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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农村水电及电气化事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下，国务院决定在农村水电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发农村水
电，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电气化建设。
“七五”至“九五”期间全国共建成了653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
2001年国务院批准在农村初级电气化县建设的基础上，建设更高标准的水电农村电气化县。
“十五”期间，全国共建成410个水电农村电气化县，累计完成投资1151亿元，新增农村水电装机1060
万千瓦，占同期全国农村水电新增装机的2／3。
在电气化建设的带动下，农村水电快速发展，截至2005年底，全国农村水电装机容量达到4309万千瓦
，占全国水电装机的37％，年发电量1357亿千瓦时，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34％。
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省区，农村水电发电装机和年发电量均占所在省区电力总量的1／4以上。
全国共建成了近800个县级电网和40多个区域性电网，近1／2的地域、1／3的县、1／4的人口主要靠农
村水电供电。
农村水电累计解决了3亿多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通过电气化建设，开发农村水电资源，形成了广大山区农村的发电和供电生产力，带动了其他资
源的开发以及农村产品加工业、山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把山区的资源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引导了农
村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带动了乡村公路、防洪灌溉设施
、人畜用水设施以及广播、电视设施的建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提高
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农村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因此，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在水能资源丰富的广大山区、贫困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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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最新统一编写小水电培训教材暨岗位必备指南》中的《水轮发电机组及辅助设备运行与维修
》分册，主要针对小型机组，参考水利和电力系统工人职业技能鉴定的内容，从培训和学习的角度出
发，精心编写而成。
     全书共3篇11章。
第一篇为水轮发电机组运行与维修，包括：水轮发电机组及构造、水轮机工作原理及参数、水轮发电
机组的运行、水轮发电机组经济运行、水轮发电机缉检修、水轮发电机组自动控制。
第二篇为水轮发电机组辅助设备。
第三篇为调速器调试及故障处理，包括：调速器的工作原理、调节系统特性及其试验、调速器的调试
、调节系统的维护和检修。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密切结合我国小水电发展技术水平的实际，并采用当前执行的规程、规范、标
准与名词、术语，力求图文并茂、语言精炼、通俗易懂，着重说明概念和应用，对理论公式不作深入
推导，重点揭示公式，参数和概念的物理意义及其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书可作为小型水电站在职职工和新上岗职工的岗位技术培训、等级考试教材及日常工作的必备工
具书，并且可作为中专及高职高专水电类相关专业的参考教材，也可供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技术工人
学习、阅读，还可供有关技术人员查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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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调节系统的动态特性试验　　一、概述　　调速器完成整机装配，试动调整和整机特性试
验后，就可以将其与被控制系统连接起来，构成闭环的调节系统，并应在机组投入试运行以前，对此
闭环系统进行一系列的试验，试验时需要有严谨而细致的工作态度，以确保机组本身的安全。
动态特性试验一般包括空载扰动试验、负载扰动试验和甩负荷试验。
其主要目的是：　　（1）检查调速器结构装配的正确性。
　　（2）检查调速器、调节系统在闭环的各种工况下的性能和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设计及有关技术规
范要求。
　　（3）按具体调节对象和特定运行要求，进行各机构的合理整定。
　　（4）反复进行参数选择，取得最佳运行参数。
　　（5）将“调整试验”与“故障处理”有机地联系起来，即可以在故障出现前得到防范，又可以
在出现后得以排除。
　　以上这些工作，在机械行业原标准中称为“现场运转试验”，在水电部门安装、运行、检修等单
位，通常称为“蜗壳充水试验”。
但其工作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为确保机组安全、经济并在最佳工况下运行。
　　二、动态试验前应具备的条件　　（1）调速器中的操作油温度不大于50℃，油质应符合要求。
周围空气温度在5～45℃之间。
　　（2）压力油罐内的油压保持在额定值范围内。
　　（3）调速器中可能存在的空气已经排尽。
　　（4）按具体电站的调节保证计算要求，整定好关机时间。
辅助接力器活塞杆上、下限位螺母位置已调好，并已锁定可靠。
　　（5）保护装置、限位开关和监视仪表已整定好。
　　（6）离心摆电动机的电压偏差不准超过额定值的±10％，三相电压平衡。
　　（7）杠杆系统中可能存在的死行程基本消除。
　　（8）机组和辅机、管路系统等安装工作已基本结束，机组具备起动试运转条件。
　　（9）按机组及电站引水系统的实际，初步整定缓冲时间常数Ta、暂态转差系数6和局部反馈系数
α，永态转差系数bp定在O（或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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