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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简介

国 家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简 称 “ 国 家 电 投 ” ） 成 立 于 2 0 1 5 年 6 月 ， 由 原 中 国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公 司 与 国 家 核 电 技 术 公 司 重 组 组 建 。 国 家 电 投 以 建 设 国 有 资 本 投 资 公 司 为 方 向 ，

高 标 准 、 高 起 点 规 划 建 设 新 集 团 ， 努 力 做 国 企 改 革 的 先 行 者 。



集团简介 – “2035一流战略”

清 洁 低 碳 能 源 供 应 商

能 源 生 态 系 统 集 成 商

先 进 能 源 技 术 开 发 商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

“三商”战略定位

2020
国内领先的清洁能源企业

2025
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
清洁能源企业

“三步走”路线图

2035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



集团简介- 核能产业管理定位

拓展平台

履行集团层面相应的核安全、核应急、核安保、核进

出口、政府采购等管控职责，组织压水堆核电重大专

项实施，统筹协调核能产业管理。

具体负责集团公司国内外核动力厂投资、生产

运维、核安全、核应急等业务管理；核动力厂

运营能力建设；对接外部资本市场，资产上市。

具体负责先进核能技术研发、运用

推广、工程管理以及全寿期技术支

持、服务的专业化管理。

国家授权的核燃料专营实体，负责集团公司核燃料

供应保障；负责核技术应用与核环保等核能转型发

展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专业化管理;负责境内外铀资

源投资开发与专业管理；负责燃料循环后端及核设

施退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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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系列机组的设计特点

• 一个RV，两个回路
• 机组寿命60年
• 事故后72小时不需人为干预
• 数字化的反应堆控制系统



国和系列机组的设计特点

非能动、减法

• 非能动堆芯冷却系统

• 非能动安全壳冷却系统



国和系列机组的设计特点

阀门
减少50%

泵
减少35%

管道
减少80%

抗震结构
减少45%

电缆
减少70%

• 简化

• 安全

• 创新工程量大幅降低

安全性（堆芯损坏概率/年）提高125倍



国和系列机组的工程建设特点

• 非能动理念和技术带来的减量化

• 模块化建造

• 平行施工

• 开顶法施工

• 施工难度大、安装要求高

• 资源密度高



AP/CAP1000和国和一号项目在电厂布置中引入模块化设计理念，在三维设计的基础上，根据厂房布置、结构特点与系统功能

要求，对厂房进行模块化分割，形成各类结构模块；同时，结合房间内系统设备布置情况，集合形成各类设备模块。

国和系列机组的工程建设特点

模块化建造



国和系列机组的工程建设特点

模块化的建造特点，实现了国和系列机组土建和安装平行施工，提高施工效率。

土建安装平行施工



n 开顶法施工

• 与传统核电建造相比而言

• 设备引入安装先于厂房封顶

n 为什么AP1000需要开顶法施工？

• AP1000厂房设计特点

• 模块化设计

• 施工的便利性

开顶法施工

国和系列机组的工程建设特点



国和系列机组高
质量建设成效和
管理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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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

CAP1700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AP1000技术

引进和设备国产化

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

四台AP1000机组建设
国家使命
三条主线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成效



三门、海阳核电一期工程均采用AP1000压水堆核电机组。

三门1、2号机组于2018年实现商运，海阳1、2号机组于2019年实现商运。

目前，依托项目4台AP1000机组运行业绩优良。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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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三门二期工程项目按照高标准建设

管理要求，已明确项目建设目标。

打造“两性、三零、两奖”的精品工程

两性：    高质量支撑技术型号的安全性、先进性 

三零：

两奖：     创“鲁班奖、国优金奖” 

不发生“两个零容忍”事件

较大及以上质量事件为零

重伤及以上安全事故为零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项目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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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项目建设目标

• 2022年6月28日9时36分，3号机组FCD正式开始

• 2022年7月1日4时58分，浇筑完成

• 共浇筑混凝土5431m³，用时67小时

• 期间安全、质量正常

海阳二期、三门二期工程高质量开工建设

• 2022年7月7日9时17分，3号机组FCD正式开始

• 2022年7月9日14时16分，浇筑完成

• 共浇筑混凝土5488m³，用时53小时

• 期间安全、质量正常

p三门二期p海阳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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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项目建设的总目标，以目标为导向明确高标准开工各项要求；

• 从四大控制和项目管理维度，明确高标准的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高标准开工
高质量建设

高标准开工以结果为导向

安全目标——工程建设全过程项目现场“零死亡”甚至“零重伤”

质量目标——不出现较大质量事故，各项验收指标和第一次检修指标达到优秀，投产后一个换料

周期内运行指标WANO世界排名前列

工期目标——项目按计划投产，实现“零拖期”

造价控制——工程总造价不超预算

卓越目标——力争获得代表行业顶尖水平得国家级奖项，打造世界一流工程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高标准开工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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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高标准开工指标体系

核能总承包项目高标准开

工准备定量指标分为“必须性

指标”、“现场形象指标”、

“连续施工指标”、“先进性

指标”四大类，包括12个一

级指标（管理要素）、69个

二级指标，具体指标670项。

定量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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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高标准开工指标体系

评价档位 分值区间
全厂总承包项目评价得分X

（满分670分）
核岛总承包项目评价得分X

（满分520分）

高标准开工 ≥90% X≥600分 X≥470分

较高标准开工 75%~89% 500分≤X＜600分 390分≤X＜470分

一般标准开工 60%~74% 400分≤X＜500分 310分≤X＜390分

底线标准开工 ＜60% 100分≤X＜400分 100分≤X＜310分

不具备开工条件 NA 不满足必须性指标 不满足必须性指标

评价档位与评分对应关系

• 设置“必须性指标”为基础指标，分值为100分，必须性指标必须全部达到要求，否则不具备开工条件。

• 根据现场形象指标、连续施工指标、先进性指标的具体评价得分，对应开工评价档位。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重在强调“能力”，要在关键产业关键环节具备国产化能力。大力

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着力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2021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2022年2月全

面深化改革会议

n 核电设备国产化：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设备产业链供应链提出自主可控要求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设备国产化

为进一步实现“国和一号”产业链的自立自强、自主可控，2021年6月以来，国家电投成立

国和一号产业链联盟，目前已累计完成十余家产业链企业签约。

产业链联盟将围绕“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的工作目标，发挥好“链

长”的主体支撑作用和融通带动作用。

确保2023年具备100%设备国产化能力，实现自主可控目标。

n 产业链建设：国家电投集团全面开展国和系列机组产业链建设



国和系列国产化工作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设备国产化

• AP1000三代核电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

新的目标

• 国家重大专项、能源局189专项、国家

电投集团统筹科研项目共同关注国产化

• 2021年4月，国家电投启动国和系列工

程设备100%国产化工作，排查设备和

部件进口风险

• 到2023年底，确保整机和关键部件具备

100%国产化能力，实现设备的自主可

控目标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依托项目平均 三门3号 三门4号 海阳3号
海阳4号 陆丰1号 陆丰2号 示范1号
示范2号 廉江项目 白龙项目



①财务可控

• 通过财务手段
获取产品

②制造可控

• 能够国内自主
生产

③技术可控

• 掌握关键核心
技术

④人才可控

• 拥有核心人才
队伍

100%国产化的内涵，包含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

自主化的四个层次广度：国产化所覆盖的范围

• 分类：整机设备、部

件、零件、原材料、

耗材、加工工具、试

验工具、软件8类

• 工业通用零部件及软

件等开展梳理，跟踪

参与国家的相关研发

安排

深度：国产化所达到的管控程度

国家电投的目标：2023年，实现100%国产化

• 整机达到人才和技术可控

• 部件达到制造可控

大宗物资材料

工业通用零部
件和芯片

核行业共性部
件

型号专用部
件

关键部件国产化进展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设备国产化



组建物资运输保供专班

1）摸清项目3个月滚动需求

2）协助制造单位复工复产

3）协调产品出得了工厂

4）保障物资进得去现场

紧密对接，政企防疫一体化

1）与市级政府协调人员进场、
物流运输政策
2）对接镇街政府，实时掌握
政策执行细节
3）快速摸清流程，项目统一
执行
4）动态调整，紧跟政策变化

业主引领项目统筹

1）项目内保供流程问题
快速反馈，业主协助解决
2）各承包商吊车、人员、
器具等资源统筹安排
3）确保满足政府防疫政
策要求
4）灵活采取中转、转运、
闭环、司机置换等措施

在两次地方疫情背景下，物项需求未受疫情影响。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疫情背景下的物流保供



采用框架合作的创新模式，加

强和国内各知名物流企业的合

作，充分利用各物流企业区域

和技术等优势，加强保供力量。

扩大物流供给 对于设备启运地有物流人员

防疫隔离要求的，提前派遣

物流人员入驻工厂，隔离期

满后满足发货的工作需求。

超前领先一公里
对于项目所在地有启运地车辆、

人员防疫禁入要求的，在启运

地和目的地中间设置中转地，

在严格遵守三地防疫要求的前

提下，采用更换运输车辆、人

员等方式，实现顺利运抵。

协作支持一公里 对于项目所在地有禁止外来司机

下车防疫要求的，提前在项目所

在地寻找符合要求的当地司机在

当地驻扎，车辆抵达后在防疫部

门监管下，交接车辆，完成运抵。

最后落地一公里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疫情背景下的物流保供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智慧工地建设

智慧工地聚焦建设期的安全质量管理，加强“两个零容忍”。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应用、人工智能及5G

通讯等新技术，实现关键物项互联互通，打破数据壁垒，实现多系统数据集成，实现核电工程施工管理智慧决策。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智慧工地建设

9.30 12.30 2021 2022

l 安全监控一期
l 人员定位一期
l AI识别一期
l 监管中心
l 预警平台
l 数据看板
l 塔吊防碰撞
l 网络通道需求
l SIS需求

l 施工监控
l 吊钩可视化
l RFID人员定位
l VR安全教育
l 质量防造假记录
l 车辆管理
l 环境监测
l 全厂广播

l 安全监控二期（续） 
l 质量防造假优化（续）
l 智慧仓储（ERP对接）
l 三维可视化（续）
l 集成平台（续）
l 人员定位二期
l SIS系统建设
l 厂房视频监控建设
l 网络通道无线网络建设

第一阶段2020 第二阶段2022

l 5G网络建设 
l 门禁安防升级 
l 集成平台 
l 安全监控二期 
l 全厂广播新增 
l 智慧仓储 
l AI识别二期 
l 无人机 
l 三维可视化
l 质量防造假优化
l 网络通道设计 
l 厂房视频监控设计

经过2年的建设，国和一号智慧工地已整体投用，满足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68号文《关于加强核电工程建设质量管

理的通知》要求的全部信息技术应用要求。2022年开展智慧工地建设收尾工作，并持续进行深化应用，为国和一号工程

建设安全及质量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人员定位系统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智慧工地建设

质量影像记录系统 施工安全监控系统 图像识别系统

塔吊防碰撞 车辆测速系统 全厂广播系统VR

环境监测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预警平台

核心应用



智能视
频监控

VR安全
教育

人员定位

车辆测速

环境监测

AI识别

HSE6大
模块应用

安全管理实践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智慧工地建设



国和系列机组高质量建设管理举措
——智慧工地建设

7346人

A I 图 像 识 别 预
警 平 台

52541条

塔 吊 碰 撞
预 警 信 息

16420项

视 频 监 控
排 查 隐 患

4456人次

V R 体 验
教 育 培 训

8107份

质 量 检 查
验 收 影 像

截 至 目 前 ， “ 智 慧 工 地 ”  已 投 用 模 块 整 体 运 行 效 果 良 好 ， 有 效 地 提 升 了 现 场 安 全 质 量 管 理 水 平 。

“智慧工地”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了数据可视化，实时掌握现场状态，提高了项目各方安全质量管理水平。在全项目形成

高度重视核电工程安全质量的文化氛围，“两个零容忍”深入人心，项目各方共建共享，及时处置预警信息、安全隐患，

形成监管合力，有效提升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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