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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监督 

1 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专业 

1.1 监督目的： 

1.1.1 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监督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受监督部件的检查和监测，及时了解并掌握

新能源发电设备各结构件（含金属和非金属，铸件、锻件、焊件和其他加工方式等）、运动部件、辅

助零部件以及耗材的质量情况和使用情况，防止设备由于质量问题、加工问题、运行不良、应力超限

等因素而引起各类事故，保证风电设备及光伏设备安全、可靠、经济运行，提高设备可靠性。 

1.1.2 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监督是保证风电机组及光伏安全、可靠、经济运行的重要措施，应实

行全生命周期监督管理，包括可研（设计）、制造（监造）、施工（安装）、调试（试运）、运行、

检修、技改与大修、延寿与报废等。 

1.1.3 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监督要与时俱进，不断应用新技术、新方案、新手段开展各项技术监

督工作，提高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监督的检测能力及专业水平。 

1.2 监督范围 

1.2.1 机械与材料（金属）的技术监督应结合日常运维、试验和巡检工作开展，将相关监督项目的监

督工作安排到班组日常工作中。其范围包括台账、技术资料、检修工作、人员、工具、备件和设备等。 

1）台账主要包括铭牌台账，机组整体和机组关键部件技术台账；设备变更、故障、缺陷、异动、事

故等台账；厂家、运输和工程遗留缺陷台账；定期维护、试验、状态监测、大修、技改、日常维护、

消缺等台账；特殊巡视、专项巡视、日常巡视和登塔巡视等台账。 

2）技术资料包括设计和竣工图纸、安装和调试记录、说明书、检修规程、作业指导书、工序工艺等

技术文件。 

3）检修工作主要包括日常消缺工作以及相关的大修、技改等工作。 

4）人员主要包括运行、维护人员以及外委人员等。 

5）工具主要包括检测、检修、安全、交通等工、器具。 

6）备件主要包括监督范围内的耗品、材料、部件、备品、配件、焊材等。 

7）设备主要包括风电设备及光伏设备。其中风电设备包括输变电设备和风电机组：输变电设备主要

包括风电场内杆塔、构架等重要金属构件、电力金具、电力线材、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GIS）、

高压隔离开关设备、变压器金属构件等；风电机组包括塔架及附件、法兰、陆上基础、机架、主轴、

轮毂、齿轮箱及附件、发电机箱体及金属支撑、变频器、控制器等设备外部箱体以及金属支撑、偏航

机构、变桨机构和制动系统等结构件，风电机组叶片、轮毂、主轴、塔筒等相应连接部位的高强度螺

栓紧固件，金属构件之间的焊缝。 

8）光伏设备输变电设备及光伏设备：输变电设备主要包括光伏电站内架空线路、断路器、隔离开关、

变压器、箱式变等重要金属构件。光伏设备主要包括组件基础、支架及固定螺栓等；跟踪系统主要包

括驱动电机、减速器、回转支撑、润滑系统、各结构件等。 

1.3 监督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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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部件年度定巡检执行率 100%； 

2）受监设备（部件）缺陷消除率应大于等于 95%； 

3）设备台账完整率及准确率不得低于 90%。 

1.4 监督要求 

1.4.1 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监督日常工作应符合技下列要求： 

1）应对受监部件在安装、检修及改造中的材料、焊接、防腐质量进行监督及检验。 

2）应对受监部件在运行过程中的气蚀、磨损、腐蚀、裂纹、变形、渗漏、松动等现象的变化和发展

情况，提出相应的技术措施。 

3）应对受监部件的失效进行调查和原因分析，提出处理对策。 

4）按照相应的技术标准，宜采用无损检测技术对设备的缺陷及缺陷的发展进行检测和评判，提出相

应的技术措施。 

5）应对重要部件进行安全检测、腐蚀防护和报废评定，为机组的寿命管理和状态检修提供技术依据。 

1.5 监督内容 

1.5.1 输变电设备设计、制造、安装阶段的机械与材料（金属）监督包括以下内容： 

1）风电场所属输变电设备的受监设备、部件和材料，应具有制造厂商提供的质量保证书及检验记录

等技术资料，以及有效的型式认证报告、出厂试验报告、主要部件试验报告；如资料不全或对质量有

怀疑时，应要求制造厂商对资料进行补充或对质疑问题出具详细报告说明。所有被监督金属部件在到

货或安装后由本单位工程建设部门负责进行抽检。抽检部件以目视检查为主，如果发现批量问题则进

行尺寸、化学成分、镀层、硬度、力学性能、无损检测等项目的检验。 

2）根据受监设备、部件及检测项目的特点，并结合实际情况，检测时机一般分为到货开箱验收和安

装后两个阶段；检测方式可分为现场检测（包括制造现场和安装现场）和实验室检测两种方式。由风

电企业负责对检测结果进行汇总，给出被检批次是否通过检测的结论，出具检测报告，并由相关资质

的企业进行审核和评定。检测结果作为合格供应商评定依据之一。对检测未通过的产品批次，应停止

使用；对已投运的同批次产品，应限期整改。 

1.5.2 风电机组设备设计、制造、安装阶段的机械与材料（金属）监督包括以下内容： 

1）根据风电机组整机生产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规程和质检说明书等技术资料，对风电机组的各机械

部件从设计、加工、制造、施工到生产、流通环节等进行全过程的技术资料审查，确保设计、制造和

安装阶段监督试验项目不缺项，不漏项，并保证风电场项目的检验质量。 

2）对风电机组塔架、法兰和基础环的技术监督，按照《GB/T 19072 风力发电机组 塔架》与龙源电

力集团公司的企业标准《风电机组塔架和基础环法兰技术质量标准》和《风电机组塔架和基础环技术

质量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和生产阶段的监督。 

3）对塔架地锚螺栓、塔筒间连接螺栓、机架-塔筒、主轴-轮毂、轮毂-叶片等连接螺栓，其加工、制

造和监造施工等参考螺栓设计和应用的相关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风电机组塔架高强紧固件技术

质量标准》。并在工程建设阶段进行外观检查和抽检，对发现存在表面缺陷的螺栓，进行无损探伤检

测，对新更换的螺栓进行复查，并由第三方技术企业对技术报告进行审核评定。 

4）对轮毂、主轴基座和齿轮箱箱体、输入、输出轴等重要传动部件进行外观缺陷检查，检查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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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表面的气孔、夹砂、夹渣、疏松或缩孔、外观裂纹、漆面龟裂、表面锈蚀和整体结构变形等宏观缺

陷检查。对于存在箱体塑性变形的齿轮箱，进行内窥镜检查，必要时进行解体检测。 

5）对塔架和机架等金属构件的焊缝，参考《GB/T 324 焊缝符号表示法》，《GB/T 11345 钢焊缝手工

超声波探伤方法和探伤结果分级》，《GB/T 12467.1～4 焊接质量要求金属材料的熔化焊》，《DL/T 868

焊接工艺评定规程》，《DL/T 869 火力发电厂焊接技术规程》等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焊接工艺、

焊接质量的技术监督，并由第三方技术企业对技术报告进行审核评定。 

6）对叶轮设计、制造过程应进行全过程监督，参考《GB/T 25383风力发电机组 风轮叶片》等国家标

准进行检查，同时考虑到叶片遭受雷击的可能性，应采取相应的雷电防护措施，按照《GB/Z 25427风

力发电机组 雷电防护》的标准进行设计并查验。叶片加工完成后应对成品进行检验，特别注意气泡、

夹杂、分层、变形、贫胶等。对叶片表面及内部缺陷可采用目测、敲击、X 射线或超声波等无损检测

方式来检验。 

1.5.3 光伏设备设计、制造、安装阶段的机械与材料（金属）监督包括以下内容： 

1）光伏设备的固定组件支架应具有厂家出具的说明书（包括图纸、安装、维护、贮存、保管、接地

方式等）、产品合格证明、工厂制造记录、试验报告、设备清单、原材料及附件的合格证、原材料试

验报告以及其他技术资料等。支架的尺寸、规格、数量、螺栓开孔大小及位置、热浸镀锌及外在质量

等应在验收时严格审查并记录。支架的组装及焊接应满足相应的标准及规范。 

2）跟踪系统的选型（双轴、单平轴、单斜轴）应根据安装地点的安装位置、气候特征等因素并结合

经济性比较后确定。减速器、电机、回转支承等结构满足国家规定的要求及规范。追踪精度应满足电

站的设计要求。 

1.5.4 输变电设备运维阶段的机械与材料（金属）监督包括以下内容： 

1）对集电线路（杆塔、构架、分接箱、对接箱、载流导体、各类重要电力金具等等）、升压站设备

（主变、站用变和 SVG 连接变以及金属构架、避雷针等设备）和箱变，在投运后应定期开展技术监督

检查，各类设备应外形、功能良好，无锈蚀、无断裂、无缺失、无损坏、无失效和无变形。 

2）对于风电场遭受台风、暴雨、高温、干旱、强对流等极端天气或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时，应及时

对输变电设备进行状态检查，对发生损坏的金属部件进行及时抢修和更换。 

3）对输变电设备中承载大、易锈蚀的螺栓紧固件进行目测检查，重点检测螺栓松动、变形和表面锈

蚀等问题，对于出现批量损坏或损坏频次较高的螺栓应采用超声设备进行在役检查。 

1.5.5 风电机组设备运维阶段的机械与材料（金属）监督包括以下内容： 

1.5.5.1主要设备监督 

1）定期开展轮毂、机架、主轴基座和齿轮箱箱体等铸件的监督工作，检查方式以外观检查为主，各

铸件表面应无宏观缺陷、漆面龟裂、表面锈蚀、整体结构变形和裂纹情况等，如发现表面裂纹，应进

行在役无损检测，并对裂纹的等级进行评定。 

2）定期开展塔筒、法兰、基础环、主轴、偏航系统齿轮与轴承、变桨系统齿轮与轴承和制动系统等

锻件的监督工作，各锻造结构件表面应无缺陷、锈蚀和整体结构变形的情况，对于出质保后部件存在

问题的机组或运行 5年以上的机组，风电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针对塔筒、法兰、基础环和主轴等

锻钢件的在役无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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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开展风电机组高强螺栓紧固件的监督工作，严格执行定检和点检制度。检测方式以目测检查

和力矩检验为主。部件更换时承载螺栓严禁重复使用，非承载螺栓可根据情况使用或更换。对于出质

保后存在高强螺栓断裂问题的机组或运行 5年以上的机组，风电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针对高强螺

栓的在役无损检测。 

4）定期开展塔架、机架等连接位置的焊缝、焊接接头的监督工作，检查方式以焊接结构件外观检查

为主。焊缝应无锈蚀、无划痕和无裂纹，油漆无开裂。对于焊缝出现问题的机组或者运行 5年以上的

机组，风电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风电场针对塔架、机架连接位置焊缝的在役无损检测。 

5）定期检查基础表面，要求基础表面完好，无裂纹，无风化、腐蚀和钢筋外露等；定期检查基础与

塔筒基础环之间是否有新的缝隙产生或缝隙有无扩大的趋势。定期开展基础水平度监测；定期开展基

础沉降观测，频次应满足如下表要求。 

序号 时间 观测次数 备注 

1 基础回填土前 第 1次观测  

2 基础回填土完成当天 第 2次观测  

3 机组安装完成当天 第 3次观测  

4 机组运行第 7天 第 4次观测  

5 机组安装完成第一年 
第 5~8 次观测（每 3 个月观

测 1次） 
 

6 机组安装完成第二年后 
每年观测 1 次直至达到终止

观测条件 

宜在大风或大雨天气后

观测 

当沉降稳定时，可终止观测，沉降是否稳定应根据沉降量与时间关系曲线断定，当某一台机组沉降速

率小于 0.02mm/d 时，可认为该风机基础沉降已稳定，可终止观测，但运行期的总观测时间尚应满足

不小于 12个月的要求。终止观测后，当出现特殊情况（如：台风、地震等）时，应补充进行观测。 

6）定期开展叶片的监督工作，叶片应无严重污染、无开裂、无哨声。叶片转动顺畅，无卡滞现象。

雷电高发区在强雷电天气后应进行一次叶片雷击的专项检查，重点针对叶片表面发黑问题，如发现，

应及时维修。定期进行叶片零位检测。 

1.5.5.2振动监测： 

1）负责振动监督工作的相关技术公司应对振动采集、分析、结果及现场反馈进行全过程监督，并明

确振动监测设备的技术条件，振动数据要求，传感器的选用与使用等，加强对监测设备的监督与维护，

开展相关人员的培训。 

2）各风电场应定期开展风电机组旋转部件的振动监督工作，并根据监督结果采取必要措施，追踪处

理措施及整体效果，形成闭环管理。 

3）风电场离线振动在采集振动数据后应当天上传，待收到分析报告后对分析结果显示为异常的机组

应在一周内完成确认工作并反馈处理措施，形成闭环。 

4）在线振动每季度应至少提供一份正式的状态报告；每年提供一份正式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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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未出质保的机组应要求机组厂家每年出具一份机组振动监测报告。 

1.5.5.3 常见类型故障监督： 

针对批次性、集中性或重大故障的设备，如叶片折断问题、变桨轴承断裂问题、齿轮箱箱体开裂翻转

问题、偏航轮齿磨损断裂问题等，需加强技术监督专项检查，缩短检查周期，提前发现设备缺陷，防

止出现重大安全事件；及时开展失效分析，查明损坏原因，提出改进性方案及措施，预防和解决该类

故障，保证机组安全可靠运行。 

1）防止叶片折断 

加强叶片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每半个月进行塔底巡视时注意检查叶片运行时是否存在异响，叶片表

面是否存在腐蚀、开裂的情况。建议每 1-2 年开展一次叶片的专项检查，叶片检查应由具备相应资质

及经验的专业叶片检查维修单位实施，检查范围至少包括叶片外部检查，重点检查主梁部位的横向裂

纹，如发现裂纹，应进行损伤鉴定，并根据损伤鉴定结果确定处理措施。 

2）防止变桨轴承开裂 

（1）加强日常维护级别，重点开展设备维护： 

（2）手动变桨时检查变桨轴承运行声音，叶片轴承运转平稳，无卡涩现象； 

（3）检查变桨轴承无裂纹、防腐层无脱落； 

（4）检查变桨轴承连接螺栓、垫圈本体无异常情况； 

（5）检查变桨轴承密封圈完好，无漏油现象，如变桨轴承密封圈漏油、损坏，需要更换或重新安装

变桨轴承密封圈，并清理渗漏的油脂； 

（6）检查三个变桨齿圈齿面无严重磨损痕迹（特别是 0°附近）； 

（7）紧固校验变桨轴承和轮毂、叶片连接螺栓力矩，并画力矩标示线，校验数量、力矩值和周期按

具体机型规定执行； 

当发生变桨轴承开裂故障时，应及时开展全场排查，并开展失效分析，明确失效原因，并联合厂家及

技术单位研究解决方案，消除安全隐患。 

3）防止齿轮箱开裂翻转 

（1）检查齿轮箱表面的防腐涂层应无脱落、开裂现象，表面无渗漏、裂纹等异常。 

（2）检查油位前先将机组停机等待一段时间（时间≥20 分钟）后再检查，油位应介于最大与最小值

之间（1/4-3/4），如果超出此范围，应采取相应措施；在油位平稳时，如果油位低于最小值，应将

油补充到相应位置；如果油位超出此范围，应放出超出限位的油量； 

（3）检查箱体结合面固定螺栓是否存在松动、断裂的情况； 

（4）打开观察孔，目视/内窥镜观察齿轮箱内齿面无剥落、无点蚀，无断齿情况； 

（5）检查减震装置中的板式弹簧应无裂纹、老化及损坏现象，弹性支撑固定螺栓无松动、断裂； 

（6）防止偏航轮齿磨损断裂； 

（7）检查偏航功率是否符合厂家要求； 

（8）偏航齿圈齿面无点蚀、无崩齿、无裂纹； 

（9）检查小齿轮与偏航齿圈齿轮啮合的间隙； 

（10）检查驱动齿轮与偏航齿圈的润滑情况，若缺少润滑油需要手动进行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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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操作面板或用手操盒分别测试左偏航和右偏航，观察偏航动作时无尖锐噪声和大幅振动等情

况。 

1.5.6 机械与材料（金属）监督光伏监督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5.6.1 固定安装组件 

（1）定期检查固定安装组件，组件固定部件（安装钳或紧固螺栓）无松动、异常等情况，要求功能

完好；电气连接无松动或腐蚀。 

（2）定期清洗电池组件，要求表面无污物。 

（3）定期检查所有组件、电线、电气设备及接地情况：确保组件绝缘性能良好，部件完整；确保所

有电缆连接紧固可靠、外观无破坏，无腐蚀，无异物渗透且固定良好；确保所有电气设备外观无破损

或老化，连接紧密可靠；确保接地线无损伤，接地无松动，无生锈腐蚀等。功能完好，用钳形电流表

测试组件电流，检查其电流指示正常。 

（4）定期检查组件基础，要求无变形，破裂。 

（5）每三年进行一次支架的防腐除锈工作。 

1.5.6.1跟踪系统: 

（1）定期检查跟踪系统，跟踪功能应完好，电源箱接线无松动、电压无异常；控制系统正常，汇线

及各部位接线应无松动，各部位螺栓无松动及锈蚀。跟踪系统的驱动电机、减速机、回转支撑、滑动

润滑部件运行过程良好，无异响、渗油现象。 

1.6 技术监督管理 

1.6.1 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监督的监督内容与周期应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类异常情况，在具

体实施操作中及时进行补充、调整。 

1.6.2 新能源企业应建立和健全设备质量全过程监督的签字背书制度。在各部件全生命周期各阶段，

对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设备、材料以及方案不符合要求的技改、维护等，技术监督部门和人员有权拒绝

签字。 

1.6.3 新能源企业应加强对外委检测、技术服务工作的监督管理，防止检验人员无资质检验、检验工

艺选择不当、不及时提交技术报告等现象的发生。 

1.6.4 新能源企业对发现的各类缺陷应及时进行处理，并做好消缺记录；受情况所限暂时不能进行处

的部件，需做好相关记录并及时调用设备、备件准备完毕后立即开展消缺工作。 

1.6.5 建立健全各设备全生命周期范围内的技术档案及台账，保证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

行、检修技改、报废等全过程质量管理的技术资料的完整率和连续性。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监督

档案内容为： 

1.6.5.1技术资料  

1）各系统的机械图纸及装配图以及电气图纸； 

2）各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出厂试验报告、产品证明书和随设备供应的图纸资料； 

3）设计、安装、调试、规程、作业指导书、工序工艺等技术文件及清单； 

4）故障检修手册、故障代码、故障原因、解决方案等； 

5）机组重大事故原因分析、处理情况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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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各类记录  

1）各受监设备的运行、检修、维护、技术改造记录及相关资料； 

2）各受监设备的运行日志； 

3）机组重大事故前期运行数据记录，事故原因分析记录及处理措施记录； 

4）受监设备台账变更记录； 

5）技术监督整改情况。 

1.6.5.3 台账信息 

包括铭牌台账，受监设备整体和关键部件技术参数；设备变更、故障、缺陷、异动、事故等台账；定

期维护、试验状态监测、大修、技改、日常维护、消缺等台账；特殊巡视、专项巡视、日常巡视和月

度巡视等台账等。 

1.7 附件 

1.7.1 定期工作清单 

1.7.2 国家法令法规、电力行业相关规程及集团公司制度文件 

1.7.3 机械与材料（金属）技术监督告警分类 

1.7.4 机械与材料（金属）部件缺陷及异常情况季统计表 

1.7.5 机械与材料（金属）异常情况专题分析季报表 



             

 

 

- 8 - 

附件 1 

 

 

定期工作清单（风电） 

 

工作类型 周期（时间要求） 工作内容 

一、基础管理监督项目 

1个月 

机组记录 

1）风电机组设备的运行、检修、维护、技术改造记录及相关资料。 

2）风电机组设备运行日志。 

3）机组重大事故前期运行数据记录，事故原因分析记录及处理措施记录。 

4）风电机组台账变更记录。 

5）技术监督整改情况。 

1个月 

闭环管理 

1）风电机组每一次重大事件/事故（例如叶片折断、飞车、超速保护失灵、着火等）应详

细分析原因，包括动作时间、动作类型、造成动作的原因、故障恢复时间，形成闭环管理。 

2）对设备的材料、机械缺陷或造成事故的故障应有过程处理及分析报告，形成闭环管理。 

3）对设备的材料、机械缺陷或各类故障的处理效果应及时追踪和评估，编写相关评估报

告，形成闭环管理。 

1年 

工、器具检验及维护记录 

1、检查工、器具检（校）验是否合格，检查对象包括国家、行业规定需检（校）验的工、

器具。 

2、检查工、器具维护保养记录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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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运行监督项目 

1个月 

集电线路检查 

设备外观锈蚀、断裂、缺失、损坏和变形情况。检查对象包括： 

1）场内杆塔、构架等重要金属构件，分接箱、对接箱、隔离开关箱等箱体，电力金具、

电力线材、接地线和架空线路避雷线。 

2）导线三相弛度、松紧情况。 

3）个别送出线路。 

1天 

升压站及辅助设施检查 

检查相关设备及设施外观锈蚀、断裂、缺失、密封、损坏、变形和功能情况。检查对象包

括： 

1）主变、站用变和SVG连接变等设备的壳体、油箱、油枕、散热片及冷却风扇等的金属

部件。 

2）金属构架、避雷针、连接导线、接线端子、接地线、刀闸执行机构等。 

3）接线盒的密封性、高压开关设备；线缆接点温度。 

1个月 

箱式变压器检查 

各部件外观锈蚀、断裂、缺失、密封、损坏和变形情况。检查对象包括：箱式变压器高低

压侧壳体、门、锁，接地、分接开关、散热片等金属部件和基础。 

15天 

塔底巡视检查 

1）检查叶片运行时应无异响，叶片表面无油污及灰尘；无脱皮、开裂、雷击及其他损伤

现象。 

2）检查基础、塔筒及相关附件外观良好，无破损，无变形、无开裂、无丢失等情况，各

部件功能良好，包括基础、扶梯、塔筒、安全标识、视频监控、灭火器等。 

3）塔底柜外观良好，柜门合页及门锁无损坏和缺失，柜内各设备外观良好，布线规范，

指示正常，包括柜内照明、UPS、防雷模块、电器元件、电缆线槽及支架、进线口封堵等。 

4）检查齿轮箱、偏航减速器、变桨减速器等部件的油位，应处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

油位超过最大值应及时放出过多油液，油位低于最小值应及时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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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 

叶轮及变桨系统检查  

各部件外观完好、安全、稳固、功能正常、无变形、无破损、无渗漏、无污染、无开裂、

无异响、无老化。检查对象包括：叶片、避雷线、叶根平台及盖板、叶根防尘罩、导流罩

支架，玻璃钢制件、轮毂、变桨轴承、密封、变桨动力源、变桨动力传递和执行机构、叶

轮锁、叶片连接螺栓等。 

6个月 
变桨测试 

变桨轴承无异响、卡涩和磨损，变桨轴承内齿无裂纹和磨损，变桨减速器的功能正常。 

3个月 

主轴及支撑系统检查 

主轴及基座有无宏观缺陷、表面锈蚀和结构变形，主轴轴承座的密封是否良好，主轴轴承

是否存在异响、卡涩和磨损。 

3个月 

齿轮箱宏观检查 

各部件有无宏观缺陷、表面锈蚀和结构变形；齿轮箱箱体及散热系统是否存在渗、漏油；

弹性支撑是否变形或橡胶老化，齿轮箱的温度是否正常，齿轮箱是否存在异响或位移。 

6个月 
齿轮箱润滑、冷却系统功能测试，温控阀工作状态检查；呼吸器若失效应及时更换；定期

更换滤芯。 

1年-3年 

振动监测（离线方式）  

定期采集和分析齿轮箱、发电机等部件振动数据，采集周期应根据机组运行状况、上次检

测结果等因素综合考虑；离线数据采集完毕当天应及时上传，分析结果显示注意及报警的

机组应在一周内反馈检查结果。运行10年及以上或存在故障隐患的机组（如振动、油液诊

断结论为注意）应增加振动采集频次。 

3个月 
振动监测（在线方式） 

每季度至少反馈1次监测机组状态，监测机组每年至少出具1篇振动报告。 

6个月 
振动闭环管理 

根据振动监测结果，对存在的齿轮箱、发电机缺陷闭环管理。 

3个月 

发电机宏观检查 

各部件是否存在宏观缺陷、表面锈蚀、油污、异响、卡涩和结构变形。检查对象包括：发

电机、冷却器、定转子接线盒、发电机前后端盖、发电机轴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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