事故的是华能北京热电厂2号机组,机组容量 165兆瓦,

供热能力 133兆瓦,于 1998年 1月 21日 投产。2号机组锅炉采

用德国巴布科克生产的W型火焰带飞灰复燃装置的液态排渣塔

式直流炉,型号为 WGZ83O/13。⒎1;汽轮机为俄罗斯乌拉尔汽轮

发动机厂制造的带工业抽汽及采暖供热的双抽机组,型号为

PT-140/165-13O/15-2;发 电机由俄罗斯圣彼得堡电力工厂制造 ,

额定功率 165兆瓦,型号为TBB-167乇Ey3。 机组自投产至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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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过 3次 ,最近一次大修是在⒛10年 5月 完成。主厂房为单层

大跨度彩钢结构厂房,占地面积 20O0O平方米,建筑面积 84885

平方米,建筑高度 27米。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情况

(一 )事故发生经过

⒛15年 3月 13日 14时 47分 ,2号机组出力 140兆瓦,带

供热负荷 580吉焦//l、 时。14时 47分 ,汽轮发电机组突然剧烈振

动,在 6号轴瓦处发生爆炸 (氢气爆炸 ),几秒钟后其他轴瓦处

接连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并引燃厂房顶棚,产生大量浓烟,2

号机组跳闸。

(二 )应 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电厂值班人员立即通知电厂专职消防队进行救

火,并拨打 119报警。14时 52分,1号机组除氧器水位快速上

涨,无法维持运行,当 班值长令 1号机组破坏真空紧急停机。

15时 13分 ,1号机组转速到零,值班员投入盘车后撤离一单元

控制室。15时 17分 ,受浓烟影响,值班员有序撤离二单元控制

室。电厂根据火势蔓延情况及时疏散了现场所有人员。

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于 14时 ⒆ 分接警,迅速调派 18个消

防中队、91辆消防车、540余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处置。北京市

委、市政府、公安部、市公安局、市消防局等领导到场指挥 ,现

场采取了
“强攻近战、内外夹击、分片分段堵截、消灭火灾

”
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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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法,至 16时左右将明火全部扑灭。

16时 ” 分,电厂值班员进入控制室陆续恢复其他机组的生

产运行。

三、事故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2号发电机组跳闸,1、 3、 4号发电机组接连避险

停运,全厂损失电力负荷 “0兆瓦,事故未造成对用户停供电,

未对电网和热网运行造成实质性影响。事故引发的火灾造成 2号

汽轮发电机组表面大部分过火,轴瓦、励磁小轴、轴承箱等部分

设各损毁,汽机辅机设各大部分过火,部分损毁,2号机组所处

的厂房顶棚钢梁过火,局 部顶棚烧穿,厂房 0米 、4米、6米、

12米平台多数竖直钢梁、楼梯过火, 相邻厂房顶棚部分损毁 ,

部分窗户玻璃破损。事故引发的火灾主要是汽轮机油、氢气、建

筑材料以及电缆等易燃物品的燃烧。根据运行记录估算,当 日2

号机溢出汽轮机油约 50OO升 ,漏 出氢气量约 15.5立方米。根据

消防部门估算,过火面积约 500平方米。

经事故经济损失评估单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司法鉴定中

心评估,本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 988.46万 元。

四、事故原因

调查组经查勘事故现场,分析机组运行监控系统各类信号和

数据,问询电厂运行和检修人员,未发现人为误操作、运行管理

失职和恶意破坏的因素。调查组经技术分析后认为事故原因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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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华能北京热电厂 2号机组汽轮机第⒛ 级叶轮轮缘在运行中突

然断裂。钢铁研究总院和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技术鉴定确定 ,该

轮缘的断裂属于在应力和腐蚀性介质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应力腐

蚀断裂。经核对机组原始设计资料,⒛ 级叶轮正处在干、湿蒸

汽交替区,具各发生应力腐蚀的条件。汽轮机长期运行过程中 ,

在应力和腐蚀性介质共同作用下,首先在叶轮反 T形槽内壁上方

根部形成微裂纹,随着应力腐蚀裂纹的扩展,裂纹面积越来越大 ,

剩余承载面积越来越小,当 剩余承载面积不足以承受叶片离心力

的作用时,剩佘面积将以剪切的方式瞬时断裂,从而导致轮缘的

脱落。轮缘截面如图:

另一方面,⒛ 级轮缘加工工艺粗糙,材质存在缺陷。经北

京北重汽轮电机有限责任公司检测,⒛ 级轮缘反 T形槽加工工

艺粗糙,多个部位粗糙度达到 6.3微米,远远大于同类型机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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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引进单位哈尔滨汽轮机厂 《汽轮机主要零部件 (转子部分 )力口

工装配技术条件》规定的 3.2微米;现场测量反 T形槽两个 R角

低于 0.3毫 米,也低于上述技术条件。工艺不规范的部位会导致

应力的高度集中,使断裂更易发生。⒛ 级轮缘材质经华北电科院

金属检验,材质与国产 34C1。Ni1Mo型号的钢材近似,主要强度

特性满足国内标准要求,但冲击韧性和断面后延伸率低于标准 ,

材料表现偏脆、硬和韧性较低。

第 20级叶轮轮缘断裂后,连带39片 叶片脱落在汽轮机低压

缸内。由于总体脱落质量达到了123千克,导致汽轮发电机组轴

系严重失衡,机组轴系发生了剧烈的振动,导致轴和轴瓦严重磨

损,同 时导致轴封和氢气密封系统失效。随后,润滑油和氢气发

生大量泄漏。由于润滑油和氢气都属于可燃物,接触空气后 ,加

之存在正常运行的励磁系统火花和高温的轴系转动部位 ,润滑油

和氢气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和燃烧。

五、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13”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号机组事

故是一起设各质量缺陷导致的一般设各事故。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由于事故是因设各质量缺陷导致,建议不对华能北京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和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行政处罚。事故设各制造单位为

俄罗斯乌拉尔汽轮发动机厂,对事故发生负有产品质量责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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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各以易货贸易方式引进,制造期间正处在前苏联解体时期,对

责任单位建议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七、暴露的问题

(一 )国 内在役的苏联解体时期生产制造的大型发电机组设

各可靠性不高,其老化速度可能较快,特别是个别部件加工质量

一般,加工工艺不能满足国内生产技术标准要求;

(二 )电力行业普遍缺乏对汽轮机转子应力腐蚀的研究,由

于国内多年未出现应力腐蚀事故案例,发 电企业普遍缺乏在此方

面的防范意识。目前国内在役同类型机组也可能存在同类事故隐

患;

(三 )现行的发电机组定期检修和试验技术标准对此类俄制

机组针对性不足。检修和试验技术标准中缺少对机组长期运行和

频繁调峰后,开展套装转子应力集中部位和干、湿蒸汽交替区域

的检查和维护内容。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 )华 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应进一步加强设各事故隐

患管理工作,不 断完善设各的巡视检查和实时监控,强化长期监

测数据的分析应用,特别是对机组异常的监测数据,应及时采取

措施,必要时联合制造厂家和研究机构对问题彻底分析、全面排

查。

(二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华能华北分公司、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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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应积极推动汽轮机组转子、叶轮、叶片等

部件金属试验的研究工作,提升金属部件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能

力;对其他俄制汽轮机组通流部件的金属材质和机械性能应进行

检验,并对设计上应力集中区域加以详细分析,评估其安全性 ,

及时研究制定和实施改进措施,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三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华能华北分公司、华能

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应认真吸取此次事故经验教训,举一反

三,全面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细致地做好设各的

基础性管理工作,并发挥集团优势加强安全生产技术交流,全面

提升发电运行整体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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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全国电力安委会成员单位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安监
`总
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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