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chnology | 技术

2 0 1 8 年 第 1 1 期  87  

采集改造后从 2016 年 7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共 94 天

的数据，在此期间环境平均温度 22.53℃，机舱平均温度

30.14℃，齿轮箱平均油温 55.3℃。 改造后未出现由于齿轮

箱油温高带来的限功率问题。

（一）更换风扇前后散热器进口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

值对比分析

机舱温度为散热器入口温度，机舱温度越低，散热器

冷却效果越好。而机舱发热量和散热器通风效果是影响机

舱温度的两个主要因素。机组情况已经确定，同功率下的

机舱发热量基本不变，影响机舱温度的主要因素即为散热

器通风量。图 3 所示为技改前后机舱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

值随功率的变化趋势。通过散点图发现，在相同功率的情

况下，技改后机舱温度与环境温度差值明显降低，说明机

舱通风情况明显改善，带来机舱内部其他设备的散热情况

也相应改善。

（二）技改前后齿轮箱油温对比分析

图 4 为同环境温度下，对比同功率下的齿轮箱油温。

根据散点图显示，技改后的齿轮箱油温明显低于技改前，环

境温度越高差异越明显。

10℃ ≤T ＜ 15℃，改造前后的油温基本相同；

15℃ ≤T ＜ 20℃，改造前后的油温差为 4.19℃；

20℃ ≤T ＜ 25℃，改造前后的油温差为 5.38℃；

25℃ ≤T ＜ 30℃，改造前后的油温差为 9.68℃；

30℃ ≤T ＜ 35℃，改造前后的油温差为 10.91℃；

35℃ ≤T ＜ 40℃，改造前后的油温差为 19.82℃（该区

间改造后的数据较少，不确定度较大）。

经现场验证，改造后未发生由于油温高导致的限功率

问题，发电量提升约 5%，按利用小时数每年 2000 小时、

电价 0. 5 元 / 千瓦时计算，仅此一项优化单台机组即可增加

年收益 7.5 万元。

结论

本文重点分析了齿轮箱油温高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据

此提出相应的改造方案。从实施效果来看，改造后的机舱温

度降低明显，机舱内其他部件散热情况得到明显改善，电子

元器件使用寿命增加，大大降低了因高温、部分润滑不良、

部件损坏等情况导致的机组停机，提高了机组安全性、稳定

性、可靠性，提升了机组可利用率和发电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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