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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对标学习交流心得

2021 年 7 月 18 日至 7 月 24 日，我与公司生产部、运行四部和退役

治理公司的同事一同赴秦山核电参与对标学习，期间参与了由秦山核电组

织的“安全简明培训”、“核电生产管理培训”、“防人因管理及工具讲

解”、“秦山一期运行管理大纲讲解”以及为期三天的“秦山一期现场跟

值学习”，针对近几天的所见所闻，此次对标学习我有如下几点感受：

一、生产配合协调

秦山核电将 56个处室划分为“运行”、“维修”、“技术”、“安

全质量”四个领域和若干其他职能部门，在领域下设置分管相应机组的处

室。在分管秦山一期机组运行的运行一处下划分“运行值”、“管理科”、

“技术科”和“运行支持科”等职能部门，运行值由负责现场运行的六个

值(以下统称为运行值)与一个负责制度、规程变更和生产计划组织的白班

值组成。一个运行值由主控人员和约二十位现操人员组成，主控室每个值

由值长、副值长、三位操纵员和一位隔离经理组成。在现场的跟值与观察

期间，以下几个方面给我引发我较深的思考：

1、三向交流和按票操作的高度自觉

主控室中即使仅需几分钟的小操作，也需要三名操纵员同时开展。由

一名操纵员指着操作对象大声朗读即将执行的操作，另一名操纵员确认并

复述操作，每一步操作中严格按照“对象定位”、“完成操作”两步标识

法在操作票上做好标识。操作过程中注重对自检、他检和三项交流等十一

项防人因失误工具的穿插使用，且从运行一线到培训部门，均极为推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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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失误工具在现场操作中的使用。此外，操作全程由副值长监护。

2、一些重要工作前设置控制点

在诸如大修后装料前等重要工作前设置系统状态控制点，将系统状态

确认工作划分到不同岗位，状态审批工作划分至不同职能部门并由职能部

门签字确认并对后续工作进行批准；在现场翻看主控室保存的文件时，我

有以下两点感受：1)控制点确认缘由清晰，部门分工明确。2)职能部门在

现场工作中能起到一定的监护作用。

3、不同领域部门间交流密切

秦山核电的早会每日早上九点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由值长主持，

与会人员涵盖了维修、电器、仪控、设备、分析、安全质量、辐防、白班

值和生产计划的主要负责人，早会涉及的主要内容为对机组运行的主要参

数、辐射防护工作、昨日工作和工业安全回顾、生产计划和今日重要风险

工作、缺陷跟踪(包含“十大现存重大缺陷”、“新增缺陷”、“处理要

求及缺陷工作进展”和“总体缺陷情况”)的概况与明确，会议一般持续

约 15分钟，不对具体问题做讨论。

二、运行信息化、信息共享化和系统推进生产化水平高

核电由于经年累月的积累形成了一套成熟且支持随时随地访问的网

络办公系统。通过培训和跟值期间的观察，该系统集成了包含制度、各职

能部门信息、规程、操作票、培训教材、缺陷、生产计划、辅助运行和网

络办公且不限于此的信息交互、信息整理功能。虽然这样一个系统搭建成

本高、构建难度大，但对我厂的情况也不一定适用，但其中内嵌于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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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思想或许能够做一些借鉴，以下为参观期间秦山和二点向我们展示的

部分应用场景：

1、缺陷信息的上报处理和状态查询

秦山核电的缺陷上报到处理通过系统按流程、制度自动推进，缺陷

处理流程在第二节中给出，缺陷通过值长简要判断后填写申报单进入系

统，按流程由各部门进行确认、隔离、审批、排程、处理和验收，相关人

员可随时查询到缺陷的处理进程和状态，运行人员按生产计划提前做好隔

离措施并协调现场工作，此外，设备的故障周期、故障原因、隔离措施、

难以预料的连锁响应和风险隐患经过长时间的运行和记录能够被便利地

记录、查询和分析，提升人对厂房的总体缺陷情况的把控。

2、近期工作计划的确认、查询与共享

倒班的工作方式要求运行人员以周期、间隔的方式参与生产。运行

人员对休息期间的生产状态、缺陷处理进程并不知悉，以日志的方式对生

产信息进行记录缺乏相应的规范、存在信息缺失和理解偏差等弊端，运行

人员对厂房的整体情况容易缺乏全面把控。进行复杂、繁冗的现场系统性

整改工作的对接协调时，容易导致现场情况不明、人员对接混乱，同时增

大主控室的工作量。秦山核电借助系统罗列近期的生产计划、处理进程以

及每日的运行、实验和缺陷处理计划，运行人员可通过自行查询以及班前

会获取相应的信息。

3、培训教材、规程、操作票的使用和生产辅助

由于核电运行时间长，规程、操作票和指令单体系较完善，操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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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从系统打印相应规程或者操作票，并定期从主控室进行回收。此

外，在培训期间秦山核电在系统上向我们展示了培训体系、系统化的培训

教材、防人因失误工具动画教程以及约 30 分钟的消防、劳保物品使用视

频教程，带给我较深感触，如果培训材料整体精要明朗，具有较好的重复

学习性，结合实际工作，或许会提高运行人员的学习效率和系统性思维。

对于现场设备和阀门的位置，当值人员向我们展示了通过键入阀门编号获

取阀门位置、信息及照片的系统功能，据当值人员介绍，这项功能在大修

中起到了高效的辅助作用。

三、缺陷分级管理

秦山核电工作控制全流程为：设备存在缺陷→缺陷响应→预防性维

修工单→工作包准备→计划排程→隔离建立→工前会→维修实施→修后

实验→结束

秦山核电对缺陷有明确的定义(此外，还设置有应急、瞬态响应等)，

根据缺陷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和缓急对缺陷进行分级管理，对紧急缺陷立即

协调处理，工后补足相应的程序；对一般缺陷按流程申报、准备、处理、

实验和关单。秦山核电的工作控制全流程如上所示，但在实际生产中，仍

涉及到较多诸如缺陷现场确认、检修和运行人员分别提出审批隔离措施、

工作包准备、设备工程师把控设备检修质量关闭工作单等细节难以深入了

解。

四、生产规范化与现场文件管理

秦山一期主控室设置有 5 至 6 个文件柜，按不同分类对各文件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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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盒标注相应的颜色，文件全面而规范，由于文件繁多，我难以完全

理清文件类型，下面仅结合自己的查阅对部分文件的设置结合玻璃固化厂

房进行描述：

1、设置运行决策文件，记录长期以来的主要运行参数的变更及原因。

2、整合当值人员的岗位信息、在岗情况、补休、补贴申报表，便于

现场工作的协同。

3、对事件、异常工况做记录，组织人员评述意见并装订成册。

4、重要操作控制点管理(包含程序文件、确认单（检查项目、依据、

结果、检查人、备注)、审批单(状态检查结果、责任部门批准签字))。

5、防意外阀门状态检查表（重大操作阀门状态确认，具有偏文字性

描述、系统性强、并非简单的阀门开闭确认)。

6、工前会标准单（采用勾选的方式对操作目的、执行文件、任务介

绍、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人因失误及应对措施、人员因素、可能的异常

及应对措施和是否有运行经验进行判断，缺少的勾选项做好补充以及新增

工作)。

除此外还有诸多绩效考核、运行指令(高风险工作管控、紧急缺陷管

控、、电气隔离上锁与断开)和日计划等文件，对于主控室的生产规范化

和文件管理，我有以下几点感想：

1、各类文件宜逐渐完善、内容宜简洁、整体分类明显、使用方便。

2、人员对文件涉及的方向、文件的整体性宜有全局的把握。

3、秦山核电对十一项防人因失误工具较为推崇，且能自觉遵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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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前会标准单、操作票多步标识法以及填写规程编号等方法，我认为可

以考虑以辅助方法促使人员使用防人因失误工具，同时也需要注重辅助工

具的简洁性和易操作性，避免繁复的工作。

行动纠正项：

1、针对系统性排查等重要操作涉及的重要设备、前后重要阀门状态

进行整理，提高排查效率、主控室与现场人员的沟通效率以及防范诸如厂

房失电阀门复位未及时处理的风险。

2、临时工作方案需主控协调的需提前一日至数日在主控室放置一

份，便于主控人员提前了解情况、协调时间、地点冲突的检修项目，同时

应向现场加派人手。

3、主控室宜新增针对消防系统使用、消防报警响应、报警解除、工

业电视系统使用说明、厂房特殊状态(送风检修、实验等)和应急状态(失

电等)分级响应与广播口令标准格式等文件并宣贯。

4、主控室增加诸如冷却水干管、支管流量、贮槽(淋浴水槽、特下

水槽、分析区特下水槽、膨胀水箱等)高低报排放液位等边缘参数、分析

取样程序、分析单填写规范、分析单等进出控制区边界物件人员间传递办

法、各岗位的工作概述宜着侧重岗位全局把握、明确边界控制参数，具体

操作应为次要。

5、882 BB 02 中和用碱浓度非定值，有时浓度过大，pH由 5升至 11

所加碱的量不易把控。

6、重要阀门位置宜给出，阀门廊分块编号，便于诸如厂房失电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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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关闭后的快速排查与复位，阀门缺陷位置描述等工作的开展，重要位

置的辐射报警原因与响应主控人员宜悉知。

7、可以借鉴核电班前会，促进检修、运行人员对厂房近期工作重点、

系统性排查情况、当值工作任务的整体把控。

8、工作单开单工作不宜放在主控、现场工作与实验应提前排程并告

知主控、防止交叉作业，同时避免主控人员忙碌于键盘、记录、开票、现

场协调和故障排查工作中。

9、促进运行与检修人员的知识交互，促进双方在设备运行和设备结

构与简单维修上的技能与知识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