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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曲河流域水电站生产运营管理方案 
  

摘要：硕曲河流域各梯级电站地处偏远的的川西高原，共五级电站，总装机 66.5

万千瓦，由我公司负责建设。电站所处的海拔高程都在 3000 米左右，当

地气候条件恶劣，经济文化落后，距离中心城市远，外部环境较差。因此，

对硕曲河流域梯级各水电站的生产运行管理方案应尽早确定，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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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曲河流域各梯级电站地处偏远的的川西高原，共五级电站，总装机 66.5

万千瓦，由我公司负责建设。电站所处的海拔高程都在 3000 米左右，当地气候

条件恶劣，经济文化落后，距离中心城市远，外部环境较差。因此，对硕曲河流

域梯级各水电站的生产运行管理方案应尽早确定，早做准备。根据硕曲河流域梯

级电站的特点，结合目前国内水电站生产运行管理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种方案。 

1  各电站自成一体，自主管理并全面负责的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 

1.1  管理机构及人员配置 

由于硕曲河流域地处高原地带，为了充分考虑到安全生产及工作人员的生

活、健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人员配置方面既要精简高效，又要能够安排工作

人员按一定的周期回内地休假。所以电站的人员配置要略多于内地同规格水电

站。按照这一原则提出各电站自主运营管理的主要机构和人员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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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电站设置站长 1 名，全权负责电站的生产运行管理及其它相关事务；设置

副站长 2 名配合站长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分别管理生产运行和行政及后勤工

作。其它部门主要职责及人员配置方案如下： 

站长 

副站长（2 名） 

综合部 设备部 安监部 发电部 检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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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综合部 

主要职责：负责电站内部综合事务管理和服务协调工作，包括人事、劳资、

行政、工会、后勤等相关管理工作。做好行政文书的起草，会议的记录与整理，

外来文件的收发、传阅和归档；行政日常事务及接待与后勤管理，对外事务联系、

协调，非生产用材料物资采购，生活区物业管理，档案管理，办公用品管理，车

辆的调度、维修及安全管理，组织协调宣传及精神文明建设。 

    人员配置：共 7 名。部门负责人 2 名，人事、劳资专责 1 名，行政、车辆

专责 1 名，文秘、档案专责 1 名，后勤、物资、保安专责 1 名，接待、工会、

宣传专责 1 名。 

1.1.2 设备部 

主要职责：负责电站机电设备及生产运行的全面管理工作，包括生产计划、

检修计划、技改计划的制定、上报及归口管理，作为电站生产运行的技术保障体

系管理部门做好技术监督工作，组织或参与所有检修、技改工程方案审定及完工

验收工作，做好上级公司有关生产运行管理规定、制度的落实工作，做好全厂网

络及通讯管理工作，做好全厂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归档管理工作，负责生产

运行人员的培训工作，负责生产物资及备品配件的管理工作。 

    人员配置：共 11 名。部门负责人 2 名，电气一次设备专责 1 名，电气二次

专责 1 名，计算机监控、网络及通讯专责 1 名，机械设备专责 1 名，水工（含

水调）专责 1 名，生产计划、电量管理、合同管理专责 1 名，检修计划、技改

管理、质量管理专责 1 名，生产物资及备品配件的管理 1 名，技术资料及报表

管理 1 名。 

1.1.3 安监部 

    主要职责：作为电站安全监督体系的管理部门负责全站安全监督的工作，包

括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监督执行，日常生产工作中的安全监督检查，安全知识

培训，检修、技改中安全措施的审定，组织开展电站安全管理委员会的相关工作，

开展好电站安全监督体系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电站文明生产及消防管理工

作。 

    人员配置：共 5 名，部门负责人 2 名，专职安全工程师 2 名，统计、报表、

档案等资料管理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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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发电部 

    主要职责：作为电站发电运行的执行部门，负责所有发电设备、水工设备的

运行和维护管理。包括发电机组的运行管理，与电网调度及集控中心的联系工作，

电站所有主辅设备的巡检和运行操作工作，设备日常运行管理技术台帐的建立。

水库调度和度汛方案、防汛预案的编制以及防汛值班，水工建筑物及附属工程的

安全监测、巡视检查维护；泄洪闸门及机电设备的巡视检查；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的运行维护等主要工作。 

运行倒班方案：内地水电厂常规按为 4 值 3 运转或 5 值 4 运转运行倒班。

由于硕曲河流域各电站地处高海拔地区，加之运行人员上班时间不规律，为充分

保护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人员连续工作时间不宜过长，另外还需要考虑值班人

员按周期回内地休假的问题，宜采用 6 值 4 运转的倒班方案。其中 5 个值轮班，

每班连续 6 小时，每个值连续上 4 天班休息 1 天，另外 1 个值按连续上班 60 天

休假 15 天的方案轮换休假。每值安排 4 个人，其中值长 1 名，值班员 3 名。 

人员配置：共配置人员 28 名，部门负责人 2 名，部门技术管理人员 2 名。

运行值班人员按 24 名。 

1.1.5 检修部 

    主要职责：作为电站设备及水工建筑物的日常检修部门，负责电站所有机电

设备及水工建筑物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包括设备消缺，发电机组小修，电气设备

定检，辅助设备大小修，大坝、厂房的维护保养，防汛设备检修维护，连接各梯

级电站之间的线路巡检等主要工作。 

    人员配置：按照水电站主要专业分类，检修班组一般可分为电气检修班、机

械检修班、水工检修班 3 个班组，其中电气检修班 8 人，班长 1 名，技术员 1

名，电气一次检修 2 名，电气二次检修 2 名，计算机监控及通讯检修 2 名；机

械检修班 8 人，班长 1 名，技术员 1 名，检修人员 2 名，起重人员 2 名，电焊

人员 2 名。水工检修班 8 人，班长 1 名，技术员 1 名，水调及水情测报人员 2

名，观测人员 2 名，水工建筑物维护人员 2 名。部门正副经理各 1 名，部门技

术管理人员 2 名，共需配置人员 28 名。 

1.2 人员来源 

    人员招聘主要方式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部分有一定水电厂生产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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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干人员，另外从大专院校招聘部分专业对口的应届毕业生。人员到位后，组

织到集团内优秀的水电厂参观学习，并进行跟班培训。 

1.3 成本分析 

     按照以上分析，电站自主运营管理共需 83 人。其中正副站长 3 人，正副

部门负责人 10 人，一般管理人员及工人共 70 人。另外，电站的日常管理还需

聘用保安、保洁、食堂等人员约需 10 人。按照目前水电站管理人员收入水平，

加上高原补助，估算人员收入水平如下： 

 正副站长 
正副部门经

理 
一般人员 外聘人员 

人数 3 人 10 人 70 人 10 人 

估算人均年收入

（含各类保险及高

原补助） 

15 万元 11 万元 9 万元 3.6 万元 

估算人均办公、管

理及差旅费 
4 万元 3 万元 2 万元 0.5 万元 

合计 57 万元 140 万元 770 万元 41 万元 

人员成本总计 57+140+770+41=1008 万元。 

日常维护成本估算

（不含大修、技改

费用） 

以娘拥电站为例，参考集团内同规格机组，约需 120 万

元/年。 

运营成本估算总计 1008+120=1128 万元。 

1.4 优缺点分析 

各电站自主运营管理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打造一支自己的电站运营管理团

队，为今后我公司开发更多电站积累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并打下良好的人才基

础。 

主要缺点有：a、目前国内水电开发项目较多，各类管理人员相对紧缺，加

之硕曲河流域地域环境较差，招聘人员的难度较大；b、如果每个电站都按上述

情况配置人员的话，仅硕曲河流域 5 座电站就要配备大约 400 人，每年的人员

成本大约 4700 万，维护费约需 600 万，总的管理成本约需 5300 万，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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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c、增加了劳动人事管理、后勤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强度和难度。d、各电

站各自为政，独立运转不利于流域统筹管理和调度。 

2  委托运营管理 

    通过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一些经验较为丰富的水电站运营管理公司对

硕曲河流域各个电站进行运营管理。 

2.1 机构配置 

    由水电站运营管理公司根据电站的具体情况组织管理机构，按照集团公司的

相关规定管理好电站的运行、检修、技术管理及设备、设施维护等相关管理工作。

我公司安排 2 至 3 名管理人员，负责相关的行政及安全生产的监管工作。 

2.2 成本分析 

    经了解集团内委托运营电站市场情况，有关情况见下表： 

委托方 受托方 

装机容量

（万千

瓦） 

机组台数 

承包费用 

（万元/

年） 

单位千瓦

费用（万元

/万千瓦） 

石泉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石泉电厂 9 2 400 44.44 

陕西金堂发电厂 石泉电厂 1.5 5 125 83.33 

大唐川王宫发电

厂 
陈村电厂 2 2 90 45 

大唐云南太平江

电厂 
陈村电厂 24 4 540 22.5 

根据上表中内容可以看出，装机容量及机组台数不同，运营费用也有所不

同。机组台数越多，装机容量越小，由于投入的人力资本相对更多，单位运营费

用就更高。以娘拥电站为例，3 台机组总装机容量 9.3 万千瓦，又地处偏远的高

寒地区，估计每年每万千瓦装机的运营费用应该在 50～60 万元之间，若按 55

万元/万千瓦估算，每年的委托运营费约 510 万。整条硕曲河流域 5 级电站总装

机 66.5 万千瓦，机组台数 15 台，装机容量不大，但机组台数较多，若全部委

托运营，总的委托运营的费用约需 3657 万元，加上我公司的管理成本，每年总

的管理成本约需 3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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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优缺点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委托运营管理的主要优点是费用较为节省，可以较大幅度的

减少人员成本和业主的管理工作量。 

主要缺点有：1、各电站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是我公司，但我们无法建立起

自己的运营管理团队，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都要依靠受托方来完成，而受托方配

置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我们很难掌控，安全生产工作较为被动；2、运营管理队伍

不够稳定，因为随着合同到期、人员变更等的因数变化，运营管理的队伍有可能

会更换，不利于电站长期稳定的安全生产及运营管理。3、各电站各自为政，独

立运转不利于流域统筹管理和调度。  

3  流域集中控制，综合运营管理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方案一和方案二都不够完善，存在较为明显缺点，

若直接采用不利于电站的安全生产和经济运行。因此提出第三种运营管理方案：

流域集中控制，综合运营管理。 

方案三的总体思路是，建立起一支流域生产运营管理的队伍，以整个硕曲

河流域为整体统筹考虑各电站的运营管理。在乡城县建立流域集控中心和生产管

理中心，管理整条流域的安全生产及运营的各项工作，各电站仅驻守少量的运行

值班及日常巡检人员。 

3.1  管理机构及人员配置 

以集控中心和生产管理中心作为整条流域的生产指挥中心，成立相关职能部

门，统筹管理所有电站的生产运行工作，实现流域集中控制，各电站少人值守。

机构配置设想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流域集控和生产管理中心 

 

综合部 设备部 发电部 安监部 

 

检修部 

集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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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流域集控和生产管理中心设置 2～3 名负责人，全权负责整条流域的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其它部门的职责和人员配置如下： 

3.1.1 综合部 

    主要职责：负责流域集控和生产管理中心、各电站所有综合事务管理和服务

协调工作，包括人事、劳资、行政、工会、后勤等相关管理工作。做好行政文书

的起草，会议的记录与整理，外来文件的收发、传阅和归档；行政日常事务及接

待与后勤管理，对外事务联系、协调，非生产用材料物资采购，生活区物业管理，

档案管理，办公用品管理，车辆的调度、维修及安全管理，组织协调宣传及精神

文明建设。 

    人员配置：共 7 名。部门负责人 2 名，人事、劳资专责 1 名，行政、车辆

专责 1 名，文秘、档案专责 1 名，后勤、物资、保安专责 1 名，接待、工会、

宣传专责 1 名。另外，还需聘用保安、保洁、食堂等各种服务人员约 50 人，由

综合部统一管理。 

3.1.2 设备部 

主要职责：作为整条流域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的中心，全面负责流域各电站

的安全生产工作。包括生产计划、检修计划、技改计划的制定、上报及归口管理，

作为生产管理系统的技术保障体系做好技术监督工作，组织或参与所有检修、技

改工程方案审定及完工验收工作，做好上级公司有关生产运行管理规定、制度的

落实工作，做好网络及通讯管理工作，做好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归档管理工

作，负责水库调度和度汛方案、防汛预案的编制，负责各类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

工作，负责生产物资及备品配件的管理工作，负责所有机电设备检修维护规程的

编审工作。 

人员配置：共 18 名。部门负责人 2 名，电气一次设备专责 2 名，电气二次

专责 2 名，计算机监控、网络及通讯专责 2 名，机械设备专责 2 名，水工（含

水调）专责 2 名，生产物资及备品配件的管理 2 名，生产计划、检修、技改管

理、质量管理专责 2 名，电量管理、合同管理专责 1 名，技术资料及统计、报

表管理 1 名。 

古瓦电站 娘拥电站 乡城电站 洞松电站 

 

格龙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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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安监部 

主要职责：作为安全监督体系的管理部门负责全流域安全监督的工作，包括

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监督执行，日常生产工作中的安全监督检查，安全知识培

训，检修、技改中安全措施的审定，组织开展安全管理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开展

好电站安全监督体系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文明生产及消防管理工作。 

人员配置：共 7 名，部门负责人 2 名，专职安全工程师 4 名，统计、报表、

档案等资料管理 1 名。 

3.1.4 检修部 

    主要职责：作为整条流域所有电站机电设备及水工建筑物的日常检修部门，

负责机电设备及水工建筑物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包括设备消缺，发电机组检修，

电气设备定检，辅助设备检修，大坝、厂房的维护保养，防汛设备检修维护，连

接各梯级电站之间的线路巡检等，防汛值班；机电设备及泄洪建筑物的巡视检查。

包括集控中心所有机电设备的检修和维护工作。 

    人员配置：按照检修部的主要职责，检修班组可分为电气检修班、机械检修

班、水工检修班 3 个班组，其中电气检修班 19 人，班长 1 名，技术员 1 名，电

气一次检修 4 名，电气二次检修 4 名，计算机监控及通讯检修 4 名，高压实验

管理 3 名,仪器仪表检验管理 2 名；机械检修班 18 人，班长 1 名，技术员 1 名，

机械检修 6 名(含水机、发电机、调速器及各种辅助设备)，起重人员 4 名（含司

机 2 名），电焊人员 4 名，机床操作人员 2 名。水工检修班 16 人，班长 1 名，

技术员 1 名，闸门及启闭机检修人员 6 名，观测人员 4 名，水工建筑物维护人

员 4 名。部门负责人 2 名，部门技术管理人员 2 名，材料管理员 1 名，共需配

置人员 58 名。 

3.1.5 发电部 

主要职责是负责流域集控中心的正常运转和各电站的日常运行管理。 

集控中心的主要职责为：⑴ 实现对流域各水电站的远程监控，包括机组的

负荷调节、运行工况的转换、断路器的操作、主接线倒闸等所有电站运行的远程

操作、控制及调节；⑵ 按照四川省电网调度系统的要求，向电网调度自动化系

统传送个水电站的运行参数和数据信息，并接受电网调度部门的调度命令；⑶ 根

据电网的调度命令结合流域来水量、机组运行工况等因素，实现各流域水电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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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优化调度，并完成各水电站运行数据的统计分析，实现电量竞价上网；⑷ 集

成水情测报、大坝观测、工业电视、消防报警、办公自动化等水电站自动化运行

管理必备的相关系统，并接入计算机监控系统统一管理。 

各电站运行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为：⑴ 负责本电站设备的运行的日常管理

工作；⑵ 负责本电站设备的日常巡检工作；⑶ 负责本电站设备检修所需的现地

操作工作。 

3.1.6 人员配置及倒班方案 

发电部人员配置将集控中心和各电站统一考虑，各电站与集控中心同步倒

班，电站值班人员接受集控中心值长的统一领导。共设置 6 个值，其中 5 个值

正常轮班，每班连续 6 小时，每个值连续上 4 天班休息 1 天，另外 1 个值按连

续上班 60 天休假 15 天的方案轮换回内地休假。每值安排 19 个人，其中值长 1

名，副值长 5 名（每电站各 1 名），集控中心机电值班员 3 名，水调值班员 1 名，

电站值班员 10 名（每电站各 2 名）；发电部负责人 2 名，技术员 2 名。共需配

备人员 118 名。 

3.2  成本分析 

    按照以上人员配置，整个硕曲河流域综合运营管理供需人员约 208 名，相

比单个电站独立运营管理大约减少了一半，每年的人员成本大幅度降低。 

3.3  优缺点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流域集中控制，综合运营管理的方案人数少，管理成本低；

可以实现整条流域科学、统筹管理，统一调度，发挥流域经济运行的优势；同时

也打造了自己的运营管理团队，为我公司其它流域的电站运营管理打好了人才基

础，并且可以积累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方案三可以作为今后我公司长期发展

的主要任务之一。 

3.4  分步实施 

根据硕曲河流域工程进度情况，2011 年下半年娘拥、乡城、洞松三座电站

要投产发电，而古瓦和格龙电站还处在工程前期阶段，主体工程尚未启动。因此

要实现方案三提出的流域集中控制，综合运营管理，应该分步骤，分阶段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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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做好流域集控和生产管理中心的组建和投运工作 

尽快落实乡城集控和生产管理中心的建设工作，争取早日完成所有的土建工

作和计算机监控系统等其它生产管理系统的建设工作。 

尽快完成管理机构的组建，落实中心各管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的配置，使生

产运行的各项准备工作能够紧张有序的启动起来。 

尽快完成集控中心计算机监控系统和其它生产管理系统的设备安装和调试

工作，使集控中心能够和最早实现发电的电站同步投运。 

3.4.2 做好娘拥、乡城、洞松三座电站投产发电的接机工作。 

按照集团公司《基建期生产准备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生产运行人员在设

备安装阶段就应该参与进来，以便早日参与到工程建设及生产准备工作中去，所

以电站的运营管理人员越早确定越好。 

但是由于方案一中提到的人员招聘等方面的困难，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

一支配备完整的高素质运营管理队伍。另外，新建电站在投运初期各类设备缺陷

较多，需要较多的现场运行及检修管理人员。因此，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接机及发

电工作，建议按以下方式来实现： 

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生产管理经验丰富水电站运营管理队伍对娘拥、

乡城、洞松三座电站进行为期一年的运营管理，实现三座电站的顺利接机和正常

投产发电。受委托运营管理的单位接受流域集控和生产管理中心的管理。 

在委托运营的同时，招聘各类技术人员，通过技术培训和跟班锻炼，了解电

站的具体情况，熟悉各类机电设备的运行工况和技术参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运

营管理队伍。 

委托运营一年期满后，各类机电设备的缺陷基本消除，运行工况逐步稳定，

为“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创造了条件。我公司自己组建的运营管理队伍也基本

成熟，可以按需要将人员分配至集控和生产管理中心、娘拥、乡城、洞松三个电

站，实现自主运营管理。 

3.4.3 古瓦、格龙电站投产后，最终实现流域集中控制，综合运营管理 

在流域集控及生产管理中心和娘拥、乡城、洞松三个电站实现自主运营管理

的同时，可以为古瓦、格龙电站培养和储备人才，为实现古瓦、格龙电站的投产

发电做好各项生产准备工作。随着硕曲河流域所有电站的投产发电和自主运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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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队伍的建设，最终实现流域集中控制，综合运营管理。 

结论：根据以上从安全生产、人力资源、经济运行等各个方面进行的比对分

析，我公司认为采取流域集中控制，综合运营管理，分步实施的方案三，能够较

好的解决硕曲河流域生产运营管理问题，同时可以为我公司开发建设其它流域水

电站的运营管理，创造一种模式，积累管理经验，打好人才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