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动态基线模型的火电厂系统部件状态评估方法

1 技术背景

以状态监测实现故障预警是“事后诊断”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实现早期故障检测对火电生产的

安全性和经济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发电企业控制系统、SIS 系统的大规模建设已经实现了多参数

监测，但电厂设备本身结构复杂、故障类型繁多、故障与征兆存在多对多关系，传统的设备状态监

测把单个信号的当前值与报警阈值进行比较来判断是否“报警”，不能综合考虑与该系统状态相关

的多个变量的情况，也无法实现准确的事前预警。

多元状态估计技术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模式识别方法，可以对设备的正常状态进行学习，再对

新状态进行估计。而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固定阈值的设定多具有不确定性，选取历史数据的时间跨

度和建模所需过程矩阵的更新频率都会对阈值产生影响，而阈值的过大或过小会造成预警信号的漏

报或误报。此外，采用该技术一般只给出反映系统整体状况的自定义指标运行曲线及相关监测参数

的实际值与模型估计值运行曲线对比，来进行状态监测和故障分析，没有进一步挖掘引起异常因素

的强弱程度以及异常在系统各部件之间的分布情况，不利于对故障类型的定位和识别。

2 技术方案与创新

采用多元状态估计技术建立系统健康状态模型；构建动态基线，对系统各部件工作状态进行监

测和预警，确定系统各部件的异常工作状态；对所述异常工作状态进行深度分析，确定系统中的异

常测点及其出现的时刻和异常部件。本技术可有效解决固定基线设定存在的不确定和滞后性问题，

所建立的动态基线模型物理意义明确，建模简单，评估方法能够较好地把握系统整体运行状态情况，

追踪故障发展过程，及时发现系统异常以及引起异常的主要测点信息，评估系统各部件的异常状态，

从而辅助火电厂运维人员进行子系统的状态监测和预警，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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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案例



本实施例的某火电厂 1 号机组风烟系统测点共计 119 个，其中包括有功功率、主汽压力等 14

个厂级公共测点，收集对应的测点历史运行数据；收集的历史数据需要覆盖一段足够长的运行时间，

以保证涵盖机组在不同负荷和不同环境下的运行状况；基于历史数据采集的要求，从电厂 SIS 系统

获取 2016 年上半年风烟系统测点数据集，数据采集频率为 10分钟/次，结合专家经验和指导，确

定与系统健康状态有关的测点参数，并排除监控失效测点以及不适用建模的位置测点参数，经筛选

得到建模所需测点 10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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