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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组件质量风险如何评估？

 我国风电产业虽然已经开始步入质量和技术竞争阶段，然而我国风电机组及部件生产大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行业
内未能完全摆脱低价无序竞争的恶性循环。有业内人士表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慷慨补贴导致了国内风电机组部件
及整机的产能普遍过剩，过剩的产能带来了价格战。国内的整机商这些年虽然死了一些，但是还有20余家”。

 风电设备质量不过关，劣质产品充斥市场是困扰中国风电行业发展的一大弊病。“风电企业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取胜
，不断挤压利润空间，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了价格偏低的部件，低价无序竞争导致了劣质产品充斥市场，给事故埋下了
隐患。”一位从事风电工作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受产能过剩影响，供应商必须维持较低的成本，为获取订单往往
‘另辟蹊径’，不是很公平。除此之外，重价格轻质量的低价投标使得‘劣币逐良币’现象层出不穷。”

 目前，机组整机质量水平已越来越成为中国风电产业关注的焦点。而对于风电机组整机来说，零部件的质量状态是
影响其质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不同类别的零部件对整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如何评估不同零部件对整机的影
响程度是风电机组质量管理和零部件采购管理的重要课题。

 通过分析不同零部件对整机的影响因素和程度，对零部件进行风险评估与分析，量化零部件风险系数，从而确定不
同风险等级的零部件。风险等级高的零部件在采购与质量管理环节应重点关注，而风险等级较低的零部件则可以节省
质量控制与采购的管理成本，从而有效提高整机质量水平。

 下表对风电机组各零部件的八大风险因素进行了量化评分。其中，发电机、叶片、机舱铸件、轮毂铸件、主控系统
、变桨轴承的平均分高于7分，其风险最高，列为关键级零部件;滑环、偏航刹车盘、高强紧固件、远程监控系统、刹
车系统的平均分在5分-7分之间，列为重要级零部件;其他零部件的平均分低于5分，列为一般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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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与质量的平衡

 以风电机组铸件为例，经评估后列为关键级零部件。则在控制铸件质量时，其控制环节包括了供应商开发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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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铸件供货质量要求、样件审核、制造过程控制、成品验收、供应商定期审核等。在提高质量要求并加大控制力度后
，陆续在检验过程中报废了价值数百万的存在不可接受缺陷的铸件，从而避免问题铸件进入到机组制造环节。

 另一方面，以钣金件为例，经评估后列为一般级零部件。质量控制方式以委托总装厂来料检验为主，既能够有效控
制质量，又能最大程度节约控制成本。

 针对不同零部件有的放矢，实施有区别化的风险控制方式

 由上图，以同为关键级零部件的发电机和机舱铸件为例，其风险特点不同，发电机在本身价值、对产品质量或性能
的影响、制造及检验难易程度、客户满意度方面的风险都更高。即在进行控制时，发电机的控制强度、控制手段都要
强于或多于机舱铸件;如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对发电机的制造过程进行控制，质量检验会深入到供应商的生产过程的
质量控制点进行抽检，成品验收时增加外观的检查项目、细化检查标准，同时在采购合同中增加更加严格的付款条件
和制约因素。

 另外，作为重要级零部件的远程监控系统，其在客户满意度方面的风险要高于关键级零部件机舱铸件，即对于监控
系统，应重点关注其用户体验。

 而作为一般零部件的钣金件，其出现不合格的概率则要高于监控系统。则钣金件通过到厂检验的方式进行100%检
验，可有效控制其不合格率。

 零部件风险评估为风电机组零部件采购、质量控制提供了基础依据，从而提高了零部件质量控制水平，并大幅降低
了质量成本。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122291.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3 / 3

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122291.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