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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及其相关知识（1） 一、内容提示 这一讲主要介

绍2G320000 电力工程法规及其相关知识中的2G321000 电力工

程施工的相关规定；2G322000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的有关规

定 二、重点难点 1.电力建设的基本原则 2.锅炉施工的一般规

定 3.锅炉受热面及锅炉构架验收时应提供的文件及资料 4.汽

轮机安装时建筑工程应具备的条件及应具备的技术文件 5.汽

轮机及设备施工时应满足的要求及应遵守的规定 三、大纲要

求 熟悉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有关电力建设的基本原

则； 熟悉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锅炉机组篇)

》(DL／T 50471995)的相关规定； 了解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

收技术规范(汽轮机组篇)》(DL 50111992)的相关规定 四、内

容讲2G321000 电力工程施工的相关规定 2G321010 熟悉《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有关电力建设的基本原则 2G321011 电

力建设的基本原则 1．电力建设必须坚持合理利用能源的原

则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是一个能源大国，许多

重要能源的拥有量都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国人口众多，按

人均占有量计算，又是一个能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我国人均

能源占有量不仅远远低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济发

达的国家，而且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为严重的是，我

国人口还处于增长期，人均能源占有量在今后几十年内仍将

呈下降趋势。因此，合理利用能源，加速电力建设面临着更

加严峻的形势。电力建设合理利用能源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在规划电源布局和骨干电网结构时，要充分考虑一次能源

的分布以及实际需要和可能 根据一次能源分布，在长江上中

游各干、支流，黄河上中游，红水河及澜沧江等水能资源丰

富的地区，可以开发大批水电基地，建设一批大中型水电站

和抽水蓄能电站；在山西、西南、西北等煤炭资源丰富的地

区建设大型坑口电站；在蒙古、新疆等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

，大力发展风力发电等。这样既可以增加电力供应，又可以

推动煤炭生产、缓解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保证一次能源的

合理利用。 (2)电力建设应体现对现有能源的节约利用 节约能

源是合理利用能源的重要内容。首先，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对电力的实际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能源进行开

发利用。不能只考虑局部暂时的利益，对能源进行盲目、超

量的开发利用。其次，要注意改善能源利用的结构，使各种

能源的利用做到均衡化。如保持电网水火电比例合理、鼓励

利用各种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发电等。 (3)电力建设必须坚持

各类能源综合开发利用 综合利用能源可以降低能源消耗，提

高能源利用率。通过研究和推广综合利用新能源的技术，鼓

励发展综合利用能源项目建设，进一步降低主要能源的消耗

。如水力发电厂在确保电力生产的同时，应兼顾防洪、灌溉

、航运、渔业等方面，做到水能资源的综合利用。 例题： 水

利资源的充分利用是指水力发电厂在确保电力生产的同时，

兼顾()。 A．防洪B．灌溉 C. 航运D．渔业 E. 体育运动 答案

：A、B、C、D 2．电源与电网配套发展的原则 电力系统由电

源和电网两部分组成。电源建设与电网建设配套发展的主要

含义是：在规划电源布局和电网结构时，必须遵循电力发展

的基本规律，对电源数量和输变电设施、调度通讯自动化设



施等电网配套设施协调安排，合理引导投资流向，保证电网

配套设施与电源项目能够同时设计、同时建设。电源与电网

配套发展是由电力生产、供应和销售三个环节相对独立但又

不可分割的特点决定的。首先，配套建设符合科学规律和安

全准则的要求，可以避免一旦发生事故造成的停电和限电，

控制事故扩大范围；其次，配套建设可以改变无功补偿、电

压调整手段不足等缺陷，使调度、通讯等设施满足发、供、

用电安全运行的要求；同时，配套建设可以改变高、低压电

网不适应送电、用电的落后现象，保证安全经济地向用户供

电。 目前，在电力建设过程中由于规划约束不够、投资主体

多元化、投资决策分散化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少地方重

电源建设、轻电网建设；多家办电实际上只是多家办电厂，

对电网及配套设施建设无人愿意投资，不仅新电网建设困难

重重，旧电网改造也难于进行；电源建成后不能投产或者不

能正常生产，使现有电源能力不能正常发挥，不仅给电源企

业和电网企业之间造成矛盾，而且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影

响了电网地安全运行。 3．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 所谓经济效

益，是指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劳动占用量和劳动消耗量

同所取得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比较。电力建设坚持提

高经济效益的原则，就是要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

，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电力。效益是一切经济活动

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

自然也要把经济效益放在核心地位。电力建设、电力生产中

效益低下的主要表现有：电源布局与电网结构不合理，不能

合理利用能源；盲目发展能耗高、效益低的小火电；电源与

电网不配套，已建电源不能正常生产；输配电设施重复建设



；电力建设中偏重于建设新企业，忽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造成企业设备老化，技术陈旧，消耗高，经济效益低；能源

的综合利用程度低等。目前，我国经济正在由粗放型经济向

集约型经济转变，电力建设应避免片面依靠大量增加物质投

入、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拼资源、拼消耗来实现经济的高

增长。首先，在制定电力发展规划时，必须进行电力工程的

经济分析，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通过严格的、科学

的计算和分析，使电力建设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做到合理利

用能源，充分发挥投资效果，提高经济效益。在经济分析中

，拟定的比较方案应力求全面，多考虑几个方案，经济分析

工作要与系统负荷预测、电力电量平衡、电源安排、电网规

划、系统供电可靠性等工作密切配合进行；其次，要切实做

好电力工程的投资计算和工程施工进度的安排，在调查研究

、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水、火电及输变电工程的运行

成本的各项指标加以分析，使各比较方案预测的费用和效益

切合实际；与此同时，要合理规划电源与电网布局，加强对

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鼓励节能设备和技术的开发与利用，

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率。4．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则 环境是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加强环境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历

史上不少发达国家都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经过多年的努

力，我国的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我国正处于

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经济发展的任务很重，对环境

保护的投入不足，使环境保护能力的提高远远低于经济的快

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气污染严重。



由于我国一次能源中煤炭占80％，造成煤烟型污染。其中粉

尘和酸雨污染危害最大，并呈加重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煤炭

消耗的不断增加，已形成大面积区域性的酸雨污染。其次，

水资源污染日益突出。全国80％以上的污水未做处理排人河

流，造成全国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受到污染；90％以上城

市河流污染严重；近50％的重点城镇水源地污染超标不符合

饮用水标准。最后，固体废气污染呈恶化趋势。全国固体废

气物产生量以年均2000万t的速度增长，对环境保护构成巨大

的威胁。 电力是对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工业之一。目前我国火

力发电最主要的燃料是煤，所形成的有害物质对大气及环境

的污染相当严重。因此，在制定电力发展规划时应考虑：严

格遵循环境保护与发电工程项目同时设计的原则；在资金方

面，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要加强对电力建设环境保护的

科学研究工作，鼓励电力企业采用新技术，淘汰对环境污染

严重的设备。总之，电力建设要时刻从有利于环境保护出发

，科学地制定电力发展规划，切实把环境保护工作做好。 例

题： 在电源建设中，保持电网水火电比例合理、鼓励利用各

种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发电等，充分体现了电力建设()。 A. 

电源与电网配套发展的原则B．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 C. 合理

利用能源的原则 D．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则 答案：C 例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规定的电力建设基本原则包

括()。 A. 充分利用一次能源B．水火电建设并举 C. 各类综合

能源综合利用D．提高经济效益 E．有利于环境保护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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