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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热经济性的多目标优化方法研究
林　发

（广西广投桂旭能源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广西 贺州 542814）

摘　要　火力发电厂的热经济性是衡量其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关键指标。本文基于热经济性多目标优化理论，

构建了综合考虑能耗、排放、成本等指标的评价体系和优化模型，采用改进的多目标遗传算法，对电厂关键运行

参数进行优化求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制定了优化调整方案，通过对比优化前后的热耗率、煤耗率等指

标，验证了优化效果。研究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热经济性多目标优化方法能有效提升电厂运行效率，实现能耗、

排放和成本的协同优化，对于推动火电行业的清洁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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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我国

火力发电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火力发电厂的热

经济性直接影响电厂的运行效益和竞争力，对于节能

减排、控制发电成本至关重要，然而，受技术水平、

管理模式等因素制约，我国火电厂热经济性普遍偏低，

能耗排放高、经济效益差的问题依然突出，亟须创新

优化理论和方法，挖掘系统节能潜力，实现热经济运

行指标的全面提升。本文立足热经济性的多目标优化，

构建评价体系和优化模型，并结合工程实际开展应用

研究，以期为火力发电厂的精细化管理和清洁高效发

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1　火力发电厂热经济性多目标优化的理论基础

1.1　热经济性评价指标体系

热经济性评价是开展电厂运行优化的基础，构建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判热经济运行水平

的前提。本文从能耗、环保、经济三个维度，构建多层次、

多角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能耗指标主要包括发电

煤耗、供电煤耗、热耗率等，反映电厂能源利用效率。

发电煤耗反映发电过程的能源消耗水平，是衡量电厂

节能降耗的核心指标；供电煤耗则进一步考虑电厂用

电率的影响，更加全面地反映电厂的能源利用效率；

热耗率则从热量平衡的角度刻画电厂热力系统的优化

程度，环保指标重点选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

等污染物排放强度，衡量电厂的环境影响。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量直接关系到电厂的达标排放，对电厂

的清洁生产水平起决定性作用；烟尘排放量则影响电

厂的除尘设施运行效率，也是衡量电厂环保表现的重

要窗口。经济指标则选取发电成本、吨煤成本等，评

判电厂清洁生产的经济性，发电成本从投入产出角度

综合考虑燃料、运行维护等各项成本因素，全面评判

电厂生产的经济绩效；吨煤成本则主要反映燃料采购、

运输、储存等环节的成本控制水平，对降低发电成本

具有重要影响。该评价体系综合兼顾电厂“产—输—耗”

各环节，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化评价视角，

“点”即重点关注机组发电效率、污染物排放等核心

节点指标；“线”即关注从燃料输入到电力产出的全

流程能耗、成本指标；“面”即对电厂的整体热经济

运行水平进行全局评估，多维度反映电厂的节能减排、

清洁生产绩效，这一指标体系选取具有针对性、代表

性强的关键指标，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电厂热经济运

行水平，可操作性强，为后续的多目标优化奠定扎实

的基础 [1]。

1.2　多目标优化模型构建

在热经济性评价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建立相应的

多目标优化数学模型，为优化求解提供理论框架。本

文以最小化单位发电煤耗、污染物排放和发电成本为

目标，构建热经济性多目标优化模型。目标函数的构

建综合考虑了热工系统的能量平衡、物料平衡等机理

约束，燃烧过程、传热传质等复杂物理化学过程，以

及机组负荷、煤质波动等实际工况的影响。比如，在

能耗目标中，模型不仅考虑燃料的物理热、显热的充

分利用，也考虑烟气余热、废水余热的梯级利用，对

热损失也进行了细致刻画；在环保目标中，模型采用

分段函数描述污染物的生成机理，并建立了污染物排

放与机组工况的定量关联。在经济目标中，模型对燃



68

科 创 产 业 2025年 2月第 4期 总第 593期

料成本、脱硫脱硝等环保电价因素进行了量化，并考

虑了负荷调整、设备检修等非稳态因素的影响。模型

还综合考虑设备特性、工况约束等因素，如汽轮机组

启停特性、锅炉燃烧稳定性限制、机组爬坡率约束等。

通过合理设置上述工艺参数、操作参数、物性参数的

取值范围，保证优化变量在安全可行域内寻优。目标

函数在兼顾电厂整体效益的同时，也准确反映了能耗、

环保、经济等各子目标之间的冲突博弈关系，为科学

决策提供了量化依据。利用加权法对多目标进行量纲

归一化处理，并引入满意度理论构建偏好函数。可在

决策者偏好信息引导下在 Pareto最优解集中权衡选择，

实现多目标之间的协调优化。所建立的优化模型较为

全面地刻画了电厂热力系统的复杂性、多变量性和多

目标性，通过对目标函数、约束条件的精细化构建，

在理论上实现了热经济运行指标的热力学极限分析 [2]。

对于指导工程实践具有重要价值，模型不仅能够准确

评估电厂热经济运行的改进空间，也能对热经济性的

影响因素进行灵敏度分析，因此对于诊断薄弱环节、

制定优化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3]。

1.3　优化算法选择与应用

火电厂热经济性优化属于多目标、多约束、非线

性的复杂组合优化问题，变量多且耦合紧密，具有明显

的组合爆炸特性，难以用传统数学规划方法求解，因此，

需要选择合适的现代优化算法进行求解。本文采用多

目标遗传算法，该算法具有全局寻优能力强、鲁棒性好、

通用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处理热经济性优化所涉及

的多目标问题，已在电力系统优化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在标准遗传算法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

以更好地契合热经济性优化的实际需求。引入非支配

排序和拥挤度计算，增强了算法的收敛性和种群多样

性，有助于在合理时间内搜索到理想的 Pareto解集。

采用实数编码取代二进制编码，可有效提高算法的局

部搜索能力，更加精细地探索参数空间 [4]。引入精英

保留策略，把优良染色体直接遗传到下一代，防止优

秀解丢失，提升算法性能，在交叉、变异操作中嵌入

启发式规则，充分利用问题本身的领域知识引导搜索，

如在交叉操作中考虑参数的耦合特性，优先匹配物理

意义相关的变量，提高算法的工程适用性。算法还融

合模拟退火思想处理约束条件，搜索过程中对非可行

解进行惩罚，同时又给予一定的进化机会，引导种群

向可行域内优化，提高了算法对复杂约束的处理能力。

在工程实际中，通过科学设置算法参数，如合理选择

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既能保证种群的多样性，又能

兼顾收敛速度。实际应用表明，改进的多目标遗传算

法在求解电厂热经济性优化问题时，展现出较强的全

局搜索能力，可在众多影响因素组合中快速搜索到最

优参数组合。同时，算法还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对

算法参数不敏感，具有较强的工程实用价值，为后续

的工程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算法支撑。

2　火力发电厂运行参数多目标优化分析

2.1　关键运行参数识别与筛选

火力发电厂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锅炉、汽轮机、

发电机等诸多设备，运行工况多变，影响热经济性的

因素错综复杂。开展参数优化首先需要辨识对热经济

性影响显著的关键参数，并进行筛选确定优化变量。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评价各工艺参数与热经济性指标的关联程度。通

过计算灰色关联度，揭示各参数对热耗率、煤耗率等

的影响权重。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在众多参数中提

取少数几个相互独立的主成分变量，降低优化问题的

复杂度，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遴选出对热经济性影

响最为关键的若干运行控制参数，包括锅炉燃烧调整

参数、汽轮机启停压力、冷却水温度等，为后续的参

数优化提供重点方向。

2.2　参数耦合关系分析

电厂系统是一个高度耦合的复杂系统，各设备、

工艺参数之间存在紧密的耦合关联，对热经济性的影

响往往是多参数联合作用的结果，参数优化需充分考

虑参数间的协同配合与制约关系，避免“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本文基于机理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刻

画关键运行参数之间的非线性耦合机理。运用传热传

质、流体力学等基础理论，定性分析参数之间的内在

联系。通过对电厂海量历史运行数据进行分析挖掘，

提炼参数间的定量关联规则，在此基础上，构建参数

耦合关系矩阵，量化关键参数之间的敏感度，分析表明，

诸如燃烧调整、冷热端设备匹配等参数之间的耦合度

较高，需重点协同优化。而给水温度、冷却水温度等

则相对独立，可单独优化控制，厘清参数间的耦合机理，

能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参数优化方案奠定基础 [5]。

2.3　多目标权衡决策方法

电厂热经济性涉及能耗、环保、经济等多个目标，

各目标之间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冲突，单纯追求

减少煤耗，可能导致排放或成本的上升，因此，多目

标优化需在目标之间进行科学权衡决策。本文在热工

系统节能和环保经济性的博弈分析基础上，构建多目

标权衡决策模型。引入理想点法，计算各目标的满意度，

进而构建综合效用函数，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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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综合考虑能源价格、环保压力、财务状况等多

重因素，合理调节权重参数，均衡能耗、排放和成本

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当前形势下，火电厂热经济性

优化应当以节能减排为主要诉求，兼顾企业长远发展。

在多目标权衡决策的指导下，优化系统可自动搜寻到

兼顾各方面的最优参数组合，实现热经济性指标的整

体改善和提升，多目标协同决策为破解电厂运行中的

复杂权衡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3　热经济性多目标优化的工程应用

3.1　优化方案制定与实施

理论研究是应用实践的基础和先导，为检验热经

济性多目标优化理论和方法的工程适用性，本文以某

350 MW超临界燃煤机组为对象，开展优化方案的制定

与实施，基于前期构建的评价体系和优化模型，结合

电厂实际，确定优化目标为最小化发电煤耗、二氧化

硫排放强度和发电成本。综合考虑机组设计参数、调

峰调频等工况需求，合理设定优化变量的取值范围，

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进行求解，得到最优参数组合，

在此基础上，制定详细的优化调整方案，主要涉及燃

烧优化、冷热端设备匹配、水汽系统平衡等举措，为

确保优化效果，项目实施严格遵循PDCA循环，对标对表，

持续改进。通过配合开展宣贯动员、技术培训、专项

考核等工作，营造良好的优化氛围，调动全员参与的

积极性，在方案实施的过程中，加强过程管控，及时

总结分析，发现问题，优化完善，确保优化工作平稳

有序推进。

3.2　优化效果评估与验证

为客观评价热经济性多目标优化的工程实施效果，

需对优化前后各项指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收集

某电厂优化实施前一年和实施后一年的运行数据。重

点对比分析发电煤耗、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发电成本

等指标变化情况，数据显示，优化后，机组年平均发

电煤耗由优化前的 315 g/kWh降至 304 g/kWh，节煤效

果显著；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由 3.2 g/kWh降至 2.4 g/

kWh，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发电成本也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综合能源效率、污染物去除效率等均有提升。

对节能降耗效益进行量化核算，优化实施一年，可节

约标煤约 1.2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500余吨，节省成

本 800余万元，经济和环境效益十分可观。实践表明，

本文构建的多目标优化模型能够准确刻画电厂热工系

统的复杂特性，优化方法对于挖掘系统节能潜力、实

现清洁高效生产具有显著成效，验证了理论和方法的

适用性。

3.3　优化策略动态调整机制

电厂生产是一个动态运行的复杂过程，负荷工况、

煤质性能、环保要求等影响因素都在不断变化。为保

持热经济性优化成果，必须建立一套动态优化调整机

制，适时开展优化“再造”。本文构建了基于负反馈

控制的动态优化调整机制，对标优化目标，持续监测

电厂热工系统的实际运行偏差，一旦发现偏离优化目

标，及时启动再优化流程，同时，遇到机组检修、燃

料变化等需重新优化的情形，也能自动触发优化程序。

再优化过程充分利用在线监测数据，结合机理模型，

采用自适应优化控制策略，对优化模型和算法进行动

态修正，不断扩充和完善优化知识库，通过 closed-

loop动态优化，实现了热经济性指标的持续改善，稳

固优化成果，研究表明，对标国内标杆值，该电厂热

经济性水平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持续优化的动态调

整机制，为电厂的长效节能管理提供了范式，值得在

行业内推广。

4　结束语

提升热经济性，实现能耗、排放、成本的系统优

化，是火力发电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了

热经济性的多目标优化模型，采用改进的遗传算法进

行求解，并在工程实践中加以应用，取得了良好的节

能减排效果。研究表明，热经济性的提升，既是一个

技术优化的过程，更是一个管理创新的过程，应坚持

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以信息化为支撑，建立全过程、

全方位、全员参与的热经济性管控体系，用系统思维

统筹煤、机、电各环节，在生产全流程中嵌入节能减

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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