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第 7 卷 增刊 1
2020 Vol. 7 Supp. 1

发电技术
Generation Technology

南方能源建设
SOUTHERN ENERGY CONSTRUCTION

核电设计接口管理升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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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了提升核电设计接口的效率和质量，需要对核电设计接口管理进行升级。［方法］通过对核电设计接

口及管理的现状的分析，给出对核电设计接口管理进行升级的建议。［结果］综合以上分析，对核电设计接口管理升

级提出了可行性建议。［结论］管理升级方法可以为后续项设计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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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roduction］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nuclear power design interface，it is necessary to upgrade
the management of nuclear power design interface.［Method］In this article，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uclear power
design interface and management were proposed to nuclear power design interface management upgrade.［Result］Comprehensive
the above analysis，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on nuclear power design interface management upgrade.［Conclusion］This
article's management upgrade approach provides guidance for subsequent i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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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引进大亚湾核电项

目，开始涉足百万千瓦级核电设计接口管理工作，

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特别是经过近十几年的中国核

电高速发展期后，核电设计接口的管理水平整体都

有了较大提升，各期刊杂志上也涌现出一大批的优

秀论文［1-17］。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于 2018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对核电项目的安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核电项目的设计管理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核电设计接口管理作为核电设计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设计成品最重要的设计输

入，其管理升级也势在必行了。本文将结合核电设

计接口及管理的现状，对核电设计接口管理升级进

行探索。

1 核电设计接口管理现状及分析

1. 1 核电设计接口管理分类

核电设计接口管理有多种分类方法：可以按接

口层别分类，可以按设计接口管理阶段分类等。本

文主要以设计接口管理阶段分类，将核电设计接口

管理工作分为：接口设置、接口交换和接口关闭三

个阶段进行讨论。

1. 2 核电设计接口设置的管理

1. 2. 1 概述

核电设计接口设置主要是指 ICM（接口控制手

册）形成的过程。

核电设计接口设置是设计接口管理工作的奠基

之石，是核电设计接口在后续执行阶段能够顺利、

保质、如期完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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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接口设置现状

核电接口设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完全照搬参考核电项目

接口设置完全照搬参考核电项目，未根据新项

目的实际情况（不同单位之间的设计分工、系统和

子项设置及分工以及各参与单位的专业划分情况）

进行适应性调整，会造成接口交换时的延误或多次

升版还无法关闭接口。既降低了设计接口交换效

率，也增加了设计接口管理工作量，还有可能造成

施工图延误，甚至会造成供项目工期延误。

2）接口描述不清晰、不完整

部分设计接口描述不清晰、不完整，交换过程

中提出的审查意见都是针对接口内容不完整提出

的，有部分原因是接口描述本身不完整，另外一部

分就是提资方未按接口描述提供。

3）接口设置专业不合理

接口设置时未根据各设计单位的实际专业划分

情况进行详细设置，造成部分接口未分发至相关专

业，造成遗漏；或者接口设置内容太多，在接口交

换双方的单位都涉及多个专业，造成接口实际交换

时间过长，不利于设计接口的尽快固化和关闭。

4）接口拆分过细

接口设置时拆分过细，例如将一组蒸汽参数的

压力、温度、焓值分拆为三个接口，若其中一个参

数变化，其它两个参数也跟随变化，需要同时修改

三个接口，同时容易只修改一个接口，其它接口忘

记修改，造成设计输入错误。

5）接口交换周期设置不合理

接口交换周期基本上是一刀切，仅按接口层别

区分交换时间，未充分考虑部分接口 （系统说明

书、运行程序等） 内容的复杂性和其庞大的工作

量，造成接口交换双方基本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接口交换；或者接口交换双方为了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接口交换，满足设计接口进度考核，只传递

了部分接口内容或对接口传递内容准备不充分、不

完善，造成很多不完整接口、甚至无效接口传递，

既浪费了时间，也无助于接口内容的交换。

1. 2. 3 接口设置的建议

1） P层接口

P层接口是指设备厂家与设计院之间的设计接

口。P层接口应该在设备招标前由设计单位根据项

目实际情况进行初步拟定，并写入设备技术规格书

中，让设备厂家在投标阶段就对设计接口有初步的

认知（这一点对于首次参加核电项目的设备厂家特

别重要），在投标澄清阶段对设计接口进行仔细讨

论，并在签订合同阶段根据合同具体条文、供货范

围和设计分工对设计接口进行确认。

在设备首次设备设计协调会上，各方应再次对

接口进行确认，并将设备设计接口正式列入 ICM
中，并由设计接口管理方进行正式发布。

2）E层接口

E层接口是指设计单位（CI、NI、BOP）之间

的接口。E层接口应在参考核电项目设计接口设置

的基础上结合本工程实际情况，并根据设计合同和

系统子项分工进行调整。

新的核电项目的 ICM设置可以参考同类型核电

机组的 ICM进行设置，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接口设置

的工作量，同时提高工作质量。但是对核电设计接

口管理人员有较高的能力要求，核电设计接口管理

人员需要比较熟悉两个项目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

处，并且熟悉本项目的设计合同及系统和子项分

工，以避免设置了不适用于本项目的设计接口，而

造成设计接口交换过程中增加管理工作量，对于两

个工程的不同之处，要仔细分析其不同，根据新项

目的实际情况设置，充分考虑设计接口交换双方的

专业划分、组织结构、设计合同分工和系统子项分

工等因素。

3）接口描述应清晰、完整

接口描述应尽量清晰、完整，且无歧义，保证

打开接口方能轻易传递正确的接口内容。对于接口

描述不容易理解的或内容较多的，建议由接口接收

方发送接口索资单，将所需资料模板发送给接口打

开方，由打开方按模板准备资料，会大大的减少接

口交换版次，提高接口交换质量和效率。

4）合并拆分过细接口

对于拆分过细的接口，应予以合并，以减少接

口传递工作量，同时避免遗漏传递接口相关内容。

5）接口相关专业

单个接口应优先设置为一个专业对应一个专

业，不能满足的可以设置一个专业对多个专业。对

于多个专业对多个专业的接口，应尽量进行拆分，

以方便设计接口交换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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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接口交换周期

每个设计接口应根据接口交换内容的工作量进

行合理设置，且将接口交换周期作为接口的一个属

性，加入接口 ICM进行管理，应能有效的提高接口

交换效率，并减少接口管理工作量。

1. 3 接口交换

1. 3. 1 概述

接口交换是指根据接口 ICM要求，在规定的时

间内由接口提出方和接口接收方对接口内容进行的

一系列资料交换的过程。

1. 3. 2 接口交换现状

1）接口交换无统一平台

经过国内核电建设的十多年积累后，所有核电

设计接口交换方现在基本都解决了设计接口电子化

及平台化问题，大多数单位都有自己的核电设计接

口管理平台，能够对设计接口进行录入登记并发出

等简单功能。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各方都是在各自的设

计平台上录入、处理接口，各方存在重复录入设计

接口，造成整个项目资源的浪费；而且由于目前主

要是通过邮件进行接口交换，需要各方多次录入，

存在漏发、错发的情况，增加接口处理时间，降低

接口处理效率。

2）接口内容不完整

由于接口设置时的接口描述不清晰或者单个接

口内容过多，会造成在交换过程中，每一版接口提

供的内容不完整，需要多次交换意见后，才能提供

完整的所需资料。

由于核电设计周期很长，一般都需要 5年以上

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设计人员需要频繁的查

询、阅读接口内容，而每个接口又有多个版本及其

回复意见，若每个版本未包括完整的接口内容，每

一次的设计接口内容的查询，都需要将接口的所有

版本都打开，才能找到设计接口的所有内容，每次

接口查询时间将根据版本数量增加几倍到十几倍的

时间。因此接口管理程序明确要求：每一版的接口

都应包含接口描述的所有内容。但是实际执行情况

中，大部分设计单位的设计接口仍未按此执行，造

成设计人员在查询、阅读设计接口过程中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时候还会造成设计输入

错误。

1. 3. 3 接口交换的建议

1）统一平台

由于现在的网络条件非常成熟，建议同一核电

项目的所有设计参与方（包括设备厂家等）使用统

一的接口交换平台（建议由业主统一），所有设计

接口在线交换，将会有效避免漏发、错发，也能节

省各单位录入时间，会非常有效的提高设计接口

效率。

2）接口内容完整

根据接口程序文件要求，每一版的设计接口都

应包含本接口描述的所有内容。建议各个单位的接

口管理人员应在发出接口时进行完整性检查，对于

未包含本接口所有内容的接口不予发出，返回设计

人补充完整后再发出；设计接收方的接口管理人员

应在收到接口时，先检查接口内容的完整性，若不

满足要求，应予以退回。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后续查

询过程中大幅节省所有使用设计接口人员的时间，

大大提高核电项目设计效率。

由于目前各设计单位仍未完全按此执行，建议

在建核电项目至少要在接口关闭前，重新梳理一版

符合接口描述的的完整的接口内容进行交换，以保

证接口关闭后再次查询接口时，可以直接打开最后

一个接口就可以找到接口描述的所有内容。

1. 4 接口关闭

1. 4. 1 概述

接口关闭是指接口接收方对接口内容完全无意

见，且接口提出方确认设计接口内容已固化，经双

方同意后，可以对接口进行关闭。

1. 4. 2 接口关闭现状

1）未规划关闭时间

目前核电项目接口关闭没有在接口设置时就规

划完整的关闭时间计划，一般是根据现场施工计划

进行反推相关的设计接口的关闭时间，且接口关闭

时间由不同的人员管理。这样造成接口关闭管理没

有计划性，也不够清晰。设计人员也不太关心接口

是否关闭。

2）接口关闭相关文件确认

目前核电项目接口关闭时，一般仅是看设计接

口交换双方均无意见，即可以关闭接口。没有完整

的对设计接口相关联的成品、内部提资、设计接口

进行核实，以确认接口是否可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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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接口关闭的建议

1）规划关闭时间

建议将接口关闭时间作为接口的一个属性，在

接口 ICM中列入，将关闭时间和打开时间作为同等

重要因素进行管理。在接口设置时，就根据接口相

关的系统（子项）的施工计划，初步制定一个接口

关闭时间，并在接口交换的过程中，根据实际进度

计划动态调整。这样会使接口关闭有条理、有计划

且完整。

2）设计接口关联

设计接口应与设计成品、内部提资和其它设计

接口进行关联，并形成关联清单，设计接口关闭前

应根据此关联清单核实对应的设计成品、内部提资

和其它设计接口是否还有变化，对应的接口是否已

固化等，只有这些都已确认，方可关闭设计接口。

并且只有作为设计成品设计输入的设计接口关

闭后，对应的设计成品才能宣布WR，用于施工。

2 核电设计接口管理升级建议

通过对核电设计接口的现状的分析和改善建议

的总结，核电项目设计接口还需要在以下方面管理

升级。

2. 1 持续完善接口设置

接口设置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每个

核电项目持续完善，每一个核电项目的一丁点的完

善，都能为本核电项目和后续核电项目的接口顺利

交换做出贡献，都能提高设计接口效率、提高设计

接口质量。

2. 2 设计接口索资单模板

对于接口描述较简单的接口，例如仅仅提供一

个设计参数之类的接口，设计接收方不提供设计接

口内容模板，设计接口提供方也能正确提供接口内

容；但是对于稍微复杂的接口，设计接口提供方一

般不能一次性就准确、完整的提供接收方所需的内

容。建议应由设计接口接收方发出索资单，提供所

需设计内容的模板，方便设计接口提供方能在最短

的时间完全理解设计接口的意图，并能用较少的版

本即可满足接口接收方的要求，将会大大的提高设

计效率。

2. 3 设计接口内容的完整性

对于设计接口内容的完整性，还需要设计接口

参与各方继续推动，并着重强调设计人员在发出接

口时按此操作，接口工程师在发出接口前按此要求

进行检查，接口管理方在发现接口未包括所有内容

时，应要求重发接口。最终能实现接口的每个版本

包含本接口描述的所有内容，将大大减少接口设计

人员工作量，提高接口交换和管理的效率，并提高

设计质量，是对接口交换双方和管理方都非常有利

的事情，值得各设计参与方大力着重推广。

2. 4 设计接口进度与项目进度的协调性

接口进度应与项目进度相协调，接口的进度应

满足项目进度需求，接口的进度需要根据项目进度

进行匹配，同时根据设计接口多版制的特点，对设

计接口的交换周期进行设定。

2. 5 接口交换周期

建议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接口，给出不同

的交换周期。对于需要复杂计算（例如瞬态计算、

防甩计算等）的接口，建议应设置较长的接口交换

周期；对于内容较多的 （例如说明书、运行程序

等）接口，建议设置更长的接口交换周期；通过设

置不同的设计接口交换周期，灵活对设计接口进行

进度管理。

2. 6 设计接口关闭

目前的设计接口 ICM中仅定义了接口打开时

间，未定义设计接口关闭时间，因此设计接口的关

闭就没有计划性。建议根据设计接口与设计成品的

关系，参照设计成品的WR（FA）时间反推出设计

接口需要关闭的时间，从而为设计接口的关闭做出

进度计划，方便设计接口管理。

2. 7 设计接口管理考核

为了保证核电项目的建设周期，项目建设方一

般都会对核电设计接口交换进行考核，并据此进行

一定的奖惩。

而接口交换各方为了满足考核时间要求，一般

都会传递无效接口（例如：下一版本提供此接口），

此类无效接口不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增加了

各方的管理工作量，是非常不必要的内容，强烈建

议设计各方不能发出无效接口。

接口考核的目的应该与设计接口交换的最终目

的相一致，应能有效促进接口内容的交换，缩短接

口交换时间或提高接口交换效率、提供接口交换质

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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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接口管理各方共同发挥聪明才智，研究

配套出适合核电项目建设进度的设计接口考核制度。

2. 8 设计接口管理平台

现在网络条件越来越好，通过远程连接，项目

有必要建立一个核电设计接口管理平台平台，能够

把所有参与核电项目的单位的接口交换在此平台上

进行，将能大大提高接口设计和管理效率。

3 结论

核电设计接口管理是核电设计管理中的重点和

难点，只有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不断的研

究，才能探索出合适可行的解决方法。本文结合笔

者十数年来积累的核电项目接口设计和管理经验，

提出一些核电设计接口管理升级的探索改进措施，

其中部分改进措施已在核电项目中进行试用，效果

良好。希望本文能够在核电设计范围内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大家一起持续的对核电设计接口管理进

行升级，提高核电设计接口的质量和效率，共同能

为核电设计成品的质量出一份力，为核电项目的核

安全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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