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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37160:2020《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电力基础设施 火电站基础设施质量评价

方法和运营维护要求》。
本文件与ISO37160:2020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附录B对应ISO37160:2020中的附录A。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a)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火电站基础设施质量评价方法和运

营维护要求》;

b) 删除了引言中的部分内容,以适应我国现行能源政策和可持续低碳发展目标;

c) 删除了3.2的注2;

d) 删除了4.1的注1,因为中文表述不涉及该英文缩写;

e) 删除图1、图2中的英文缩写,因为中文表述不涉及该英文缩写;

f) 增加了附录A(资料性)“火电站基础设施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增加了4.3中表1~表10后

的注,以说明各项指标详细信息在附录A中的对应位置;

g) 修改了附录B中的货币单位,统一修改为人民币“元”表示;

h) 增加了附录C(资料性)“火电站基础设施运营控制智能模块选项与应用场景”;

i) 增加了附录D(资料性)“火电站基础设施智能化管理自我提升参考方案”;

j) 增加了附录E(资料性)“火电站基础设施质量术语和指标中文、英文对照表”。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7)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能浙江北仑第

一发电有限公司、中城智慧(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神华神东电力山西河曲发电有限公

司、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国家能源聊城发电有限公司、国能国华(北京)电力研究院有限公司、南
京市国土资源信息中心、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智慧城市(合肥)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杭
州三才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重

庆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湖北省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发

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铁建电气

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蓝巢电力检修有限公司、天津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广州通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

建集团重庆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华中电力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国能国华(北京)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褚景春、阎毛毛、何鲲、杨锋、王海、常程、朱伟、石立斌、贾彦伏、虞国明、邢立强、

杜青峰、宋景慧、林志峰、许恒、孟衍、袁飞、刘千、卞雨凡、王宏林、查思怡、常猛、王新安、余佳琳、代增丽、
刘向民、夏锡刚、陈登升、王晓明、袁晓舒、刘中华、陈方平、夏云、李克玉、范宁、柯胜金、黄文杰、郭洪义、
赵楠、李德波、杨新新、范菊艳、徐卓知、张俊、庄伟、黄国胜、刘文平、张喜、廖阳春、刘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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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市基础设施是支撑城市活动的基础。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创新化发展,支撑和推动着城市运营

管理的精细化和网格化,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智慧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当前在国家大力推进建设“新型基

础设施”“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背景要求下,能源基础设施在“新型基础设施”中
至关重要。保持城市经济发展、日常生活需要充足和稳定的电力供应,电力新型基础设施包含了以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化”和以传统能源

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与升级的“基础设施数字化”。本文件立足安全稳定供电需求,加强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与智慧城市数字技术应用的统筹衔接,推进传统电力基础设施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融合,强化

能源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为能源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本文件所描述的方法,用于评价在运营阶段的火电站基础设施质量(thequalityofthermalpower

infrastructure,QTPI),并提出指导运营和管理活动的要求以维护和改善其质量,为使在中长期实现能

源保障、环境保护、安全和经济效率等方面的目标,来确保火电站在其运营阶段的基础设施质量。在火

电站运营管理中充分考虑环境影响的社会成本、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所需的成本,以及这些措施的有效

性,目标致力于减少与火电站基础设施相关排放[例如温室气体(GHG)]的环境影响等全球议题。通过

保持和提高火电站等能源基础设施在全生命周期内有效运行,推动数字技术深度应用于设计、采购、建
设、运维等全生命周期各环节,提高基础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降低其运营成本。

本文件旨在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包括目标7(廉价与清洁能源)、目标11(可持续城市

与社区)、目标13(气候行动)、目标14(海洋环境)和目标15(陆地生态),预期通过采取适当的运营和管

理措施以维持和改善火电站基础设施质量(QTPI),使社会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有利于数字化智

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释放能源数据要素价值潜力,推动节能提效与智慧城市等建设统筹规划,为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一定参考,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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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火电站基础设施质量
评价方法和运营维护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火电站基础设施质量(QTPI)的评价方法,并规定了运营维护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单机总量在100MW及以上的火力发电站运营者,以及有意保持和改善火电站基础

设施质量(QTPI)的利益相关方。其他容量机组的火电站运营者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火电站基础设施 thermalpowerinfrastructure
利用石油、天然气、煤或生物质能作为燃料发电的机组(3.2)或电站(3.3)。

3.2
机组 unit
一组运转一台发电机所需的设备。
注:这可能包括发电机、(汽)涡轮机、锅炉和平衡装置(辅助设备)等。

3.3
电站 plant
包括机组(3.2)和与机组相关的公共设施、土地及建筑物在内的整个场所。

3.4
毛最大容量 grossmaximumcapacity;GMC
单元(一组)发电机组(3.2)在给定时间内可能发出的最大机组总输出功率。

3.5
净最大容量 netmaximumcapacity;NMC
由毛最大容量(3.4)减去机组(3.2)辅助系统消耗的功率计算得出的输出功率。
注:根据采用NMC数据的不同目标,以下两种计算方法均能使用:

a) 电站NMC:电站(3.3)毛最大容量(3.4)减去电站内部总能耗(3.6)而计算出的输出功率;

b) 机组NMC:机组(3.2)毛最大容量(3.4)减去特定机组辅助系统的功耗而计算出的输出功率。

3.6
电站内部总能耗 totalinternalconsumptionoftheplant
各辅助系统能耗与电站(3.3)内总能耗的合计。
注:总能耗包括行政办公用电量,如照明、空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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