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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快速动态响应同步调相机组验收规范》标准分为12个部分：

——第1部分：主机（含盘车）；

——第2部分：封母、出线罩及中性点接地变；

——第3部分：空冷系统；

——第4部分：内冷水系统；

——第5部分：外冷水系统；

——第6部分：除盐水系统；

——第7部分：润滑油系统；

——第8部分：静止变频器（SFC）；

——第9部分：励磁系统；

——第10部分：同期装置；

——第11部分：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第12部分：调变组保护装置。

本部分为《快速动态响应同步调相机组验收规范》标准的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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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动态响应同步调相机组验收规范 第 1 部分：主机（含盘车）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快速动态响应同步调相机组主机（含盘车）可研初设审查、关键点见证、出厂验收、

到货验收、隐蔽工程验收、中间验收、交接试验验收、竣工（预）验收、启动验收、资料及文件验收十

个阶段验收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快速动态响应同步调相机组主机（含盘车）的验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隐极同步发电机技术要求GB/T 7064

隐极同步发电机定子绕组端部动态特性和振动测量方法及评定GB/T 20140

电力基本建设火电设备维护保管规定DL/T 855

汽轮发电机绕组内部水系统检验方法及评定JB/T 6228

快速动态响应同步调相机技术规范Q/GDW 11588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研初设审查 examining feasibility study and primary design review

在可研初设阶段从设备安全运行、运检便利性方面对工程可研报告、初设文件、技术规范书等开展

的审查。

3.2

出厂验收 check and accept in the supplier's factory

对设备厂内制造的关键点进行见证和出厂验收。

3.3

到货验收 inspection of merchandise received

设备运送到现场后进行的验收。

3.4

隐蔽工程验收 inspection and approval of concealed work

对施工过程中本工序会被下一工序所覆盖，在随后的验收中不易查看其质量时开展的验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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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验收 concealed work and intermediate acceptance

在设备安装调试工程中对关键工艺、关键工序、关键部位和重点试验等开展的验收。

3.6

交接试验验收 Handover test acceptance

依据相关规程和技术协议，对设备现场交接试验项目开展验收。

3.7

竣工（预）验收 completion acceptance or pre-acceptance

施工单位完成三级自验收及监理初验后，对设备进行的全面验收。

3.8

启动验收 start-up acceptance

在完成竣工（预）验收并确认缺陷全部消除后，设备正式投入运行前的验收。

4 验收要求及流程

4.1 验收对象

制造厂家提供的设备应符合技术条件（规范、标准、标书、应标文件等对应条款）和反事故技术措

施要求，通过型式试验。

4.2 验收方法

4.2.1 综述

验收方法包括资料检查、旁站见证、现场检查和现场抽检。

4.2.2 资料检查

资料检查包括满足机组投产要求的所有资料。设备安装、试验数据应满足相关规程规范要求，安装

调试前后数值应有比对，保持一致性，应无明显变化。

4.2.3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包括现场设备外观和功能的检查。

4.2.4 旁站见证

旁站见证包括关键工艺、关键工序、关键部位和重点试验的见证。

4.2.5 现场抽检

现场抽检应明确抽查内容、抽检方法及抽检比例，对数据存在疑问或频繁出现问题的设备应结合现

场需要进行复检。

4.3 可研初设审查条件和要求

4.3.1 设备可研初设审查验收需由专业技术人员提前对可研报告、初设资料等文件进行审查，并提出

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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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可研初设审查阶段主要针对设备选型涉及的技术参数、结构形式、安装处地理条件进行审查、

验收。

4.3.3 审查时应审核设备选型是否满足电网运行、设备运维、反措等各项要求。

4.3.4 审查时应按照附录A中表A.1要求执行。

4.4 出厂验收条件和要求

4.4.1 关键工序见证条件和要求

4.4.1.1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关键点见证应逐台逐项进行。

4.4.1.2 关键点见证采用查阅制造厂记录、监造记录和现场见证方式。

4.4.1.3 物资部门应督促制造厂在制造调相机前20天提交制造计划和关键节点时间，有变化时，物资

部门应提前5个工作日告知运检部门。

4.4.1.4 调相机主机关键点见证项目包括设备选材、定转子制造、定转子线圈制造、线圈嵌线、出厂

试验等。

4.4.1.5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关键点见证时应按照附录A中表A.2要求执行。

4.4.2 出厂验收条件和要求

4.4.2.1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出厂验收应对所有项目进行旁站见证验收。

4.4.2.2 物资部门应提前15天，将出厂试验方案和计划提交运检部门。

4.4.2.3 运检部门审核出厂试验方案，检查试验项目及试验顺序是否符合相应的试验标准和合同要求。

4.4.2.4 设备投标技术规范书保证值高于本细则验收标准要求的，按照技术规范书保证值执行。

4.4.2.5 对关键点见证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复验。

4.4.2.6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出厂验收时应按照附录A中表A.3要求进行。

4.5 到货验收条件和要求

4.5.1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到货验收应全过程参与。

4.5.2 调相机本体运输应安装三维冲撞记录仪，调相机本体就位后三维冲撞记录仪方可拆除，卸货前、

就位后两个节点应检查三维冲撞记录仪的冲击值。

4.5.3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到货验收应进行货物清点、运输情况检查、包装及外观检查。

4.5.4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附件和资料包装应有防雨措施。

4.5.5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到货验收工作按附录A中表A.4要求执行。

4.6 隐蔽工程验收条件和要求

4.6.1 调相机隐蔽工程验收项目主要对调相机本体及基础进行检查。

4.6.2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隐蔽工程验收工作按照附录A中表A.5要求执行。

4.7 中间验收条件和要求

4.7.1 调相机中间验收项目为组部件安装、定子出线绑扎、线圈耐压等。

4.7.2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中间验收应全过程参与。

4.7.3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中间验收工作按附录A中表A.6要求执行。

4.8 交接试验验收条件和要求

4.8.1 定、转子绕组试验。

4.8.2 轴承及励磁回路设备绝缘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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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测温元件及盘车装置检查。

4.8.4 内冷水流量试验（双水内冷机组）或转子通风试验（空冷机组）。

4.8.5 验收工作按附录A中表A.7要求执行。

4.9 竣工（预）验收件条件和要求

4.9.1 验收应对调相机主机（含盘车）外观、动作、信号进行检查核对。

4.9.2 验收应核查调相机主机（含盘车）交接试验报告，对交直流耐压试验进行旁站见证，同时可对

相关交接试验项目进行现场抽检。

4.9.3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交接试验验收工作按照附录A中表A.7要求执行。

4.9.4 验收应检查、核对调相机主机（含盘车）相关的文件资料是否齐全。

4.9.5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竣工（预）验收要保证所有试验项目齐全、合格，并与出厂试验数值无

明显差异。

4.9.6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竣工（预）验收工作按照附录A中表A.8要求执行。

4.10 启动验收条件和要求

4.10.1 验收工作组在调相机启动投运前应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4.10.2 调相机启动验收内容包括调相机外观检查、声音、红外测温、带电检测、试验等。

4.10.3 检查调相机主机（含盘车）运行正常，各个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4.10.4 启动验收应按照附录A中表A.9要求执行。

4.11 资料及文件验收条件和要求

4.11.1 检查安装使用说明书，维护手册等技术文件。

4.11.2 检查重要设备的出厂试验报告。

4.11.3 检查安装检查及安装过程记录。

4.11.4 检查竣工图纸。

4.11.5 资料及文件验收时应按照附录A中表A.10要求执行。

5 验收工作记录

5.1 可研初设审查发现问题时，提出整改意见，填入“可研初设评审记录”，参见附录B的表B.1。

5.2 关键点见证发现质量问题时，提出整改意见，填入“关键点见证记录”，参见附录B的表B.2。

5.3 出厂验收发现质量问题时，提出整改意见，填入“出厂验收记录”，参见附录B的表B.3。

5.4 到货验收发现质量问题时，填入“到货验收记录”,参见附录B的表B.4。

5.5 隐蔽工程验收发现质量问题时，提出整改意见，填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参见附录B的表B.5。

5.6 中间验收发现质量问题时，提出整改意见，填入“中间验收记录”，参见附录B的表B.6。

5.7 交接试验验收发现质量问题时，提出整改意见，填入“交接试验验收记录”，参见附录B的表B.7。

5.8 竣工（预）验收发现质量问题时，提出整改意见，填入“竣工（预）验收记录”，参见附录B的表

B.8。

5.9 启动验收发现质量问题时应及时督促整改。

5.10 对工程遗留问题，填写“工程遗留问题记录”，参见附录B的表B.9。

5.11 发现重大问题时，填写“重大问题反馈联系单”，参见附录B的表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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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主机（含盘车）验收标准

主机（含盘车）验收标准见表A.1～表A.10。

表 A.1 主机（含盘车）可研初设审查验收表

序号 验收项目 验收标准 检查方式
验收结论

（是否合格）
验收问题说明

调相机主机（含盘车）验收 验收人签字：

1 技术要求

①单机容量为 300MVar，定子额定电压为 20kV，

额定转速为 3000r/min，频率为 50Hz；
②双水内冷同步调相机冷却方式为定子绕组、转子

绕组水内冷和定转子铁心空气冷却；

③空冷同步调相机冷却方式为空气冷却；

④调相机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额定冷却介质条

件下，调相机在正常运行工况下长期连续运行时，

各部分温升不超过国标 GB/T 7064 中规定的数值；

⑤采用机端自并励静态励磁系统；

⑥调相机出线端子数目为 6 个。调相机转子转向从

出线端往非出线端看为逆时针；

⑦在满载运行时，含包括励磁集电环在内，距外壳

1 米，距地面高 1.2 米处，噪音水平小于 85dB(A)；
⑧调相机各项性能需满足 Q/GDW 11588 的要求。

资料检查 □是 □否

2 本体性能要求

①电压变化范围为±7.5％，频率变化范围为－3％

到＋2％时，连续输出额定无功功率。 当调相机在

电压变化为±7.5％，频率变化为－4％到＋4％的

范围运行时，温升不超过 GB/T 7064 的规定；

②调相机在额定空载或额定短路时，通频（频率范

围为大于或等于转频）和倍频振动位移峰峰值小于

100μm；正常运行时，通频（频率范围为大于或

等于转频）和倍频振动位移峰峰值小于 250μm；

③冷态下端部绕组模态试验的椭圆型固有振动频

率的合格范围为 fZ≤95 Hz、fZ≥110Hz；端部绕组中

的相引线和主引线固有振动频率的合格范围为

fZ≤95 Hz、fZ≥108Hz；
④定子绕组三相直流电阻值在冷态下任何两相阻

值差，在排除由于引线长度不同引起的误差后，不

超过其最小值的 1％；

⑤调相机进相运行能力为-150 Mvar；
⑥调相机轴承排油温度不超过 70℃，轴瓦金属温

度最高一般不超过 105℃；

⑦机组在其保证使用寿命期内，能在额定负荷和

1.1 倍额定电压下，在短路电流不超过三相突然短

路所产生的最大相电流的情况下，能承受出线端任

何形式的突然短路而不发生导致立即停机的有害

变形。

资料检查 □是 □否

主机（含盘车）

基础信息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验收单位 验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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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序号 验收项目 验收标准 检查方式
验收结论

（是否合格）

验收问题

说明

3 结构设计要求

①定子绕组、转子绕组、定子铁心的绝缘采用 F 级

绝缘，按 B 级绝缘的温升考核。调相机定子单根线

棒防晕结构按 1.5 倍额定线电压设计，整机出厂试

验电压为 1.0 倍额定线电压，满足 GB/T 7064 标准；

②定子外壳的结构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满足振动、

机组起、停和短路情况下的要求。定子外壳的设计考

虑维护和检修方便；

③定子线棒槽内固定及绕组端部出线固定工艺牢靠，

端部采取适应调峰运行的技术措施。线棒、引线径向

固有频率要≤95Hz、≥108Hz，若无法避开，则需测

量其响应比，若响应比小于 0.44（m/s
2
）/N，可不处

理。若响应比大于 0.44（m/s
2
）/N，应尽量采取措施

进行绑扎和加固处理。定子铁心端部结构件压指、压

板等采用非磁性材料，应采取有效的屏蔽措施，避免

产生局部过热，定子机座与铁心之间有弹性连接的隔

振措施。定子铁心压装可靠，保证不松动和发生扇翅；

④调相机励磁端的轴承系统设计含双层绝缘垫，方便

在运行中测量绝缘电阻；

⑤为提高调相机承受不平衡负荷的能力，转子设置阻

尼绕组；

⑥在运行中可方便地更换碳刷，调相机转子滑环处装

有罩子，转子正负极用碳刷引出，转子正负引线至接

线盒，并便于调相机转子绕组接地保护用。集电环的

刷盒结构，采用恒压弹簧；

⑦调相机的测温组件采用严格埋设工艺，保证完整无

损，每个测温组件的三个出线头均单独引出至本体接

线盒，中间没有接头，接线柱表面镀银。调相机所有

测温热电阻对地绝缘大于 1MΩ（25℃时）；

⑧定子绕组绝缘引水管具有足够的强度，固定牢靠，

避免相互交叉磨损和松动、脱落、破裂，并与内端盖

保持足够的绝缘距离，绝缘引水管的更换周期为 10

年以上；（适用于双水内冷机型）

⑨调相机定子、转子绕组出线与封闭母线及共箱母线

相匹配。

资料检查 □是 □否

4
监测系统技术要

求

①定子每槽内上、下层线圈间埋置单支型测温热电阻

(Pt100) (三线制)，或每相配备不少于 2支测温热电

阻；用于调相机本体的温度检测元件应采用单支

Pt100 热电阻(三线制)。装设位置考虑到引线漏环电

流磁场的影响，以满足测量精度要求；

②定子每根绝缘引水管出口端安装测量出水温度的

单支型测温元件一支(Pt100，采用三线制，引至接线

板)；（适用于双水内冷机型）

③定子水路总进、出水处设置双支型热电阻(Pt100)；

（适用于双水内冷机型）

④在定子端部边段铁心、磁屏蔽等处永久性装设足够

数量的 Pt100 单支三线制热电阻测温元件，满足安

全运行要求；

⑤在定子铁心齿部和轭部装设热电阻（满足进相运行

时的测温要求）；

⑥各轴承上均装设测量油温的双支 Pt100 测温元件；

⑦在各轴瓦上还各装设测量轴瓦温度的双支或三支

Pt100 测温元件。

资料检查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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