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核协核电函〔2025〕118 号

各有关单位：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秘书处（以下简称分会秘书

处）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组织召开了《运行事件二级分析报

告——核电领域设备失效导致能力因子损失专题分析（2020

年-2024 年）》编写启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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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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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5 日）

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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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事件二级分析报告——核电

领域设备失效导致能力因子损失专题分析（2020年-2024

年》（以下简称“二级分析报告”）启动会议。来自分会

秘书处，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核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国电投核能有限公司及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编审组专家、成员和代表参加了会议（名单见附

件1）。会议审查了二级分析报告的编审工作方案（附件2），

与会专家针对二级分析报告的框架结构、主要内容和编审

工作安排等进行了充分交流，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现

将会议情况纪要如下：

一、会议充分肯定了开发二级分析报告的必要性，特

别是在当前核电行业持续加强设备可靠性管理的形势下，分

会秘书处组织开展行业层面设备失效导致能力因子损失

专题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核电领域设备产业链质量管

控、提升设备全寿期可靠性，帮助成员单位及主要供应商

在设备设计、原材料、制造、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等阶段

制定改进行动，推动核电行业设备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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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

二、会议建议，分会秘书处完成本次专题分析后，应

结合分析结果开展相应的推广应用工作。如制定发布设备

质量全链条评估导则，对成员单位及主要核电供应商开展

常态化评估等

三、会议要求，编写组根据与会专家提出的具体意见

和建议对编写方案进行修订完善（意见建议反馈表见附件

3），并在编制过程中逐项落实；后续编写组应按照编审

方案中既定的工作计划，按时保质完成各项编审工作。

附件：1.参会人员名单

2.《运行事件二级分析报告——核电领域设备

失效导致能力因子损失专题分析（2020年-

2024年）》编审工作方案

3.意见建议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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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备注

1 郑伟平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协会代表

2 刘志勇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中国

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核电运行技术委

员会委员/战略咨

询委员会专家委

员

首席专家兼编

审组组长

3 赵占奎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高级经理 编审组副组长

4 徐亚明 国电投核能有限公司
生产与技术管理

部副主任
编审组副组长

5 吴军轶 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部副主

任
编审组副组长

6 夏中朝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

公司
运行一处副处长 编审组成员

7 杨铁成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仪控部高级主任

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8 郑敏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机械部机械准备

主任工程师
编审组成员

9 丛文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

限公司

安全质保部质保

科科长
编审组成员

10 黎志政
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

司

备件管理项目经

理(资深）
编审组成员

11 张小彦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设备成套中心科

室负责人
编审组成员

12 陈宇清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工程设备所总工

程师
编审组成员

13 唐毅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
设计中心副总工

程师
编审组成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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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审组成员

15 马永立 中核运维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处副处

长
编审组成员

16 吴晓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主任
代编审组成员

周创彬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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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备注

17 李洋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所长 编审组成员

18 王艳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副主

任
编写组成员

19 晁昊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核电运行部专责 编写组成员

20 劳毅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经验反馈主任工程师 编写组成员

21 高超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经验反馈主任工程师 编写组成员

22 白帆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经验反馈工程师 编写组成员

23 张敏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经验反馈工程师 编写组成员

24 郭令颖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经验反馈工程师 编写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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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 2025 年工作安排，现

就运行事件二级分析报告——核电领域设备失效导致能力

因子损失专题分析（以下简称专题分析）的编审工作提出如

下方案：

一、编发二级分析报告的目的

1.提升核电机组安全性和可靠性。通过信息收集和梳理，

对近 5 年（2020 年-2024 年）设备失效导致能力因子损失事

件进行二级分析，识别并归纳导致能力因子损失的主要共性

规律与关键致因，为制定针对性的设备质量管理措施提供依

据，降低设备故障率，提升机组安全性和可靠性。

2.提高核电机组经济性。量化设备失效导致的能力因子

损失，分析不同设备失效对经济性影响的差异，提出降低设

备失效导致能力因子损失的措施，提高机组可用性和经济性。

3.促进核电行业经验反馈和持续改进。提炼历史经验教

训，为核电行业设备设计、原材料、制造、安装调试和运行

维护提供参考，推动核电行业设备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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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改进，提升行业整体设备可靠性水平。

二、组织形式

1. 依托部门和单位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部作为牵头部门，负责二级

分析报告编审工作的日常管理及总体推进，分会各成员单位

向协会提供历史事件报告等相关资料，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院）作为具体实施单位，负责二级分析

报告的编写工作。

2. 编审组成员

首席专家兼编审组组长：

刘志勇，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技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负责

总体方向和质量）

编审组副组长：

宁 宇，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运行生产部主任

（副组长，负责从专业技术和用户的角度进行专题报告审查

等）

赵占奎，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副组长，

负责专题报告各项工作组织协调等）

徐亚明，国电投核能有限公司生产与技术管理部副主任

（副组长，负责专题报告编写工作的组织落实等）

吴军轶，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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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负责对专题报告进行形式和符合性审查）

编审组成员：

夏中朝，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运行一处副处长

（运行领域）

许海涛，山东核电有限公司系统设备处副处长（运行领

域）

杨铁成，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仪控部高级

主任工程师（仪控领域）

郑 敏，阳江核电有限公司机械部机械准备主任工程师

（机械设备维修领域）

丛 文，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安全质保部质保

科科长（质保领域）

黎志政，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备件管理项目经理

(资深）（备件采购领域）

张小彦，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设备成套中心科室负责

人（设备监造领域）

周创彬，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调试中心资深专家（设备

安装调试领域）

陈宇清，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设备所总

工程师（设备设计领域）

唐 毅，核动力运行研究所设计中心副总工程师（设备

可靠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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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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改进领域）

马永立，中核运维技术有限公司电气设备处副处长（电

气设备维修领域）

李 洋，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所长（经验反馈领域）

编写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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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的整体编写工作的推进、组织报告审查等）

劳 毅，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经验反馈主任工程师

（负责专题分析的总体技术研究方向）

高 超，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经验反馈主任工程师

（负责组织二级分析报告总体技术校核）

白 帆，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经验反馈工程师（负

责二级分析报告编写工作的全流程组织和推进）

张 敏，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经验反馈工程师（负

责二级分析报告编写集团内部分的事件筛选审查等）

郭令颖，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经验反馈工程师（负

责二级分析报告编写集团外部分的事件筛选审查等）

三、工作安排

该课题定于 2025 年 4 月正式启动，2025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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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主要进度计划如下：

1.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印发征集设备制造质量导致能

力因子损失事件的通知和推荐二级分析报告编审组成员的

通知；

2.2025 年 5 月 31 日前，确定二级分析报告框架和主要

内容，确定专题报告编写人员，召开启动会，启动汇编报告

编制工作。

3.2025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相关事件报告资料收集。

4.2025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二级分析报告定稿。

5.2025 年 8 月 30 日前，完成二级分析报告初稿编制，

提交编审组审查。

6.2025 年 9 月 15 日前，编写单位收集整理专家意见，

对二级分析报告进行相应修改后，完成终稿。

7.2025 年 10 月 30 日前，提交协会秘书处审查后正式印

发。

四、报告主要内容

1.报告名称：核电领域设备制造失效导致能力因子损失

专题分析（2020 年-2024 年）

2.字数要求：2 万字以内

3.报告章节及主要内容（具体框架见附件）

1） 第一章 概述

简要介绍报告背景、编制目的及分析范围。当前核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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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碳中和目标为核电发展注入新动力，

但设备质量、运行安全仍是主要挑战。核电能力因子是衡量

电厂运行效率的关键指标，而设备失效是导致能力因子损失

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旨在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系统分析，识

别设备失效的原因，提出纠正行动建议，为核电行业提供改

进依据。报告分析范围涵盖 2020 年-2024 年国内投运机组的

关键设备失效事件，重点关注设计、原材料、制造、安装调

试、运行维护阶段造成的设备失效问题。

2） 第二章 设备质量导致能力因子损失事件梳理分析

对设备失效事件进行系统性分析，包括设备失效所属系

统分析、设备失效类型分析、设备失效原因分析、设备失效

阶段分析及能力因子损失影响分析。通过统计分析，识别设

备失效高发系统、设备类型及失效模式等，分析设备失效高

发的阶段及其对能力因子的影响，为后续开展典型案例及制

定纠正行动提供数据支撑。

3） 第三章 设备质量导致能力因子损失典型案例深度

剖析

根据设备失效设备的重要性及其对能力因子损失的影

响程度，选取设计、原材料、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维护阶

段等方面的典型设备失效案例，深入分析失效发生原因、对

能力因子的影响及已采取的纠正行动,提炼共性根因，为行

业提供可借鉴的改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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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良好实践

本章节系统梳理国内外核电行业在预防和应对设备失

效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先进举措，聚焦可复制的技术方案与管

理模式，为行业提供已验证的改进路径。

5） 第五章 纠正行动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提出短期纠正行动与长期改进策略。短

期措施包括优化失效检测技术、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等。长期

策略涵盖设计标准优化、供应链管理强化及行业协同机制建

设；通过分级实施纠正行动，降低设备失效发生率，提升核

电能力因子稳定性，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未来，

建议结合数字化技术推动设备可靠性提升，同时通过行业协

作完善标准体系，构建设备失效防控的长效机制。

6） 第六章 结束语

总结报告核心结论，强调设备质量对核电发展的影响深

远影响，说明加强设备全寿期质量管理、推动技术创新与标

准建设，是核电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论述设备失效对能

力因子的显著影响，呼吁行业加强全寿期质量管理与经验反

馈。

附件：设备失效导致能力因子损失事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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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运行事件二级分析报告——核电领域设备
制造失效导致能力因子损失专题分析（2020

年—2024 年）
【框架】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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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运行事件二级分析报告——核电领域设备制造失效导致能

力因子损失专题分析（2020 年-2024）

编辑工作组织机构

本报告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分会编制发布。

首席专家兼编审组组长：刘志勇

编审组（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副组长：宁宇、吴军轶、徐亚明、赵占奎

成 员：陈宇清、丛文、黎志政、李洋、林凌、马永立、

唐毅、夏中朝、许海涛、杨铁成、张小彦、郑敏、周创彬

编写组：王艳 晁昊 劳毅 高超 白帆 张敏 郭令颖

刘志勇，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运行技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毕业

于兰州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先后担任秦山核电公司保健物

理处副处长，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设计管理处副处长、调

试生产准备处副处长、保健物理处处长、核安全处处长，中

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核电部副主任，秦山核电基地党委副书记，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核电运行研究（上海）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长期从事核安全文化推进、经

验反馈和人员绩效管理、安全监督管理，科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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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号 意见及建议内容 落实计划

1

建议报告第 3 章节调整为：设计、原材料、

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维护阶段的典型设

备失效案例分析。

本次落实

2 报告在分析时，应考虑不同堆型的差异性。 本次落实

3
报告分析的阶段应当纳入运行和维护阶段

的设备失效事件。
本次落实

4

报告第 2.2 章节设备失效类型分析，应当

考虑初步确定设备的分类标签，并请成员

单位反馈信息时提前打好标签。后续根据

收集到的事件信息，可在报告编写阶段进

一步确定失效设备类型。

本次落实

5

报告题目应修改为“《核电领域设备失效

导致能力因子损失专题分析（2020 年-2024

年）》”

本次落实

6

报告第 2.3 章节应当修改为“设备失效原

因分析”。关于原因的分类，应当考虑初

步确定原因的分类标签，后续根据收集的

本次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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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及建议内容 落实计划

信息可进一步细化原因分类标签情况。

7
设计和制造阶段等前期阶段的人因和管理

类事件，应当纳入分析范围。
本次落实

8
对于系统整体设计、成套设备设计方面原

因造成的事件，应当纳入分析范围。
后续落实

9

考虑根据各集团情况、堆型差异、事件原

因（频发程度）、能力因子影响大小、以

及事发的阶段情况选取典型案例分析。

后续落实

10

事件及信息收集时，除了直接原因为人因

失误的事件外，其他因设备失效造成能力

因子损失的事件都应收集分析。

后续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