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厂“运维合一”管理模式的初步认识 

“运维合一”顾名思义即将水电厂生产运行部门和设备维护、检修部门合二为

一，实现资源优化，精简管理环节，起到减人增效的目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发展，设备可靠性及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维护量减少的前提下,在“远程集控、

无人值班（少人值守），运维合一”的生产管理模式下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培养

人才的“一专多能”有利于提高整体竞争力，增强远程集控对电厂的控制、组织、

协调、指挥及事故处理能力，为电网和流域水电厂设备安全、可靠及经济运行提

供有力保障。 

 

 运行工作直接关系到电力企业安全生产、稳定、可靠和经济运行，影响

到一个电力企业服务社会的信誉和承诺。它是电力企业规模发展、安全生产、提

高综合经济效益及整体竞争力的保证。  

 

一、运行工作是基础工程 

 

1、地位 

 

运行是生产与管理联系的中心环节，是电厂的枢纽。对内是电厂生产部门，

对外（省调和梯调、集中控制中心）是电厂形象的代表。 

 

2、技术素质 

 

运行人员需要用系统分析方法判断、处理问题，要求了解整个系统上的设备

知识、理论知识、规程规定等，并能准确地根据运行情况实时甚至超前地判断异

常与危险因素，及时避免、消除，使设备趋于最优运行工况。 

 

3、培养模式 

 

以“三熟（①熟悉设备系统和基本原理；②熟悉本岗位的规程和制度；③熟

悉操作和事故处理）、三能（①能分析运行状况；②能及时发现和排除故障；③

能掌握一般的维护技能）” 为标准，在一年内经过认知培训、初级培训、中级培

训三个阶段，理论上可达到正值班员水平，实际动手能力和事故及故障判断、分

析、处理能力还得在今后工作中不断积累和提高。  

 

4、培训框架 

 

引导其进入认知阶段，转变角色，了解企业文化和生产运行；在初级阶段将

理论与实际结合巩固对生产和日常工作的认识，并初步接触缺陷分析与处理；第

三阶段加强对事故、故障及异常情况的分析、判断和处理。 

 

5、运行管理目标 

 



 

运行管理强调的是人与自动化元件的紧密结合，充分发挥计算机监控系统优

势资源和人类特有的感知（听、摸、嗅、视）、综合分析、逻辑归纳判断等功能。

由传统的监控、巡检、汇报、隔离向判断、分析、隔离、预想、初期决策上转化 ，

努力实现人与自动化元件的紧密结合。 

 

二、运行工作是系统工程 

 

1、对理论知识学习的系统性 

 

2、对生产设备掌握的系统性 

 

3、对工作面考虑的系统性 

 

4、良好的心里素质和处理事故的能力 

 

理论学习：各种专业理论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生产运行规程。 

 

对生产设备的了解：设备参数、功能、运行与操作情况，简单的故障分析及

处理，各系统、设备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工作面的考虑：从人的不安全行为到物的不安全因素，统筹安排并统一组织、

统一协调、统一指挥。  

 

事故处理：保持镇定、危而不乱、稳中有快，做到稳、准、快。 

 

三、运行工作是管理艺术 

 

 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生产方针，人是设备安装、调

试、操作、维护主体，运行管理重要、关键就是与这个主体进行组织、沟通、协

调，有效沟通就是效益，就是生产力。  

 

四、“ 运维合一”管理模式问题探讨 

 

 将运行专业系统分析、分析问题的优势与维护专业精湛的检修技术有机

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确保安全生产目标实现和综合经济效益及管理效

率的提高。 

 

1、运行值守、检修维护工作的异同  

 

相同点：针对全厂有形的机电设备 。 

 

不同点：运行面对的是无形的设备状态，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判

断和处理异常、故障、事故 。 

 



 

 检修维护面对的是明确的设备结构系统，根据该设备技术标准参数、工艺

要求、设备结构、设备控制方式、自动化元件记录进行分析、判断和处理问题。 

 

2、传统生产管理体制的不足  

 

（1）运行人员发现问题不便于及时处理，耽误时间。 

 

（2）检修人员处理问题主要借助于自动化元件记录数据和技术标准 。 

 

传统模式下生产管理部门工作效率难于提高，精力陷于常规的工作协调和组

织上，对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和发展规划方面力不从心，管理职能难于发挥。  

 

3、“运维合一”是生产管理模式的变更  

 

电力市场下各发电企业的竞争现在主要进入到设备自动化程度、安全性、可

靠性、稳定性和电能质量竞争，适应电力市场的变化，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

产管理体制来提高整体市场竞争能力和管理效率。  

 

（1）“运维合一”是提高管理效率的途径  

 

对运行和维护工作进行统一组织、指挥、沟通和协调，减少中间环节提高管

理效率，充分发挥运行系统分析和检修的专业优势，合理高效进行生产管理，提

高生产管理效率。  

 

（2）“运维合一”的优点  

 

“运维合一”有利于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培养一支一专多能、综合素质高的生

产管理人才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实现“远程集控、无人值班（少人

值守）”的生产管理模式，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综合经济效益。  

 

（3）、运维合一应该考虑的几个问题  

 

生产模式的变更需以实际工作能力为出发点，在“一专”的基础上加强“多能”

的培养锻炼。 

 

根据工作需要合理配置值守和维护人员比例，提高工作效率并拓宽专业知

识，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  

 

培养“专一、会二、懂三”复合型人才队伍 ，值守与维护交替学习，共同进

步。 

 

生产体制的变更，要以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管理效率和综合经济效益为

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