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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火力发电工程后评价的评价方法、评价范围以及 

评价内容深度，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纯凝发电、热电联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 

电新建、扩建和改建发电工程。

1.0.3 火力发电工程后评价通常采用前后对比法、有无对比法、 

横向对比法、逻辑法、逻辑框架法、综合评价法、成功度法、重点评 

价分析法、调查法。

1.0.4 项目后评价承担机构要按照国家及相关行业协会规定，遵 

循项目后评价基本原则，按照后评价委托合同要求，独立自主开展 

后评价工作，并应承担国家机密、商业机密相应的保密责任。受评 

价项目业主应如实提供后评价所需的数据及资料，并配合评价机 

构开展相关问题的澄清、核实与现场调研工作。

1.0.5 被评价项目在移交生产/投入商业化运营且运行一个完整 

财务年度后可进行后评价工作。

1.0.6 项目后评价应坚持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1.0.7 火力发电工程后评价编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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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后评价   post  evaluation
指项目建成投产并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对项目前期工作、实施 

过程、结果及影响进行系统客观评价的技术经济活动。

2.0.2 前后对比法   before and after comparison method
将项目完成后的实际生产运营状况与项目实施前以及项目实 

施过程中所设定的各项预期目标或工程目的加以对比，分析项目 

是否达到了项目投资目标或各项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分析主要 

变化及原因。

2.0.3 有无对比法   with  and without  comparison  method
将项目投产后实际发生的情况与若无项目可能发生的情况进 

行对比，以度量项目的真实效益、影响和作用。对比的重点是分清 

项目本身的作用和项目以外的作用。

2.0.4     横向对比法   horizontal  comparison  method

指与行业内、可比的同类型或类似项目相关指标的对比分析 

方法。

2.0.5     逻辑法   logic  method

以时间、工作顺序等逻辑规律为指导，根据事实材料做出判 

断，进行推理，得出合理评价结论的方法。

2.0.6     逻辑框架法   logic  framework  method
将几个内容紧密相关，必须同步考虑的动态概念组合起来，通 

过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评价一个设计完整、目标明确的投资项 

目(或计划、方案、活动等),适合于项目的全面分析和找出其中重 

要的相关关系。

2.0.7 综合评价法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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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法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通过 

建立各项定量与定性分析指标体系形成矩阵表，将各项定量与定 

性分析的单项评价结果按评价人员研究决定的各项目标的权重排 

列顺序，列于矩阵表中进行分析，将一般可行且影响小的指标逐步 

排除，着重分析考察影响大和存在风险的问题，最后分析归纳，指 

出影响项目的关键指标，提出对项目的综合性评价结论。

2.0.8 成功度法    success degree method
根据项目各方面的执行情况并通过系统标准或目标判断表来 

评价项目总体的成功程度。进行成功度分析时，把建设项目评价

的成功度分为四个等级，即成功(A) 、比较成功(B)、部分成功 

(C)、不成功(D),  然后将项目绩效衡量指标进行专家打分，综合 

评价。

2.0.9 重点评价分析法   critical evaluation analysis method
从工程实现的主要亮点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有重点地 

分析评价实现这些亮点的主要背景、所需环境、主要方法、主要构 

成要素，对于存在的主要问题，应重点分析出现问题的主要背景、 

主客观因素等。

2.0.10 调查法    survey  assessment  method
调查法是以评价项目作为索取信息的对象，依靠专家的知识 

和经验，由专家通过调查研究对问题做出判断、评估和预测的一种 

方法。

2.0.11 烟尘排放绩效值   smoke emission performance value 
烟尘排放绩效值是单位发电排放的烟尘质量，以g/(kW·h)    为

单位。
2.0.12     氮氧化物排放绩效值   nitrogen oxides emission perform-

ance value
氮氧化物排放绩效值是单位发电排放的氮氧化物质量，以 

g/(kW·h)    为单位。

2.0.13 二氧化硫排放绩效值    sulfur dioxide emission per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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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 value

二氧化硫排放绩效值是单位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硫质量，以 

g/(kW·h)     为单位。

2.0.14  废水排放绩效值   wastewater emission performance value 
废水排放绩效值是单位发电排放的废水质量，以kg/(kW·h)     为

单位。



·5 ·

3 项目后评价内容组成

3.0.1    项目后评价的内容组成应包括项目概况、项目实施过程评 

价、项目运营情况评价、项目财务效益评价、项目环境和社会效益 

评价、项目持续性评价、项目后评价结论和主要经验教训、对策及 

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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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 目 概 况

4.0.1 项目概况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简述项目建设地址、建设规模、交通运输、电厂容量、资源 

条件、项目性质特点及主要建设内容；

2 项目投资方、项目业主、隶属关系和参加项目建设的主要 

单位；

3 项目开展前期工作、项目核准以及项目开工建设、投产等 

重要时间节点信息；

4 项目各阶段投资及竣工决算情况；

5 项目投产后运行与经营效益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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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5.1 评价范围与内容

5.1.1 项目实施过程评价的范围包括项目的前期阶段、工程实施 

准备阶段、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等工程全部建设阶段及过程。

5.1.2     项目实施过程评价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项目各阶段决策的合理性及科学性，对于项目实施过程 

中，后阶段决策相对前阶段决策发生的主要变化，应分析变化的原 

因及其对项目运行及效益的影响；

2 项目实际实施效果达到项目预期目标和任务的实现程度， 

对未实现项目目标和任务的情况，应分析原因，并总结教训。

5.2 项目前期阶段评价

5.2.1     项目前期阶段评价的范围为从项目开展前期工作开始，贯 

穿项目立项、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核准申请至项目核准前的各阶 

段和各层次工作内容。

5.2.2     项目前期阶段评价的内容包括项目前期阶段决策程序与 

过程的合规性评价以及前期阶段各项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评价。

5.2.3 决策过程与程序合规性评价的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立项条件是否合规，立项理由是否充分，是否符合相 

关规划与产业政策要求；

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深度是否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火 

力发电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深度规定》DL/T   5375的规定，可 

行性研究报告是否经过审查；

3 支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需的各项专题或专项研究论 

证报告，包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接入系统研究报告、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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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研究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地震安 

全性评价报告、节能减排报告和安全稳定进行前评估报告等内容 

是否完整并经过有关部门或机构的评审，决策过程及程序是否科 

学、合理并合规；

4 项目核准申请程序与过程内容是否满足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相关要求，归纳在项目核准申请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或经验。 

5.2.4     项目前期阶段决策合理性评价应包括对照项目核准意见、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及配套批准文件确定的项目相关工程方  

案原则与项目实际实施情况，评价项目在可研阶段确定的项目规  

模、工程外部条件、主设备选型原则、环境保护措施、水源及取水方 

式选择、燃料来源及选择、机组冷却方式选择、热力送出方案(如果 

有)及其他主要方案技术路线或设计原则等重要决策的科学性、合  

理性。对于实际实施方案与项目核准意见要求发生实质性变化的  

情况，应分析原因，并分析偏差对项目运营产生的影响，对于对项  

目综合成功性产生负面影响的决策，还应提出规避此类错误的合  

理化建议或保障措施。项目前期阶段决策合理性评价具体内容应  

包括以下方面：

1 建设必要性及项目目标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通过对项目投产后区域电力、热力市场实际供需情况与 

项目前期决策阶段项目区域电力、热力市场预测的对比 

分析，初步评判电力、热力市场预测的准确性；

2)通过对项目投产后在区域电网的地位与所起作用的分 

析，说明改善电网结构、满足区域供需求的项目目标的实 

现程度。

2 项目规模合理性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根据对项目实际生 

产运行状况评价基本结论以及项目在区域电网的地位与所起作用 

的综合分析，说明本期项目建设规模以及项目规划规模决策的科 

学性、合理性。

3 厂址选择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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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新建电厂，项目在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是否按可行 

性研究报告内容深度规定对多个厂址进行技术经济比 

较，其选定厂址的论证过程及结论是否科学合理；

2)根据电厂建设实施与投产后的运营情况，分析评价作为 

厂址选择决策的主要条件是否存在重大变化，这些变 

化是否已构成对选定厂址的科学性、合理性产生实质 

影响；

3)根据电厂建设实施与投产后的运营情况，评价选定厂址对 

所在区域自然条件适宜性及对建厂外部条件的适应性；

4)厂址选择对厂址周围环境的影响；

5)实施厂址与核准意见的符合程度，如厂址发生变更，应分 

析变更原因，说明变更厂址是否比可行性研究阶段确定 

的厂址更加科学合理。

4 交通运输方式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可研阶段交通运输方式决策过程与结论的科学合理性；

2)按可研阶段决策确定的交通运输方式在项目投产运行后 

是否可充分满足项目燃料运输需求，尚存在的问题；

3)说明实际电厂交通运输方式与核准意见的符合程度，如 

发生较大变化，应简述原因并初步分析对电厂生产运行 

产生的影响；

4)对于在可研阶段对主设备选型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件 

运输方式，应分析其实际实施及变化情况。

5 水源及取水方式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根据电厂投产后，其水源及取水设施的实际运行效果，评 

价可研阶段确定供水水源和取水方式选择的科学合理性；

2)对比核准意见，说明电厂实际实施中采用的供水水源和 

取水方式与核准意见的符合程度，如发生较大变化，应简 

述原因并初步分析对电厂生产运行产生的影响。

6 机组冷却方式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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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电厂投产后，其机组冷却方式的实际运行效果，评价 

可研阶段确定机组冷却方式选择的科学合理性；

2)对比核准意见，说明电厂实际实施中机组冷却方式与核 

准意见的符合程度，如发生较大变化，应简述原因并初步 

分析对电厂生产运行产生的影响。

7 煤源选择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根据项目实际运行中煤源、煤质的变化情况，说明可研阶 

段确定的煤源、煤质是否得到有效落实；

2)对于项目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煤源、煤质发生较大变化的 

情况，应简述原因。

8 灰场及输灰方式的选择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评价可研阶段确定的灰场场址、贮灰方式、输灰方式及灰 

场使用年限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满足项目投产后灰 

渣实际储运要求；

2)根据核准意见，说明电厂实际运行灰场场址及输灰方式 

与核准意见的符合程度，如发生较大变化，应简述原因；

3)可研阶段预测的电厂灰渣综合利用效果是否实现，如未 

达到设计预期，应简述原因并初步分析对电厂生产运行 

产生的影响。

9 环境保护设施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项目核准意见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意见中明确 

的各项环保设施是否有效实施，设施标准是否达到核准 

意见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意见要求；

2)各项环保设施是否按要求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步建成投运；

3)对于实际实施情况与核准意见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批复意见存在较大偏差的情况，应核实环评变更情况，并 

说明原因，初步分析对电厂生产运行产生的影响。

10 装机方案与主机技术条件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装机方案与主机技术条件是否满足国家产业政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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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可研阶段的机组选型报告的科学性、合理性；

2)若为供热机组，依据热负荷及其特性，分析可研阶段确定 

的机组形式及供热参数的合理性，总热效率和热电比是 

否符合规定；

3)分析电厂实际采购主机设备容量及参数与核准意见及可 

研审查意见的符合程度，如有较大差异应说明原因，并初 

步分析对电厂生产运行产生的影响。

11 可研阶段其他重要工艺推荐方案或设计原则的评价应包 

括但不限于下列范围及内容：

1)电厂主接线推荐方案的合理性分析，简述实际实施情况 

及与可研阶段推荐意见的主要差别；

2)启动备用电源引接推荐方案的合理性分析，简述实际实 

施情况及与可研阶段推荐意见的主要差别；

3)主厂房结构形式推荐方案的合理性分析，简述实际实施 

情况及与可研阶段推荐意见的主要差别；

4)其他重要工艺推荐方案或设计原则的合理性分析。

12 项目投融资方案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可行性研究阶段投融资方案决策合理性评价；

2)简述实际实施情况与可行性研究阶段确定的投融资方案 

的主要差别。

13 对后续建设项目的立项决策工作提出改进建议。

5.3  项目建设实施准备工作评价

5.3.1  项目建设实施准备工作的评价范围及内容应涵盖项目核 

准至项目正式开工期间开展的项目建设实施所需的各项主要准备 

工作，包括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工程勘测、初步设计、主要开工条件， 

如主要工程招投标、主要设备招投标、施工图、场地准备、融资工 

作、开工许可等条件的充分性。

5.3.2  初步设计阶段工程勘测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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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要叙述初步设计阶段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和水文气象等 

勘测工作的过程和成果；

2  根据设计成果、工程实际建设及投运情况，评价初步设计  

阶段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和水文气象条件等勘测工作主要结论或  

成果、工程技术参数推荐值或数据是否准确或科学，包括：地基承  

载力、变形参数、地下水位等工程技术参数推荐值，如采用桩基础， 

还包括试桩后相关推荐的工程技术参数等；

3  通过对勘测推荐的工程技术参数，如相关物理力学、水文 

地质参数等与项目实际采用的设计值以及工程实际实施比较分 

析，对于偏差较大的工程技术参数，应分析其原因，并评估对工程 

方案产生的影响；

4 对于由于工程勘测相关结论有误，对工程方案的实施产生 

重大影响的情况，应分析原因，总结教训；

5  提出对勘测工作的综合评价。

5.3.3 初步设计评价的范围为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要求的初  

步设计文件中的各系统方案或重要篇章，包括总平面布置、热机专 

业、主厂房布置设计、运煤系统、除灰渣系统、电厂化学部分、脱硫 

脱硝部分、电气部分、热工自动化部分、建筑结构部分、暖通部分、 

水工部分、消防系统、节约资源措施、环境保护等。

5.3.4 初步设计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简要回顾工程设计方案及主要结论；

2  从设计方案的适用性、技术先进性及经济性等方面评价方 

案特点及合理性；

3 通过与同类工程设计指标对标或与行业推荐的设计指标 

的对比分析，采用横向比较法评价本工程设计指标的先进性；

4 评价核准意见、可研阶段确定的主要设计原则或主要设计 

边界条件在初步设计方案中的落实程度，对于与上述意见原则或 

设计边界条件发生较大偏差的设计方案，应分析原因，并分析对项 

目运营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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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实际实施方案与初设审查意见确定的初步设计方案 

的符合程度是否达到设计意图，或设计意图的实现程度，对于初设 

阶段确定的具有创新性或存在设计亮点且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案， 

如在实际工程实施中未落实，应分析原因，并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进行合理评估；

6  评价初设阶段的设计优化实施情况，对于初设阶段确定的 

具有创新性或存在设计亮点且在实际工程中落实了的技术方案， 

应总结经验；

7  对于在审查意见中未推荐的，具有一定创新性或存在一定  

设计风险的方案，如被后续工程证明是科学合理的，应分析原因， 

并总结经验；

8 初设阶段对脱硫脱硝系统等环保设施方案的评价内容应 

包括环保设施技术路线选择的合理性、先进性，主要招标原则确定 

的合理性，主要设计值或保证值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以 

及与环评意见的符合性；

9 归纳初步设计阶段值得借鉴与总结的主要设计技术方案 

亮点、设计方案中采用的新工艺、新材料以及具有高效、节能、节水 

等特色的设计创新经验；

10  结合项目建设实施及机组投运后情况，归纳总结初设阶 

段确定的设计方案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及值得总结的教训，提出在 

今后工程设计中加以规避的措施建议。

5.3.5 开工准备工作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管理机构的设立情况，其部门管理职能的合理性以及 

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健全；

2  开工前，项目是否已取得项目核准主管部门的核准意见；

3  项目初步设计及总概算批复情况，开工审计情况以及开工 

报告批复情况；

4 对于项目总概算批复时间至项目申请开工时间超过两年， 

或概算批复至开工期间动态因素变化大，总投资超出原批复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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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的，应核实是否重新核定项目总概算；

5  项目资本金和其他建设资金落实情况，资金来源及金额是 

否满足本阶段实际需要；

6 主机及主要辅机设备的招标采购进度及设备厂家资料交 

付进度及情况是否满足施工图设计要求；

7  主体工程的施工标段是否已通过招标确定施工单位，施工 

合同是否已签订；

8 施工监理单位是否已通过招标确定，监理合同是否已 

签订；

9  项目施工组织总设计已编制完成并经审定，施工组织总设 

计的内容深度是否满足现行规定及施工要求；

10  各项与开工条件相关的土地许可、规划许可、开工许可等 

证照是否已办理；

11  确定的施工图交付计划能否满足主体工程连续施工的需 

要，实际的开工前交付施工图纸进度是否满足开工后连续施工至 

少三个月的要求；

12  项目征地、拆迁和施工场地“五通一平”工作完成情况，力 

能供给情况能否满足施工需要，有关外部配套生产条件协议的签 

订情况，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准备工作完成情况，是否具备连续施工 

条件；

13 第三方检验检测单位是否已确定。

5.4 项目建设实施评价

5.4.1 施工图设计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核准意见及初步设计审查意见在施工图设计中的贯 

彻落实情况，对于未按项目核准意见及审查意见实施的施工图设 

计方案，应分析变更原因，并评估方案变更对项目投资与生产运营 

的影响；

2 施工图设计对国家现行的火力发电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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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的执行贯彻情况分析，对由于设计单位在设计中未有效贯彻 

相关强制性条款原因，在工程建设期间及投产运行阶段造成重大 

质量及安全事故的情况，应全面分析原因，并提出规避此类问题的 

建议；

3 通过对各专业设计变更的统计分析，评价设计变更的主要 

因素，对于重大设计变更，应说明变更主要原因，并评价投资变化 

情况及实施效果；

4 对于施工图阶段与初步设计阶段工程量发生显著变化的 

方案，应分析原因，并总结教训；

5 对于施工图阶段方案较初步设计阶段方案存在设备材料 

规格、型号、材质发生较大变更或替换的情况，应说明原因，并评价 

对投资及生产运营产生的影响；

6 评价施工图阶段设计优化的合理性及实施效果；

7 评价施工图实际交付进度是否满足施工进度总体要求；

8 评价设计单位施工图现场服务情况；

9 施工图会审及设计交底情况，对于由于施工图交底不清原 

因造成的施工差错或返工情况，应分析原因，并提出规避错误的措 

施建议；

10  归纳施工图设计阶段值得借鉴与总结的主要设计或设计 

优化的技术方案亮点、设计创新经验以及设计管理经验；

11  归纳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值得总结的教训，提 

出在后续工程设计中加以规避的措施建议。

5.4.2 工程采购管理评价应包括下列范围：

1  工程采购管理评价的范围为项目勘察设计、工程监理、设 

备监造、工程施工、调试、性能试验、工程总承包等各项的采购 

工作；

2 设备材料管理采购的范围为由建设单位负责的设备及材 

料的采购工作。

5.4.3 设备材料采购管理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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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采购招标制度是否健全，是否符合国家招投标法及上

级主管部门的规定；

2 已达到国家招标投标法规定的合同金额标准的工程采购 

及重要设备、材料采购是否按要求进行了招标采购；

3 设备材料采购方式是否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是否 

做到技术性与经济性的有效统一；

4 对于工程采购及主要设备采购招标文件中设定的招标条 

件，如对主要工程采购供方资质等级、能力、业绩、诚信等的要求以 

及主要技术条件设定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5 主体工程及主要设备中标单位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

资质要求，中标结果是否与评标结果一致，如不一致，应说明原因；

6 设备材料实际采购参数规格、型号与设计方案确定的设计  

值的一致性，如设备材料参数规格、型号与设计值发生较大偏差， 

应分析原因，并评估对投资与生产运营的影响；

7 设备实际到货进度与合同条件是否符合，设备实际到货进 

度与工程整体进度计划是否符合；

8 从招标金额角度分析设备及材料招标率；

9 主要工程项目及主要工程施工标段招标及合同履约情况， 

对于违约或出现合同履约困难的应分析原因，项目招标情况的具  

体内容可按照附录A 表 A.1 执行；

10   主要设备材料的采购及履约情况，可按照附录A 表 A.2 
执行；

11  通过对设备安装调试、运行阶段出现设备质量的分析，总 

结反映在设备监造及采购环节的主要问题，提出改善设备采购招 

标水平的建议；

12 通过合同履约情况的分析，总结反映在工程采购招标环 

节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工程采购方面的建议；

13 归纳工程采购及主要设备材料采购管理方面的主要经验 

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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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工程建设施工质量控制管理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设单位确定的工程质量总目标及目标实现情况评价，包 

括达标投产目标及创优目标等；

2 工程质量全过程控制体系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具体评价内 

容为建设单位编制的质量管理大纲及质量管理文件的落实情况， 

包括质量管理职责及质量管理网络等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情况及  

有效性，各类质量计划，如设计优化，主要技术性能指标目标计划，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计划，绿色施工计划，项目文  

件质量控制计划等的合理性及落实情况；

3 工程质量监督体系(含监管计划)是否健全及其运行有效 

性，在主要质量控制节点，是否按规定向项目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开展登记、申请监督检验或办理许可等各项工作；

4 主要标段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及有效性，具体评  

价内容包括内部质量管理机构的建立，专职质量管理人员的配备， 

质量责任制的建立，涵盖分包单位在内的质量管理网络的建立情  

况，标段施工组织设计的完整性、科学性以及实施效果，工程达标、 

创优目标实施细则的实施效果，火力发电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  

文实施细则的实施效果，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实施计划 

和工法计划的实施效果，带有典型性的重大施工方案、作业指导书  

的实施效果；

5 机组整套启动前应经质量监督检查及达标投产初验，未通 

过的机组不得启动、并网、运行；

6 施工单位在现场实际服务的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专 

业技术负责人、专业质检人员是否具有火电工程质量管理规程规 

定的相应资质要求，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是否经监理确认；

7 特种设备安装及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的管理制度是否符合 

相关规定；

8 评价施工单位施工过程质量控制情况，具体内容包括施工 

过程是否严格按施工图纸、设计文件、施工技术标准、验收标准规



·18 ·

定或要求进行，施工检查及监测的有效性，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的实施过程控制及效果，对不稳定和能力不足的施工过 

程、突发事件实施针对性监控措施的有效性等；

9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工程质量事故的原因分析，对于工程 

实施过程中的重大质量事故，应简述解决过程，并说明应对决策的 

合理性及有效性；

10  说明从质量事故中反映出的质量控制体系中或质量监督 

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及建议；

11 简述土建施工质量验收结论及主控项目让步处理意见， 

对于在主厂房、烟囱、冷却塔等重要单位工程中存在主控的分部分  

项工程初次验收不合格但经返修或加固处理达到验收条件的，应  

分析原因，并提出在改进质量过程控制、改善施工方法方面的建  

议；对于在施工及验收过程中存在违反火力发电工程建设标准强  

制性条文的情况，应分析原因，并提出强化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方  

面的建议；对于在后评价工作阶段对验收资料的查评过程中或后  

评价现场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明显不符合验收标准的分部分项或单  

位工程，应在后评价报告中提出；

12  对于实施创建优质工程的项目，应简述并分析土建工程 

中工程结构以及主厂房、构筑物工程、其他建筑工程三个子单项的 

质量评价结论，对于未通过优良等级评价的工程结构及子单项工 

程，应分析影响施工质量评价的工程部位或主要否决条件；对于通 

过高质量等级评价的优良工程，应总结项目在质量管控措施方面 

的经验；

13  简述锅炉机组、汽轮发电机组、燃机机组、热工仪表及控  

制装置、管道及系统、水处理及制氢设备和系统、加工配置、电气装  

置安装等单项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结论及主控项目让步处理意见， 

对于在上述单项工程的主要单位工程中存在主控的分部分项工程  

初次验收不合格但经返修或加固处理达到验收条件的，应分析原 

因，并提出在改进质量过程控制、改善施工方法方面的建议；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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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勘测设计、施工及验收过程中存在的违反火力发电工程建设标 

准强制性条文的情况，应分析原因，并提出强化强制性条文实施计 

划方面的建议；对于在后评价工作阶段对验收资料的查评过程中 

或后评价现场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明显不符合验收标准的分部分项 

或单位工程，应在后评价报告中提出；

14  对于实施创建优质工程的项目，应简述并分析锅炉机组、 

汽轮发电机组、燃机机组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管道及系统、水处  

理及制氢设备和系统、加工配置、电气装置安装各单项工程所包括  

的各部位或子单项工程质量评价结论，对于未通过优良等级评价  

的工程部位，应分析影响施工质量评价的工程部位或主要否决条  

件；对于通过高质量等级评价的优良工程，应总结项目在质量管控 

措施方面的经验；

15  简述焊接分项工程中焊缝表面质量、焊接工程验评结果 

及分项工程综合质量等级评定的质量验评结论，对于主要控制项  

目或指标出现复验的情况，应说明并分析原因，对于焊接分项工程  

综合质量等级未达到优良级的情况，应分析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

16  说明施工阶段工程质量目标并分析完成情况及效果；

17  归纳总结建设施工过程中主要质量控制经验、存在的主 

要质量问题及教训；

18  归纳总结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工程质量问题、管理经验与 

教训。

5.4.5    工程进度控制管理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根据批复的施工组织设计，评价工程网络进度计划的合理 

性，及工程进度管理机制和办法；

2  根据网络进度计划的实际执行与进度调整情况，分析影响 

进度计划实施的原因，宜包括下列内容：

1)施工影响因素；

2)设备到货进度影响因素；

3)施工图设计图纸交付进度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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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部电网接入影响因素；

5)指令性工期调整因素；

6)计划工期不合理因素；

7)资金到位影响因素。

3 评价对于工期调整，各参建单位采取各项措施的有效性；

4 评价指令性工期调整的效果；

5 工期调整的主要因素分析以及对项目建设成本、项目运营 

效益的影响；

6 通过对项目实际完成工期与同类型机组工程工期及施工 

组织总设计导则推荐工期的比较分析，评价项目工期的先进性；

7 进度控制管理值得借鉴的主要经验及应总结吸取的教训。

5.4.6 工程安全文明控制管理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安全文明管理体系是否健全，具体内容包括：

1)安全文明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2)保证安全文明管理目标实现的措施是否完善；

3)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各参建单位组成的项目安全生 

产机构、组织机构是否健全。

2 通过安委会对安全例会制度的执行、安全通报与安全记录 

情况的分析，评价安全监督管理机制是否有效运行。

3 工程安全文明目标是否有效实现。

4 建设阶段重大安全事件的处置过程及效果分析。

5 从安全事件中反映出的安全体系、制度漏洞以及需要改进 

的措施与建议，评判建设安全文明工作的总体成效、经验与教训。

5.4.7   工程监理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监理单位资质、监理组织机构设置，总监理工程师及专业 

人员结构、配备数量及人员资质水平是否满足火电工程质量管理 

规程及监理规范规定和监理大纲要求及现场工程监理需要。

2 监理工作指导性文件的规范完整性及实施效果，包括监理 

大纲、监理细则的规范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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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理单位按监理细则要求对火力发电工程建设标准强制 

性条文的监督实施情况。

4 通过分析相关旁站记录，评价监理单位是否按监理细则要 

求对关键工序与隐蔽工程实施旁站监理。

5 监理单位对施工质量的验评结果是否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DL/T   5210的规定，是否符 

合工程实际情况。

6 通过以下方面的分析，评价监理在工程建设管理中所起的 

主要作用：

1)发布监理通知的情况统计分析；

2)针对设计单位开展的设计优化建议，该建议的采纳情况；

3)有效消除设计、设备、施工安全隐患或避免安全事件情况；

4)向业主提出的其他有利于实现项目目标的合理化建议， 

该建议的采纳情况；

5)监理单位协助建设单位在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 

制、安全管理等各方面所起的其他作用；

6)通过监理通知，有效消除质量监督中心站各阶段监检和 

达标投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并落实整改情况。

7 归纳总结监理工作中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的建 

议，评判建设监理工作的总体成效、经验与教训。

5.4.8 综合管理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管理机构的设立情况，组织机构职能分析，说明项目 

管理方式及特点；

2 项目管理机构协调参建各设计、施工、监理、调试单位开展 

建设施工的能力；

3 项目管理机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融通资金的能力，是否出 

现过由于资金筹措困难导致无法及时支付工程款，且影响工程进 

度或合同难以执行的相关情况；

4 为保障施工的顺利实施，项目管理机构协调工程外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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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是否发生过由于外部关系原因影响工程进度的情况；

5  项目管理其他有关工程合同管理、工程档案管理的特点或 

经验及教训。

5.4.9 启动调试评价的范围应包括分系统试运、整套启动至 

168h(包括200MW及以下机组消缺后24h) 移交生产工作。

5.4.10  启动调试评价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启动调试组织机构健全性。

2  启动调试单位组织、调试总工程师、专业人员配备能否满

足现行行业标准《火电工程项目质量管理规程》DL/T  1144 和《火 

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调试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DL/T   5295 的 

要求。

3  调试大纲、分系统调试和整套启动调试方案或措施是否完 

善，分系统试运和整套启动试运计划是否合理以及与实际进度的 

偏差分析。

4  简述锅炉、汽轮机、电气、热控、化学五个单项分系统调试 

工程质量验收结论，对于经返工或设备更换后通过二次质量验收 

的各单位调试工程中的主控项目或通过让步措施达到质量验收的 

主控项目应说明并分析原因。

5    说明机组整套启动试运、进入或结束168h 满负荷试运的 

条件是否满足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建设工程启动试运及验收 

规程》DL/T 5437、《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调试质量验收及评价 

规程》DL/T   5295 及《火电工程达标投产验收规程》DL 5277 的 

要求。

6  简述锅炉、汽轮机、电气、热控、化学五个单项整套启动试 

运工程的质量验收结论，说明试运内容及需要达到的指标是否符 

合相关规范要求；对于未按相关规范要求开展的调试项目以及调 

试过程中指标未达到相关规范要求的情况，应说明并分析原因；对 

于经过让步措施通过验收的主控项目应说明并分析原因。

7  对于创建优质工程目标的工程，应简述锅炉、汽轮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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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热控、化学五个单项工程调试评价结论、168h 满负荷试运质 

量评价结论及单台机组试运总体评价结论，对于未达到优良等 

级的单项工程应分析原因与教训，对达到高质量等级的优良工程， 

应归纳总结经验。整套启动及168h 试运的效果可按表5.4.10  

执行。

表5.4.10 整套启动及168h试运效果表

试运效果
项 目 名 称 单位 标准

1# 2#

锅炉使用燃料

高压加热器

布袋除尘器

厂用电切换

汽、水系统二氧化硅、铁、溶解 

氧、pH值等汽水品质

热工自动装置投入率 %

热工保护装置投入率 %

热工仪表投入率 %

电气自动装置投入率 %

电气保护装置投入率 %

电气仪表投入率 %

锅炉吹灰系统

机 组 进 入 

168h满负荷 

试运条件满 

足时间

锅炉脱硫(脱硝系统未上)

汽轮发电机负荷 MW

连续运行时间 h

连续稳定负荷 MW

连续平均负荷率 %

机组满负 

荷 1 6 8 h 试 

运综合质量 

指标

连续满负荷时间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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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4.10

试运效果
项 目 名 称 单位 标准

1# 2#

汽机真空严密性 kPa/min

汽轮发电机轴振 μm

完成168h满负荷试运启动次数 次

点火吹管至完成168h试运燃油 

(非首台机组按80%考核)
t

机组满负荷 

168h试运综 

合质量指标

首次冲转至完成168h满负荷试 

运天数
d

8 归纳总结调试期间出现的设备、安装、设计、调试等的质量 

问题：

1) 设备质量因素；

2) 安装质量因素；

3)设计质量因素；

4)调试方式因素。

5.4.11 对于创建优质工程目标的工程，应简述单台机组质量总 

体评价结论，对于未达到优良标准的单台机组，应归纳原因，对于 

达到高质量等级标准的单台机组工程，应归纳总结质量亮点。

5.4.12 机组性能试验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机组性能试验项目是否达到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建设 

工程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DL/T   5437及《火电工程达标投产验 

收规程》DL 5277的要求；

2 机组的各项性能和技术指标是否达到设计标准、设计值或 

保证值要求，对于在机组性能试验中反映出的机组性能和技术指 

标未达到设计标准、设计值或保证值要求的情况，应分析原因；

3 脱硫装置的各项性能和技术指标是否达到设计标准、设计 

值或保证值要求，对于在性能试验中反映出的脱硫装置性能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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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标未达到设计标准、设计值或保证值要求的情况，应分析 

原因；

4 脱硝装置的各项性能和技术指标是否达到设计标准、设计 

值或保证值要求，对于在性能试验中反映出的脱硝装置性能和技 

术指标未达到设计标准、设计值或保证值要求的情况，应分析 

原因；

5 对其他重要设备或系统性能试验结果进行评价；

6 归纳总结从性能试验报告结论中反映出的设计、设备、施 

工安装等的问题；

7 性能试验总体评价；

8 机组性能试验技术指标可按表5.4.12执行。

表5.4.12 机组性能试验技术指标表

试验结果
序号 项    目 单位 设计值

1# 2#
备注

1 锅炉热效率 %

2 锅炉最大连续出力(BMCR) t/h

3 锅炉额定出力 t/h

4 锅炉断油最低出力 t/h

5 制粉系统出力 t/h

6 磨煤机单耗 kW ·h/t

7 汽机热耗 kJ/(kW ·h)

8 汽机最大出力(VWO)

9 汽机额定出力
MW

10 机组轴系振动 μm

11 机组RB功能 项

12 机组供电煤耗 g/(kW ·h)

13 厂用电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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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4.12

试验结果
序号 项   目 单位 设计值

1# 2#
备注

14 NOx排放浓度

15 SO₂排放浓度

16 烟尘排放浓度

17

污染物 

排放  

测试

废水排放合格率

mg/m³

18 机组噪音(声)测试 dB

19 机组散热测试 ℃

20 机组粉尘测试 mg/m

21 电除尘器效率 %

22 机组强迫停运次数 次

23 机组等效可用系数 %

24 水汽品质月平均合格率 %

25 汽机真空严密性 kPa/min

26 发电机漏氢量 m³/d

27 空预器漏风率 %

28 水耗 kg/(kW ·h)

29 排烟温度 ℃

30 脱硫装置平均脱硫效率 %

31 热控自动投入率 %

32 热控、电气保护误动次数 次

33 跳机保护拒动次数 次

注 ：m³/d为标准状态下的值。

5.4.13 对进行达标投产机组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达标投产规划及实施是否符合火电工程达标投产验收规 

程规定；

2  简述机组达标投产初检的意见及整改落实情况，分析初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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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的主要工程亮点及问题；

3 简述达标投产复验报告内容结论及整改落实情况，分析复 

验反映出的主要工程亮点及问题；

4 评价达标投产复验报告结论的合理性；

5 简述让步处理报告中反映的主要问题分析；

6 如机组未通过达标投产初验，机组不能进入整套启动试 

运、并网、运行；

7 如机组未通过达标投产复验，应分析原因、制定整改计划、 

落实责任单位和具体整改措施，整改闭环后重新申请复验，经原复 

验单位验收合格仍可通过达标投产验收。

5.4.14     对于创建优质工程目标的工程，应简述整体工程质量总 

体评价结论，对于未达到优良标准的整体，应分析原因，对于达到 

高质量等级标准的整体工程，应归纳总结质量亮点。

5.4.15 竣工验收评价的范围应包括项目竣工验收及环保、水土 

保持、消防、安全及职业卫生、档案等各项专项验收。

5.4.16 竣工验收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建设、设计、施工、调试、监理和生产单位，在竣工验收前分 

别提出的工程总结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2 各项专项验收文件是否齐全，取得文件的时序是否符合机 

组调试、运行规定；

3 专项验收中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4 竣工图是否齐全，并按规定时间移交；

5 设计、施工、调试、工程监理、性能试验、达标验收等单位签 

署的质量文件是否合格、齐全；

6 竣工验收中的主要经验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7 对改进竣工验收工作的建议。

5.4.17 项目投资控制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项目实际投融资方案与可研阶段确定的投融资方案的变 

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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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实际投融资方案的合理性分析，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

1)投融资结构的合理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投融资结构的 

变化及原因分析；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投资方投资结构的变化情况及原因 

分析；

3)通过对项目融资成本、融资担保条件、风险评估等方面的 

分析，说明融资结构确定等融资方案决策的合理性；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融资成本、融资担保条件等发生  

变化的情况，分析其对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产生的影响；

5)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可按附录B 表B.1 执行。

3 工程资金到位情况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项目资金年度计划与实际资金到位情况的比较分析，说 

明变化原因并分析对工程进度控制、合同管理、工程质量 

控制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2)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可按附录B 表 B.2、表 B.3 执行。

4  各阶段投资控制情况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1)通过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项目核准投资，项目初 

步设计阶段批准概算投资，项目建设阶段的执行概算或 

管理概算，项目竣工阶段的工程结算及工程决算的对比 

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各阶段的投资变化以及投资控制 

水平；

2)通过对各阶段投资构成中设备价格计价的变化、设计方 

案变更、建安工程量的变化、其他外部条件的变化引起的 

投资变化等方面的分析，说明投资变化的主要原因，对于 

在后阶段投资构成中在设备费、建安工程费、其他费用方 

面(包括各单位及分部工程)与项目批准概算对应投资存 

在较大偏差的，应重点分析原因。

5 通过项目主要工程量与同类机组行业标杆工程量和设备 

的对比分析，说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在设计及建设实施过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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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的把握与控制水平。

6 分析招标方式对工程造价控制的影响。

7 通过与同类工程造价的对比分析，说明造价水平的合理性 

或先进性。

8  总结投资控制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建设过程中控制、使用 

投资，有效进行造价管理方面的建议等。

9   项目各阶段投资控制情况可按附录B 表 B.4～表B.7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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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生产运营评价

6.1 评价范围与内容

6.1.1 项目生产运营情况评价的范围应包括项目投产至项目开 

展后评价时点期间所开展的生产运营工作。

6.1.2     项目生产运营评价内容应包括生产运营管理、主要生产运 

行指标、技改及检修等方面。

6.2 项目生产运营管理

6.2.1 项目生产运营管理体系的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生产运营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运作机制的合理性；

2 生产运营管理制度的健全程度；

3 生产运行方式(含机组维修)特点及对生产运营的适应性；

4 运行人员配备能否满足生产运营要求。

6.2.2     项目燃料管理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运营期各年度的采购煤燃料结构、采购量、消耗量、平均热 

值、热值差、到厂燃料单价的情况分析；

2 设计燃料与实际燃料在质量与用量结构方面的差异分析；

3 简述燃料掺配方面的经验及取得的成效；

4 提出燃料供应和管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的解决对策及 

建议。

6.2.3 外部市场条件及产业政策变化对生产运营的影响及应对 

措施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分析燃料来源及质量变化对机组运行方式的影响，主要设 

备对燃料质量变化的适应性；

2  环保标准与环保补贴电价政策对机组运行方式的影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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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在加强电厂环保设施运行水平、调整运行方式、获得环保电价等 

方面的主要措施及有效性；

3 节能政策对机组运行方式的影响，电厂在加强节能运行管 

理方面的主要措施及有效性；

4 其他外部因素变化对机组运行方式的影响，在调整运行方 

式等方面的主要措施及有效性。

6.2.4     安全生产运行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安全文明生产体系的健全程度及机制运转情况分析；

2 对电厂安全生产管理状况的整体评价；

3 对于重大安全运行事件原因分析，对处置决策与处置过程 

的合理性分析。

6.2.5 应归纳生产运营管理方面的主要经验与教训，评价项目整 

体生产运营水平。

6.3    生产运行指标

6.3.1 机组运行可靠性及机组调峰能力指标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机组投运以来，生产管理模式、运营期各年度机组安全运 

行情况、机组计划与非计划停机次数及小时数、机组强迫停运次数 

及小时数、降低出力等效停运小时、机组可用小时、机组等效可用 

系数、机组等效强迫停运率、中断供热次数及小时数等可靠性指标 

的统计，可按表6.3.1执行；

表6.3.1 机组可靠性指标对比表

投产年份

机组计划停运  

小时数及次数 

(小时数/次数)

机组非计划 

停运小时数

及次数

(小时数/次数)

机组强迫停运  

次数及小时数 

(小时数/次数)

机组可用

小时数

机组等效

可用系数(%)

2 说明1～3类非计划停机及非计划降出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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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对投产各年度可靠性指标的变化趋势分析，说明机组 

运行水平变化；

4 通过对各项可靠性指标与行业标杆的对比分析，评价机组 

的健康水平、可靠性水平及机组运行水平；

5 通过对机组最低不投油稳燃负荷、机组对电网调度响应性 

等指标或因素的分析，评价机组的调峰能力。

6.3.2 机组主要生产技术经济指标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对机组年发电利用小时(年供热量)的评价，具体应包括以 

下内容：

1)机组各年实际发电利用小时数(供热量)与可行性研究阶 

段预测的年利用小时(供热量)的对比分析；

2)机组年实际发电利用小时数与地区火电机组及地区同类 

机组年平均发电利用小时的对比分析；

3)制约年发电利用小时数的主客观原因分析；

4)机组利用小时对比可按表6.3.2-1执行。

表6.3.2-1 机组利用小时对比表

投产年份
机组实际  

利用小时数

设计利用

小时数

同区域同类型火 

电机组利用

小时平均值

同区域同类型火 

电机组利用

小时先进值

备注

2 对机组负荷率指标的评价，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见表

6.3.2-2:
表6.3.2-2 机组运行负荷率对比表

投产年份
机组实际  

负荷率(%)

设计值

负荷率(%)

同区域火电机组

负荷率平均值

同区域火电机组 

负荷率先进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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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机组各年负荷率的变化情况；

2)年负荷率与地区同类火电机组年平均负荷率的对比 

分析；

3)制约负荷率提高的主客观原因分析。

3  对锅炉效率的评价，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

1)投产各年锅炉实际运行效率与锅炉设计、保证值及性能 

验收指标的对比分析；

2)投产各年锅炉实际运行效率与同类型锅炉平均效率对比 

分析，说明锅炉效率水平；

3)影响锅炉效率的原因分析；

4)锅炉效率对比可按表6.3.2-3执行。

表6.3.2-3 锅炉效率对比表

设计值 性能验收值

项 目
投产各

年份 设计阶段 性能试验时间

投产各年

实际

完成值

同类型

机组先

进值

同类型

机组

平均值

备注

锅炉效率

(%)

4 对汽机热耗的评价，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

1)投产各年汽机热耗与汽机热耗设计、保证值及性能验收 

指标的对比分析；

2)投产各年实际运行热耗与同类型机组平均热耗水平的对 

比分析，说明汽机热耗水平；

3)影响汽机热耗水平的原因分析；

4)汽机热耗对比可按表6.3.2-4执行。

表6.3.2-4 汽机热耗对比表

设计值 性能验收值

项 目
投产各

年份
设计阶段 性能试验时间

投产各年

实际

完成值

同类型

机组先

进值

同类型

机组

平均值

备注

汽机热耗  

kJ/(k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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