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协核电函〔2024〕125 号 

 

 

 

各有关单位：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于2024年6月13日组织召开了

2024年深度经验反馈报告项目启动会。现将会议纪要印发给你

们，请收悉。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 

                    2024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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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 20 日） 

6 月 13 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以下简称分会）

以视频方式召开了 2024 年深度经验反馈报告项目启动会。来

自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福建宁

德核电有限公司、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山东核电有限公司、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

司、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华能山东

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中核运维技术有限

公司、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广核集团重大设备管理办

公室、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等单位的编审组专家和

成员参加了会议，参会人员名单见附件 1。会议审查并通过了

2024 年深度经验反馈报告编制工作方案，并就报告编审工作及

后续工作安排等进行了充分交流，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现

纪要如下： 

一、会议审查并通过了《反应性管理（SOER2007-1）How to 

Review 报告编制工作方案》《大型电力变压器可靠性（SOER 

2011-1）How to review 报告编制工作方案》和《应急柴油机

故障深度分析报告编制工作方案》（附件 2）。为保证报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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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质量和工作进度，各参编专家应按照工作方案中的任务目标

和时间节点开展编写工作。 

二、会议明确，两份 SOER How to Review 报告将使用协

会即将发布的最新版汉化 SOER 报告，并结合行业良好实践，

覆盖 SOER 报告的原有全部行动项，同时报告格式参照 WANO 相

关报告，以便于成员单位借鉴。 

三、会议明确，两份 SOER How to Review 报告需通过国

内行业发生的历史事件分析，力争在原 SOER 报告基础上增加

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附加行动，便于行业对标，条件成熟时可

提供给 WANO 等相关组织参考使用。 

四、针对应急柴油机故障深度分析报告的编写工作，做出

以下安排： 

1.会议同意，应急柴油机故障深度分析报告工作组增补大

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等中广核重要核电基地的柴油机领域

专家，以便全面收集各核电厂应急柴油机高级别事件报告； 

2.会议明确，应急柴油机故障深度分析时将 2013 年以后

的各集团柴油机不可用事件作为高级别柴油机事件纳入分析

范围。工作组各相关人员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前将可编辑版报

告提交至课题组协调员，并在编写报告时考虑《SOER 2002-2

应急电源可靠性》报告中与柴油机相关的事件及行动项。  



- 4 - 
 

附件 1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备注 

1 黄小桁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技术委

员会专家委员 

首席专家兼编

审组组长 

2 黄清武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 

首席师 
编审组副组长 

3 杨高升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堆工运行研究所

所长 
编审组副组长 

4 丁剑阳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运行三处 

副处长 
编审组成员 

5 王丰景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运行三部 

主任操纵员 
编审组成员 

6 李锐刚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运行二处 

白班值值长 
编审组成员 

7 原野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运行二部 

运行值长 
编审组成员 

8 李宝佳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运行一处 

高级操纵员 
编审组成员 

9 邹俊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运行一部 

资深值长 
编审组成员 

10 程鹏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运行一处 

高级值长 
编审组成员 

11 王晓伟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运行支持科 

副科长 
编审组成员 

12 谭东 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 
运行部 

培训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3 丁斐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运行一处 

副值长 
编审组成员 

14 王栋栋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部 

堆芯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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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备注 

15 魏威 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运行部 

见习机组长 
编审组成员 

16 王艳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 

副主任 
课题组成员 

17 晁昊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 

专责 
课题组成员 

18 林凌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绩效改进研究所 

主任工程师 
课题组成员 

19 魏来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堆工运行研究所 

反应堆高级工程师 
课题组成员 

20 沈祺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绩效改进研究所 

主管工程师 
课题组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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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备注 

1 黄小桁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技术委员

会专家委员 

首席专家兼编

审组组长 

2 赵昔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副总经理 编审组副组长 

3 黄清武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 

首席师 
编审组副组长 

4 昌正科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设备可靠性研究所 

所长 
编审组副组长 

5 薛坤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技术处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6 赵波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部电气系

统副主任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7 叶二锋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维修二处副科长 编审组成员 

8 任占义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电气部电气配电 

副主任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9 杨瑞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处 

主管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0 吕振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电气维修处 

主任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1 张峰 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 电气部科长 编审组成员 

12 张新民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处 

中级主管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3 金宝全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部电气一

次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4 程小杰 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电气部配电维修主

管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5 李亮 中核运维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处高压电

器设备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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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备注 

16 杨沛文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气可靠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7 王艳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 

副主任 
课题组成员 

18 晁昊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 

专责 
课题组成员 

19 林凌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绩效改进研究所 

主任工程师 
课题组成员 

20 高鑫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设备可靠性研究所 

反应堆高级工程师 
课题组成员 

21 沈祺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绩效改进研究所 

主管工程师 
课题组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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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备注 

1 黄小桁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技术委

员会专家委员 

首席专家兼编

审组组长 

2 张兰岐 中广核集团重大设备管理办公室 柴油机首席专家 编审组副组长 

3 黄鸿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主任 编审组副组长 

4 王启峰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设备可靠性研究所

高级主任工程师 
编审组副组长 

5 刘可燃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技术处机械设备

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6 黄积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维修二处高级工

程师 
编审组成员 

7 闵济东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处副处长 编审组成员 

8 候振宇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机械部柴油机检

修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9 吴德旺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处中级

主管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0 陈林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机械维修处主机

维修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1 曹新星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处中级

主管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2 杨亦然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部转机

管理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3 徐颖 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部应急柴

油机主管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14 崔添棋 中核运维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设备处柴油

机科科长 
编审组成员 

15 车银辉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备可靠性技术

中心 RCA团队负

责人 

编审组成员 

16 王艳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 

副主任 
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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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备注 

17 晁昊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 

专责 
课题组成员 

18 林凌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绩效改进研究所 

主任工程师 
课题组成员 

19 陈锋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设备可靠性研究

所反应堆高级工

程师 

课题组成员 

20 沈祺 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绩效改进研究所 

主管工程师 
课题组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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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秘书处工作计划，现就

《反应性管理（SOER 2007-1）How to Review 报告》的编发工

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报告的编制原则和目的 

2024 年 1 月 17 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组织召开 SOER 专项

提升专题工作组启动会议，会议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行业层面

的 SOER 信息数据库，分享受评成员单位的良好实践，为成员

核电厂，特别是新建核电厂提供重要借鉴，以避免 SOER 相关

重大事件的重发，提高 SOER 建议行动项执行的满意率。为此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以下简称分会）依托核电运行技

术委员会组建成立了 SOER 有效性提升专题工作组，开展核电

厂 SOER 有效性提升专题工作。专题工作组的总体目标是推动

国内核电厂避免 SOER 相关重大事件重发，同时 SOER 建议项满

意率达到 95%，并完成“How to Review”等相关报告的编发工

作，以供成员电厂使用。 

作为核电厂 SOER 有效性提升专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告希望通过针对 SOER 报告的二次分析，对国内各运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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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反应性管理工作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实现以下目标： 

（1）在版块层面，为核电厂落实 SOER 建议行动项的开发

提供统一的行动指南 

（2）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WANO SOER 改进建议及 HOW TO 的

要求 

⚫ WANO 评估认定为 SAT 的行动 

⚫ WANO 评估认定为 FAR 的支撑事实 

⚫ SOER 发布后各运行核电厂发生的事件分析 

⚫ SOER 发布后 WANO 发布的 GP 

《反应性管理（SOER 2007-1）How to Review 报告》将

WANO SOER 推荐行动作为标准，以反应性管理相关导则对各运

行核电厂及同行典型反应性管理事件进行全面梳理，从标准和

期望、工作监督、运行操作、反应堆技术支持、培训、设备管

理和工作协调，经验反馈和自评估等方面，分别查找管理的漏

洞和实践上的不足；在此基础上，重点针对改进技术支持手段

和控制方案、差异化培训、角色化应用防人因失误工具、及风

险分级落实管控措施等方面改进方法，形成完整性的反应性管

理有效性改进和提升方案。 

二、组织形式 

1.依托部门和单位  

协会核电运行部作为具体工作组织牵头部门，负责编制工

作的日常管理及总体推进；核电运行技术委员会作为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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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编制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如提供编制报告所需指标相关信

息等），开展报告审查工作；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作为具体实施单位，负责报告编制工作。 

2.专家和工作组成员 

首席专家兼编审组组长： 

黄小桁，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

（负责报告总体方向、结构和质量） 

专家（编审组副组长及成员）： 

黄清武，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首席师（副组长，

负责从专业技术和用户的角度进行报告审查，以及专题工作的

组织协调等） 

杨高升，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堆工运行研究所

所长（副组长，负责编写工作的组织落实及报告的形式审查） 

丁剑阳，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运行三处副处长（负

责第一章运行领域编制） 

王丰景，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运行三部主任

操纵员（负责第一章运行领域编制） 

李锐刚，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运行二处白班值值长（负责第

四章维修/工作管理领域编制） 

原野，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运行二部运行值长（负责

第四章维修/工作管理领域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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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佳，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运行一处高级操纵员（负

责第一章运行领域编制） 

邹俊，阳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一部资深值长（负责第二章

技术支持领域编制） 

丁斐，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运行一处副值长（负责第一章运

行领域编制） 

程鹏，三门核电有限公司运行一处高级值长（负责第三章

培训领域编制） 

王晓伟，山东核电有限公司运行处值长（负责第一章运行

领域编制） 

谭东，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运行部培训高级工程师（负责

第三章培训领域编制） 

王栋栋，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堆芯高级工

程师（负责第二章技术支持领域编制） 

魏威，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见习机组长（负责第一章

运行领域编制） 

课题组主要成员： 

王艳，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副主任（负责报告的

整体编写工作的推进、组织报告审查等） 

晁昊，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专责（配合完成负责

报告的整体编写工作的推进、组织报告审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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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凌，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绩效改进所主任工

程师（负责报告编制总体组织协调） 

魏来，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堆工运行研究所反

应堆工程高级工程师（负责前言编制） 

沈祺，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绩效改进研究所主

管工程师（配合开展报告编制总体组织协调工作） 

三、报告主要内容 

1.报告名称：反应性管理（SOER 2007-1）How to Review

报告 

2.字数/篇幅要求：核心报告约 10000 字 

3.报告章节及主要内容： 

1） 前言 

报告的背景、目的、意义等。 

2） 第一章 运行领域 

⚫ 建议 1—标准和期望 

⚫ 建议 2—班组监督 

⚫ 建议 6—自评估 

3） 第二章 技术支持领域 

⚫ 建议 3—反应堆技术支持 

4） 第三章 培训领域 

⚫ 建议 4—培训 

5） 第四章 维修/工作管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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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5—设备和工作协调（MA） 

四、工作安排 

该项目定于 2024 年 5 月正式启动，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

完成，主要进度计划如下： 

1. 2024 年 5 月 25 日前，组建报告编审组及课题组； 

2. 2024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报告编制实施方案和具体实

施计划编制； 

3. 2024年 6月 15日前，召开反应性管理 WANO SEOR How to 

Review 报告编制组启动会议（线上），会议主要议题： 

1) 确定工作计划安排和分各成员工； 

2) 报告框架内容和主要章节； 

3) 参与单位需要配合的相关事项等； 

4. 2024 年 8 月 15 日前，按照分工完成报告初稿； 

5. 2024 年 8 月 30 日前，报告初稿发编审组各单位专家函

审，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 

6. 2024 年 9 月 15 日前，召开第一次编审组会议，进行报

告初审，并重点审查共性问题分析和推荐行动建议，采

取线上审查的方式进行； 

7.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根据第一次编审组会议意见，对

报告进行修改完善。 

8. 2024年 10月 20日前，完成分会各成员单位意见征求，

并对报告进行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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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4 年 11 月 8 日前，召开第二次编审组会议，对报告

进行终审，并对编审工作进行总结，采取线下会议的方

式进行。 

10.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根据第二次编审组会议意见，

对报告进行修改，并形成报告终稿，提交核电运行技术

委员会审核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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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秘书处工作计划，现就

《大型电力变压器可靠性（SOER 2011-1）How to review 报告》

的编发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报告的编制原则和目的 

2024 年 1 月 17 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组织召开 SOER 专项

提升专题工作组启动会议，会议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行业层面

的 SOER 信息数据库，分享受评成员单位的良好实践，为成员

核电厂，特别是新建核电厂提供重要借鉴，以避免 SOER 相关

重大事件重发，提高 SOER 建议行动项执行的满意率。为此中

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以下简称分会）依托核电运行技术

委员会组建成立了 SOER 有效性提升专题工作组，开展核电厂

SOER 有效性提升专题工作。专题工作组的总体目标是推动国内

核电厂避免 SOER 相关重大事件重发，同时 SOER 建议项满意率

达到 95%，并完成“How to Review”等相关报告的编发工作，

以供成员电厂使用。 

作为核电厂 SOER 有效性提升专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告希望通过针对 SOER 报告的二次分析，对国内各运行核



- 18 - 
 

电厂大型电力变压器管理工作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实现以下

目标： 

（1）在版块层面，为核电厂落实 SOER 建议行动项的开发

提供统一的行动指南 

（2）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WANO SOER 改进建议及 HOW TO 的

要求 

⚫ WANO 评估认定为 SAT 的行动 

⚫ WANO 评估认定为 FAR 的支撑事实 

⚫ SOER 发布后各运行核电厂发生的事件分析 

⚫ SOER 发布后 WANO 发布的 GP 

《大型电力变压器可靠性（SOER 2011-1）How to review

报告》针对 WANO 大型电力变压器的可靠性（SOER 2011-1）中

的建议措施，对近来国内外变压器故障情况进行分类评述和典

型事件反馈分析，提供推荐建议，为做好核电厂变压器(主变

压器、厂变和辅助变压器等)的运行管理、维修优化、状态检

测、技术改进、备件管理等工作提供参考。 

二、组织形式 

1. 依托部门和单位 

协会核电运行部作为具体工作组织牵头部门，负责编制工

作的日常管理及总体推进；核电运行技术委员会作为技术支撑，

为编制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如提供编制报告所需指标相关信

息等），开展报告审查工作；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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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体实施单位，负责报告编制工作。 

2.专家和工作组成员 

首席专家兼编审组组长： 

黄小桁，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

（负责报告总体方向、结构和质量） 

专家（编审组副组长及成员）： 

赵昔，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副组长，负

责从专业技术和用户的角度进行报告审查） 

黄清武，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首席师（副组长，

负责专题工作的组织协调等） 

昌正科，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设备可靠性研究

所所长（副组长，负责编写工作的组织落实及报告的形式审查） 

薛坤，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处高级工程师（负

责第八章危害分析和第九章培训编制） 

赵波，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电气系统副主任

工程师（负责第二章生命周期管理、第五章设计和制造编制） 

叶二锋，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维修二处副科长（负责第

四章工作文件、第八章危害分析编制） 

张新民，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处中级主管工程师（负

责第二章生命周期管理、第六章操作指南编制） 

任占义，阳江核电有限公司电气部电气配电副主任工程师

（负责第三章单点失效、第七章角色和职责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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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三门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处主管工程师（负责第

三章单点失效、第五章设计和制造编制） 

吕振，山东核电有限公司电气维修处主任工程师（负责第

一章绩效监控、第六章操作指南编制） 

张峰，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电气部科长（负责第四章工

作文件、第九章培训编制） 

金宝全，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电气一

次高级工程师（负责第二章生命周期管理、第八章危害分析编

制） 

程小杰，惠州核电有限公司电气部配电维修主管工程师（负

责第五章设计和制造、第六章操作指南编制） 

李亮，中核运维技术有限公司电气设备处高压电器设备高

级工程师（负责第三章单点失效、第四章工作文件编制） 

杨沛文，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电气可靠性工程师（负

责第一章绩效监控、第七章角色和职责编制） 

课题组主要成员： 

王艳，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副主任（负责报告的

整体编写工作的推进、组织报告审查等） 

晁昊，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专责（配合完成负责

报告的整体编写工作的推进、组织报告审查等） 

林凌，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绩效改进研究所主

任工程师（负责报告编制总体组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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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鑫，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设备可靠性研究所

变压器技术研究高级工程师（负责前言、第七章角色和职责编

制） 

沈祺，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绩效改进所主管工

程师（配合开展报告编制总体组织协调工作） 

三、报告主要内容  

1.报告名称：《大型电力变压器可靠性（SOER 2011-1）

How to review报告》 

2.字数/篇幅要求：核心报告约 10000 字 

3.报告章节及主要内容： 

1） 前言 

报告的背景、目的、意义等。 

2） 第一章 绩效监控 

3） 第二章 生命周期管理 

4） 第三章 单点失效 

5） 第四章 工作文件 

6） 第五章 设计和制造 

7） 第六章 操作指南 

8） 第七章 角色和职责 

2） 第八章 危害分析 

10） 第九章 培训 

四、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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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定于 2024 年 5 月正式启动，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

完成，主要进度计划如下： 

1. 2024 年 5 月 25 日前，组建报告编审组及课题组； 

2. 2024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报告编制实施方案和具体

实施计划编制； 

3. 2024 年 6 月 15日前，召开大型电力变压器可靠性 How 

to Review 报告编制组启动会议（线上），会议主要

议题： 

1）确定工作计划安排和各成员分工； 

2）报告框架内容和主要章节； 

3）参与单位需要配合的相关事项等； 

4. 2024 年 8 月 15 日前，工作小组按照分工，完成项目

报告初稿； 

5. 2024 年 8 月 30 日前，报告初稿发编审组各单位专家

函审，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 

6. 2024 年 9 月 15 日前，召开第一次编审组会议，进行

报告初审，并重点审查共性问题分析和推荐行动建议，

采取线上审查的方式进行； 

7.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根据第一次编审组会议意见，

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 

8. 2024年 10月 20日前，完成分会各成员单位意见征求，

并对报告进行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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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4 年 11 月 8 日前，召开第二次编审组会议，对报

告进行终审，并对编审工作进行总结，采取线下会议

的方式进行。 

10.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根据第二次编审组会议意见，

对报告进行修改，并形成报告终稿，提交核电运行技

术委员会审核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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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秘书处工作计划，现就

《应急柴油机故障深度分析报告》的编发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报告的编制原则和目的 

目前，国内压水堆核电厂均采用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厂

内应急交流电源，为应急配电系统的配电盘供电。在厂外主电

源和厂外备用电源均失去的情况下，应急柴油发电机组能满足

应急厂用设备用电要求，以确保反应堆安全停堆，并防止由于

正常的外部电源系统失电而导致重要设备的损坏。2017 年至今，

国内已有多个核电厂发生过大功率柴油机机损故障，其中应急

柴油机机损故障发生了 3起，备用柴油机机损故障发生了 4起，

分别造成了机组运行模式后撤及机组大修工期延误，均给电厂

带来了安全降级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2024 年 4 月 16-17 日，国家核安全局组织召开了 2024 年

第一季度核电厂经验反馈例会，进一步明确了深入分析与研究

应急柴油发电机相关异常和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并

积极开展改进行动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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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核电分会（以下简称分会）秘书处根据行业发展需要，

现依托协会核电运行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运行技术委员会），

在总结行业经验教训和良好实践基础上，组织开展《应急柴油

机故障深度分析报告》编制工作，分析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导致事件后果的设备缺陷和柴油机设备可靠性管理的

行动建议，为行业管理改进、避免事件重复发生、降低停机停

堆事件发生概率等提供借鉴。 

二、组织形式 

1.依托部门和单位 

协会核电运行部作为具体工作组织牵头部门，负责编制工

作的日常管理及总体推进；核电运行技术委员会作为技术支撑，

为编制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如提供编制报告所需指标相关信

息等），开展报告审查工作；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作为具体实施单位，负责报告编制工作。 

2.专家和课题组成员  

首席专家兼编审组组长： 

黄小桁，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

（负责报告总体方向、结构和质量） 

专家（编审组副组长及成员）： 

张兰岐，中广核集团重大设备管理办公室柴油机首席专家

（副组长，负责从专业技术和用户的角度进行报告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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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主任（副组长，负责

专题的组织协调等） 

王启峰，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设备可靠性研究

所高级主任工程师（副组长，负责编写工作的组织落实及报告

的形式审查） 

刘可燃，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处机械设备高级

工程师（负责第四章应急交流电源系统长期替代研究编制） 

黄积，江苏核电有限公司维修二处高级工程师（负责第一

章柴油机故障根本原因及纠正行动和第二章柴油机检修策略

优化编制） 

闵济东，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处副处长 

候振宇，阳江核电有限公司机械部柴油机检修高级工程师

（负责第二章柴油机检修策略优化、第三章柴油机重大机损预

案、第四章应急交流电源系统长期替代研究和第五章柴油机整

机战略备件储备方案编制） 

曹新星，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处中级主管工程师

（负责第三章柴油机重大机损预案编制） 

吴德旺，三门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处中级主管工程师

（负责第三章柴油机重大机损预案编制） 

陈林，山东核电有限公司机械维修处主机维修高级工程师

（负责第二章柴油机检修策略优化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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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亦然，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转机管

理高级工程师（负责第三章柴油机重大机损预案编制） 

徐颖，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应急柴油机主管工程

师（负责第五章柴油机整机战略备件储备方案编制） 

车银辉，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设备可靠性技术中心

RCA 团队负责人（负责第一章柴油机故障根本原因及纠正行动、

第三章柴油机重大机损预案和第四章应急交流电源系统长期

替代研究编制） 

崔添棋，中核运维技术有限公司机械设备处柴油机科科长

（负责第二章柴油机检修策略优化、第四章应急交流电源系统

长期替代研究和第五章柴油机整机战略备件储备方案编制） 

课题组主要成员： 

王艳，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副主任（负责报告的

整体编写工作的推进、组织报告审查等） 

晁昊，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专责（配合完成负责

报告的整体编写工作的推进、组织报告审查等） 

林凌，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绩效改进研究所主

任工程师（负责报告编制总体组织协调） 

陈锋，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设备可靠性研究所

容器及热交换器研究高级工程师（负责前言、第四章应急交流

电源系统长期替代研究和第五章柴油机整机战略备件储备方

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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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祺，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绩效改进所主管工

程师（配合开展报告编制总体组织协调工作） 

三、报告主要内容 

1.报告名称：《应急柴油机故障深度分析报告》 

2.字数/篇幅要求：核心报告约 10000 字 

3.报告章节及主要内容： 

1） 前言 

报告的背景、目的、意义等。 

2） 第一章 柴油机故障根本原因及纠正行动 

3） 第二章 柴油机检修策略优化 

4） 第三章 柴油机重大机损预案 

5） 第四章 应急交流电源系统长期替代研究 

6） 第五章 柴油机整机战略备件储备方案 

四、工作安排 

该课题定于 2024 年 5 月正式启动，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

完成，主要进度计划如下： 

1. 2024 年 5 月 30 日前，组建报告编审组及课题组； 

2. 2024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报告编制实施方案和具体

实施计划编制； 

3. 2024 年 6 月 15 日前，收集各集团各核电厂应急柴油

机高级别事件报告（可编辑版，包含 2024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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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4 年 6 月 20 日，召开应急柴油机故障深度分析课

题组启动会议（线上），会议主要议题： 

1）确定工作计划安排和各成员分工； 

2）确定报告框架内容和主要章节； 

3）确定参与单位需要配合的相关事项等。 

5.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将汇总整理后的应急柴油机高

级别事件报告和 2017-2023 年定期试验数据清单发送

报告编审组及课题组； 

6. 2024 年 8 月 15 日前，按照分工完成报告初稿； 

7. 2024 年 8 月 30 日前，报告初稿发编审组各单位专家

函审，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 

8. 2024 年 9 月 15 日前，召开第一次编审组会议，进行

报告初审，并重点审查共性问题分析和推荐行动建议，

采取线上审查的方式进行； 

9.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根据第一次编审组会议意见，

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 

10. 2024年 10月 20日前，完成分会各成员单位意见征求，

并对报告进行相应修改； 

11. 2024 年 11 月 8 日前，召开第二次编审组会议，对报

告进行终审，并对编审工作进行总结，采取线下会议

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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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根据第二次编审组会议意见，

对报告进行修改，并形成报告终稿，提交核电运行技

术委员会审核并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