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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01
1.1 项目简介

太平岭核电项目位于惠州市惠东县黄埠镇，临近深圳，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异。该项目规划

建设6台华龙融合三代核电技术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500多亿千瓦时，创造绿色GDP 200多亿元。



总体情况01
1.2 项目历程

原 貌

现 状 未 来



总体情况01

1.3 总体目标

国家优质工程

生态核电示范工程

华龙国际标杆工程

创三大工程

⚫ “零死亡、零重伤、零重大损失”安全

⚫ 重大质量事件“零发生、零重发”质量

⚫ 环境污染和违规事件“零发生、零处罚”环境

⚫ 全面达到华龙融合技术主指标，关键设备自主可靠技术

⚫ 1号机工期（60+3）个月，2号机工期（60）个月进度

⚫ 建成价高目标低于内控目标，底线目标低于概算额度投资

控六大指标



总体情况01

承担《核安全法》规定的核安全全面责任，及中国广核集团《核电工程建设管理大纲》规定的工程

建设“六大控制”的全面管理和监督责任。坚持“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主动作为”的管理原则，统筹项

目资源，推进项目建设。

1
承担“全面责任”

担起业主公司主体责任，全面落实业主公

司责任制。承担项目固有核安全、合法合

规和重大风险管控的总体责任，及六大控

制的全面管理和监督责任

3
做好“协调保障”

发挥业主公司统筹协调作用，制定
科学合理的进度和投资控制目标；
维护地方和谐关系，为项目创造良
好建设环境

2 强化“关键管控”

执行工程管理“下现场、在现场、驻现场”
，集中项目资源，做好对项目安全、质量、
进度、投资等重大事项和关键环节的管控，
有效预防和控制项目重大风险

4
实现“协同合作”

整合内部资源，集中优势力量，与总包方
及参建单位目标一致，形成合力，实现项
目整体管理最优化，构建项目建设大团队

1.4  管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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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举措02 2.1  多措并举夯实安全基础

坚持以“两个坚持”和“两个重点”为工作中心，按照“分时（工程节点）、分级（人员管理）、分层

（文化培育）”的工作纲领，在组织建设、体系完善、授权培训和活动开展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不断优

化核安全文化建设体系，持续提高核安全文化实践水平，实现核安全文化的入脑入心。

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组织建设 完善体系

文化建设培训与授权

1 2

3 4

坚持持续提升管理
层核安全意识

重点做好合作伙伴的
核安全培育工作

重点做好新员工的
核安全文化培育工

作

坚持开展全员核安
全文化宣传

坚持持续提升管理层
核安全意识

重点做好新员工的核
安全文化培育工作

坚持开展全员核安全
文化宣传



创新举措02 2.1  多措并举夯实安全基础

人脸识别授权入场、车牌识别授权入场、作业流程管控、网格化风险管控等，打造华龙一号+智慧工地。



创新举措02 2.2  探索全过程高质量投产

1

5

4

2

3高质量
投产方

案

充分借鉴阳江、红沿河等核电机组高质量投产经验，制定明确的高
质量投产目标。

开创性提出将项目范围扩展设计采购、土建安装等阶段，
项目周期从机组FCD开始延伸至首次大修结束。

涵盖6大核心领域，共包含104个专项方案（其中54
个专项已启动运作）。

通过专项方案的编制及实际运作，实现对高质量投产目
标的任务分解。

致力于形成覆盖全建设周期、全建设范围的集团新建电厂高质
量投产项目标准。

策划一期工程设计、采购、安装、调试、运行全建设领域高质量投产项目，与“三大工程”相互促

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生产运营创标杆奠定坚实基础，也对后续“华龙一号”项目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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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率先提出了由清洁核电到生态核电、由环境相容到环境相生的生态核电

理念，制定了“三生四层”的生态核电建设方案，积极开展全球首个生态核电示范工程的探索与实践。

2.3  最严要求保护生态环境

目标层
（一级）

准则层
（二级）

基础指标层
（三级）

选址
阶段

设计
阶段

建造
阶段

运行
阶段

退役
阶段

环
境
影
响
度

污
染
物
排
放
控
制

（EN
1

）

EN1-1 放射性流出物排放 * * * *

EN1-2 非放流出物排放 * * * *

EN1-3 放射性固废处置 * * * * *

EN1-4 非放固废处置 * * * *

环
境
影
响
质
量

（EN
2

）

EN2-1 辐射环境质量 * * * *

EN2-2 非辐射环境质量 * * * * *

EN2-3 冷却水温升影响 * * * *

EN2-4 冷却系统卷吸影响 * * * *

EN2-5 海工生态影响 *

环
境
区
划
管

理
（EN

3

）

EN3-1 环境功能区别 *

EN3-2 生态管理红线 *

EN3-3 环境敏感区与保护物种 *

目标层
（一级）

准则层
（二级）

基础指标层
（三级）

选址阶
段

建造阶
段

运行阶
段

资
源
占
用
度

土
地
资
源

利
用

（EN
6

）

EN6-1 厂区建设用地 * *

水
资
源

利
用

（EN
7

）

EN7-1 淡水耗水量 * *

EN7-2 中水回用率 * *

能
源
利
用

（EN
8

）

EN8-1 发电天然铀耗 *

EN8-2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

项
目
用
海

（EN
9

）

EN9-1 海域利用率 * *

EN9-2 岸线利用率 * *

EN9-3 海洋生态空间面积占比 * *

EN9-4 容积率 * *

EN9-5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面积占比 * *

目标层（一级） 准则层（二级） 基础指标层（三级） 选址阶段 建造阶段 运行阶段

社
会
和
谐
度

环
境
管
理

（EN
1
0

）

EN10-1 核电运行事件 *

EN10-2 核电环境污染事件 * *

EN10-3 核电运行三道屏障性能 *

EN10-4 流出物监测管理 *

EN10-5 环境监测管理 *

EN10-6 生态监测管理 *

EN10-7 环境信息公开 * * *

EN10-8 中低放废物处置去向 * *

EN10-9 核应急响应 *

EN10-10 环境管理投入 * *

社
会
责
任

（EN
1
1

）

EN11-1 公众沟通 * * *

EN11-2 暖邻活动投入 * *

EN11-3 带动就业 * *

EN11-4 志愿者服务 *

融
合
发
展

（EN
1
2

）

EN12-1 地方经济发展 *

EN12-2 产业结构优化 *

EN12-3 高端产业带动 *

EN12-4 重点项目落地 *

EN12-5 公共设施提升 *

EN12-6 高端人才引进 *



创新举措02

2021年生态核电基地正式揭牌，将生态作为贯穿核电站设计、建设、运营阶段的核心理念，主动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占用，结合周边发展规划与地方实现融合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为保护原始海滩，
施工准备区后撤80
米。

西侧避让烟墩岭明代烽火
台遗址，保留烟墩岭历史

文化古迹。
海工工程避让无

人岛屿。

工程无填海造地

厂区集约化布置，太平岭项目征地面
积约176公顷，只有大亚湾核电的1/6。

排水采用隧道远
排方案

2.3  最严要求保护生态环境



创新举措02 2.4  深化实施工程管理下沉

成立工程管理委员会，按业主公司下沉项目部，项目部下沉施工承包商，分层、分级，构建联合协

作大团队，全面贴近现场、深入一线、强化现场管控，提升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提高施工组织效率，

推动重大风险及时应对，营造“齐抓共管”团队氛围。

主任/副主任

委员

项目经理

执行层

工程公司总经理部
和项目总

项目副总和各板块
经理

各板块和专业队办
经理

执行层

四 级 协 调 机 制

惠州公司 工程公司



创新举措02 2.5  创新生产前移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部

工程
控制

自管
工程

执照
申请

工程
设计

土建
工程

系统设
备设计

调试接
产

总体目标

安装管
理

设备采
购监造

技术部 维修部 运行部

发挥各部门的能力和优势，实现公司技术资源充分利用

E(总体) 执照（许可）E(系统设备设计) P(设备采购监造) S(调试接产)C(安装) C(土建）

按照“专业人干专业事，专业资源充分利用”的原则，工程管理部统筹，生产部门前移负责工程管理，

形成合力，全面加强前期设计方案审查，运营、工程经验反馈，及E、P、C实施过程监督的管理力度。



创新举措02 2.6  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太平岭一期采用华龙一号融合技术路线，坚持技术创新、工艺优化，提升质量，实施了24项优化改进，

大幅提升华龙设备制造国产化水平，节省成本，同时有效缓解工期压力。

NO. 设计优化项 NO. 设计优化项 NO. 设计优化项

1 主参数优化 9 冷链配置优化 17
远程I/O及现场总

线技术应用

2
蒸汽发生器
优化及自主

设计
10

主蒸汽管道应用
LBB技术

18
取消厂区燃油储
存中心子项
（BZE）

3 CRDM优化 11
反应堆筏基中心

凸台优化
19

厂区实验室、核
岛热实验室优化

4
IVR堆芯注

水改
12

反应堆厂房优化
（主泵电机、
DER管道）

20
RPS安全环网与
SAS安全环网独
立优化设计方案

5
额外冷却系
统配置

13
燃料厂房标高调

整优化
21

常规岛主厂房半
地下式布置

6
取水系统及
泵房优化

14
核辅助厂房预应
力廊道优化

22 大宗设备及材料

7
安全冷冻水
系统优化

15 BWX厂房 23
工控网络安全优

化设计

8
应急硼化系
统配置优化

16
ASP水箱高度优

化
24
AN项目主控室设

计方案差异



创新举措02 2.7  强化风险分级应对机制

成立专项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统筹推动制定专项应对方案

公司级（控十

风险）

部门级（看十风险、

关注风险）

TOP3
重大风险

体系机制

惠州公司总经理部层面协调上

下游超出常规的资源组织、工

序调整等进行应对或缓解

各部门、板块业务内处理

管控措施：重大风险专项管控方案，重大专项组运作机制，进度分
析与风险月例会，重大风险双周报等

沙盘推演

识别冷试关键路径，提出目标及合理化建议

识别冷试主要风险303项，重点风险53项

制定针对性建议措施287项

收集冷试准备经验反馈案例22条



创新举措02 2.8 探索新型劳务用工模式

100%

实名制台帐

截至2022年7月，基地已实

现所有施工总承包代发单位

落实建立农民工实名制台帐。

100%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截至2022年7月，太平岭核电基地所

有施工总承包落实建立农民工实名

制管理。

53%

施工总承包代发率

截至2022年8月，已实现施工总承包代

发：9家、部分实行施工总承包代发：

7家、未实行施工总承包发：1家。

站稳人民立场，深刻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行招聘/用人计划、网格化管理、专户代发、

T+1/T+3支付周期、特护期值班制度等措施，全面提升了太平岭核电基地的劳务用工管理水平。



创新举措02 2.9 党建中心业务深融共促

公司党委联合基地13家合作单位组成联合党委。目前联合党委共有41个党支部、681名党员。联合

党委坚持以业务中心工作成绩检验党建工作成效，成立党员攻坚队15支，共梳理攻坚任务106项，并建

立了攻坚定期推进机制。

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 围绕业务重点，打造支部党建品牌。

• 层层压实责任，签订攻坚责任书，建立党员责任区。

对照施工组织下沉方案，开展“党员进班组”

• 实施“党员进班组”行动，制定行动清单12项，形成工效提升专

项任务38条，一线党员精准帮扶施工班组，引领班组攻坚克难。

党员攻坚队责任区 工效提升专题任务跟踪单



创新举措02 2.10  营造惠众核谐公众关系

民 众 支 持

在市慈善总会设立惠核发展基金账户合计捐赠285万元，
专款帮扶黄埠镇开展村镇建设、扶贫济困、奖教奖学、
学校修建和学生活动等。

民 生 工 程

“就高不就低”，高标准维护地方群众利益；带动地方
发展，高质量建设进厂路、新吉盐公路、海滨四路。

民 心 所 向

惠众核谐心系群众所急所需，持续开展春节、端午、中
秋黄埠镇困难群众慰问活动。

开展河道疏浚、村落环境清洁、新渔老村新农村建设。



工作成果03



工作成果03 3.1  项目建设总体态势较好

一期工程建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1号核岛房间累计移交754间，安装累计完成106万点，具

备上量条件；2号机组协同推进，预计提前1个月完成穹顶吊装。“六大控制”平稳可控，工程

建设总体态势较好。

2

3

4

工程
建设

国内首次成功实施反应堆厂房内部结构SG隔间模块先进技术

首次开展中广核集团华龙一号冷试推演，有效指导工程推进

风险应对体系有效，年度十大风险，5项已消除，5项总体可控

5 劳务用工模式改革，国资委党史学习教育简报刊发，成效明显

1
一级里程碑计划到期11项，已全部按期完成



工作成果03

目
标

监
控
指
标

较大及以上人身伤亡事故 0起

重伤 0起 消防事故 0起 重大辐射防护事件 0起

较大设备损坏事故 0起 瞒报谎报 0起 严重不利影响的社会责任事件 0起

职业安全 质量 环境

重伤事故率（20万工时） 纠正行动按期关闭率

环境污染责任事件（次数）

0（目标值：0.02） 100%（目标值90%）

轻伤事故率（20万工时） 重大重发事件

0.005（目标值：0.2） 0（目标值0）

火灾（次数） 重大共模事件

0（目标值0） 0（目标值0）

消防事件（次数） 重大延误事件

0（目标值0） 0（目标值0） 0（目标值0）

安质环总体可控，未发生轻伤及以上安全事件和三重质量事件。

3.2  安质环业绩良好



2018年5月，中国生态

核电研讨会在惠州市召

开，国家能源局对生态

核电研究成果给予高度

认可，要求做好惠州生

态核电示范工程建设，

做好经验总结和推广。

2019年初，国务院正式

核准一期工程，要求探索

生态核电发展模式，高质

量建成惠州核电一期工程。

同年，惠州生态核电实施

方案获评中国能源研究会

管理创新二等奖、国资国

企十佳优秀课题。

2020年，公司携手华

南理工大学、惠州学

院等高校，通过第三

方视角开展“第三方

全范围长周期生态调

研”，有效监控项目

建设对自然和社会环

境的影响度。

2021年6月18日，中国

能源研究协会授予惠州

公司“生态核电建设示

范基地”。

9月28日，“生态核电

建设示范基地”在太平

岭核电正式揭牌。

惠州生态核电建设方案为核电业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中广核方案，为世界节

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3.3  生态核电全面落地实施工作成果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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