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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Ｚ２１１９３《矿物燃烧蒸汽发电站》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１部分：限幅控制；

———第２部分：汽包水位控制；

———第３部分：蒸汽温度控制。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ＧＢ／Ｚ２１１９３的第２部分。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等同采用ＩＥＣ／ＴＲ６２１４０２：２００２《矿物燃烧蒸汽发电站　第２部分：汽包水位控

制》（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对ＩＥＣ／ＴＲ６２１４０２：２００２做了下列编译性修改：

———“技术报告”一词改为“指导性技术文件”；

———删除ＩＥＣ／ＴＲ６２１４０２：２００２的前言；

———删除ＩＥＣ／ＴＲ６２１４０２：２００２的引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负责起草单位：西南大学。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

团、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赵亦欣、潘东波、祝培军。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参加起草人：冯晓升、刘进、周明、谢兵兵、陈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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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是一个系列指导性技术文件中的一部分，它包含了对矿物燃烧发电站在控制回

路上的正确设计和运行方面的建议。它们是基于目前所采用的技术解决方案，同时为了正确地理解，本

指导性技术文件也提出了必要的背景信息。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提出或包含了特殊的技术解决方案，主要是针对满足相似的用户需求功能，形成

一个公认的方法来表示矿物燃烧发电厂操作人员和供应商功能性需要。

在给出的时间内，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被严格地视同为特定的技术解决方案例子，其目的是为了鼓励

在该专题上观点统一而促进讨论。

本系列里有两种类型的指导性技术文件。

第一种类型的指导性技术文件涉及到锅炉的特殊控制回路，如汽包水位控制或蒸汽温度控制，以及

它们所处于的正常运行条件。

第二种类型的指导性技术文件指出了在限制条件下确保正常运行的特殊方法，例如在上升和下降

期间，或者在异常运行状况中，或者它们与机炉主控系统有关，如负荷控制系统或频率控制系统。这些

指导性技术文件通常把发电站单元归为一个整体。

这个系列中的每个指导性技术文件都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它们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协调的。

这个系列是可以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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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燃烧蒸汽发电站

第２部分：汽包水位控制

１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主题是自然循环或强制循环的矿物燃烧蒸汽发电站汽包水位控制。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首先是被控系统的描述、结构及设计、稳态特性、过渡过程特性和扰动特性，然后

介绍了必要的控制结构，接下来给出了三种已被验证过的控制回路组态，并给出了各自的应用现场。本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最后是构成控制回路所必须的各种测量元件和执行器的必要条件，还要依照特殊的

国家法定要求，如关于汽包水位的监视及安全装置要求，这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２　被控系统

２．１　被控系统描述

给水是以自然循环或者强制循环的方式流入锅炉的循环系统，并排出饱和蒸汽和最终的软水。如

果流入和排出的质量流量之间有差异，循环系统的容量就发生变化，因此，容量的变化是质量流量之差

的时间积分。通常，只有循环系统的上汽包水位可用作锅炉容量的测量值，在一些锅炉中有可能存在下

汽包，下汽包通常是完全充满了水，因此，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没有更多的关系。只要质量流量之间有

偏差，上汽包（以后就称为汽包）的水位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汽包水位控制的任务是对应蒸汽流量来调

节给水流量，以保证汽包水位在某个界限之内。用于对过热蒸汽减温的喷水流量旁路了汽包水流量，它

和为了消除杂质的汽包排污水流量，都应被考虑成扰动变量。然而，主扰动变量是由锅炉产生的蒸汽流

量。另外，其他扰动变量，如蒸汽压力、给水压力和炉膛输出也会间接地产生作用。

２．２　结构和设计

被控系统的特性受到下列技术尺寸的影响。

２．２．１　汽包的大小

汽包所要求的最小尺寸通常是由从循环水中分离饱和蒸汽的任务来决定。与锅炉容量有关的汽包

越小，水位控制变得越困难，这是由于受到控制特性方面水位最大变化率的影响。

２．２．２　汽包水位设定点的位置

水位设定点是由汽包设计所决定的。水位设定点应设定在使水位的变化率尽可能小的位置。例

如，水平圆筒型汽包的中心线处。

２．２．３　省煤器的大小和位置

进入到汽包中的水的焓值应尽可能接近饱和流体的焓值。

２．３　稳态和过渡特性

２．３．１　理想控制特性定义

一个简单的水位被控系统显示出“积分”特性，可被看作为“非自衡被控制系统”［见图１ａ）］。它可

以采用积分时间犜１ 来描述。

２．３．２　理想控制特性的差异

由于各种原因，水位的实际控制特性是与理想控制特性有差异的。然而，并不要求很精确地确定水

位的实际控制特性，一个近似值通常已能满足对控制特性的描述。这种差异是基于蒸发介质是水、汽混

合物的实际情况而产生。流体的体积量与压力和温度都有关，因此，类似于延迟时间现象的各种现象可

能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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