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
结(优质9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结篇一

转眼间，已是我工作的第四个年头了。前三年里，我在班长
及各位师傅的帮助下，通过不断地学习努力，掌握了了高压
试验的基本接线，操作工作，对试验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了
解，已具备一定的判断分析能力。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积极参与队内安全活动，深刻体会“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确保现场试验安全进行，同时做到“三不伤害”。

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积极向班内师傅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用心体会。当初作
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新员工，面对高压试验所涉及的大量一
次设备，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于是我下决心向师傅请
教，多看多想多问多学。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研读了《高压
电气设备试验方法》《电气试验初级工》《带电作业工具、
装置和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贯读本》等专业书籍，逐步熟悉
了试验原理，设备原理，操作规程，渐渐地可以进行一些操
作。

慢慢熟悉试验工作后，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高压试验工作
的特殊挑战性：停电时间短，任务紧凑，试验要求高，数据
分析难。正因为难，我觉得肩头上的担子更重了。三年中的
工作中，试验前我提前预想，设想自己作为负责人将如何做；
试验中，我多看多问，一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尽量问清楚，不



留小尾巴；试验后，我对比试验数据，温习试验流程，处理
遗留问题。随着专业理论的学习，我逐步明白了为什么这样
做，为什么不这样做，从被动理解转变为主动思考。

2、管理班组内试验设备，整理台账。参加工作不久后，班长
将管理试

验设备的任务交给了。开始我面对仓库内大大小小几十台新
旧设备十分陌生，三年里我经常向班内师傅请教，渐渐清楚
了各个设备的功效、特点。不但将这些设备整齐划类，合理
摆放，还将它们全部录入计算机，方便班内管理使用。在前
不久公司举行的6s活动中，平时的功夫得到了体现。

3、跟随班组成员参加全市多个变电站检修试验工作。历年秋
检、春检，以及特殊的事故抢修，我都积极向班长请缨，希
望能到现场观摩学习。大量的试验工作让我熟悉了高压试验
的各种项目，在事故抢修中，更是学到了前辈师傅找问题，
处理问题的窍门，同样，他们耐心细致，不怕麻烦的工作态
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4、在完成自身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班组布置的各项
工作。每周五班内召开安全例会，通报近期安全工作，我积
极纪录，不但对涉及本专业的安全措施多加留心，也对现场
的其他安全工作注意。20xx年7月，公司举办“反腐倡廉”青
年辩论赛，我有幸参加，在比赛中意识到自己专业以外的知
识面还不够宽广，但口才，思维还是得到了锻炼。

三年来在队领导和班长正确领导下，虽然我做了上述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1、自身的专业业务水平不高，经验不足，对试验数据后期的.
分析比较差，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多加学习，在遇到特



殊故障情况下更加注意，耐心研究班内师傅现有的方法经验。

2、安全责任感不够强，作为一名小组成员，缺乏负责人的大
局观，以后要事无巨细都要注意。

对于上述不足之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总结经验教训，
找出差距，克服不足之处，特别的试验分析方面。在成绩面
前我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不安全的因素还可能
存在，周密细致的工作，既做好试验，又保证安全。

参加工作以来，本人始终热爱变电运行本职工作，认真履行
岗位职责，严格遵守各项管理工作制度，标准化、规范化地
执行运行工作“两票”、“三制”及倒闸操作“七个条件、
八个步骤”，加强设备巡视工作，及时发现并汇报消除各类
缺陷，加强安全综合管理，确保了安全生产无事故。

务；20xx年还参与创四星变电站的创建工作和110kv系统设
备更换停送电任务；20xx年参与了综合自动化改造工作、设备
验收工作和冲击运行操作任务；经过这样紧张有序的煅练，
我感觉自已工作技能上了一个新台阶，做每一项工作都有了
明确的计划和步骤，行动有了方向，工作有了目标，心中真
正有了底！基本做到了忙而不乱，紧而不散，条理清楚，事
事分明，从根本上摆脱了过去只顾埋头苦干，不知总结经验
的现象。

作为运行人员，通过日常巡视工作发现设备缺陷并及时准确
处理是一项基本功，我在值班期间能认真监盘，按时巡视设
备，对设备异常状况做到及时发现、认真分析、准确处理。
而倒闸操作是变电运行一项重要工作，其正确与否直接影响
着人身、设备及电网的安全。多年的运行经验告诉我，指导
运行人员正确、规范地填写倒闸操作步骤，是防止发生误操
作的重要措施之一。作为班组安全员，我紧紧结合变电站设
备、接线情况及运行方式安排，按照《变电站管理规范》的
要求及时编制、修订各种方式下的典型倒闸操作票，让倒闸



操作步骤更趋合理、更加符合现场安全操作要求，在得到上
级的审批后投入现场使用，使运行人员的倒闸操作理论水平
进一步提高，从技术方面杜绝了各类误操作及人为责任事故
的发生，保证了变电站安全生产无事故。

设备检修、试验是变电站的一项重要工作，为确保检修试验
工作

环节的正确性，我结合多年的运行经验参与编制了《变电站
设备检修、试验许可验收卡》，将变电站可能遇到的各类工
作进行分类，使运行人员在设备检修、试验等工作的许可、
验收工作环节中按照步骤实施，有效地规范了变电站设备检
修、试验工作许可、验收流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保障了
变电站的可靠运行。

日常工作中，本人根据工作需要，配合工作负责人勘察工作
现场，为班组签发各类工作票（单），编制危险点分析与预
控措施；认真编制班组月度工作计划，分析总结月度工作，
完成电能平衡计算及安全工作报表并及时上报。

在工作中，我深刻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我利用业余时
间，努力学习，取得了专科、本科文凭，随着新设备、新技
术的不断应用，运行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如果不参加经常性
的培训学习，将会越来越跟不上电网发展和建设一流企业的
要求，长期以来我一直和同事们一起相互学习、讨论各种规
程制度、理论知识和现场实践技能，相互取长补短。

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本人一直重视安全培训工作，充分
利用良好的安全知识与运行业务技能，通过组织安全活动会、
现场安全讲解、反事故演习等不同形式，认真做好安全培训
工作，进一步提高了运行人员的安全业务水平，营造了和谐
的团队学习氛围。团队荣获“青年文明号”称号、20xx年
度qc成果发布三等奖。



企业以效益为中心，安全为基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是电力生产的基本方针，要坚持“安全第一”必须全面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增强安全意识；本人在班长的带领下
认真学习贯彻上级下达的各类安全文件、通报，同时加强劳
动纪律、法制法规、职业道德教育以及安全生产先进经验和
典型事故案例教育。接受全方位安全技术教育培训，严格履
行岗位安全职责，掌握本岗位应知应会的业务知识。如：安
全规程、两票三制的执行标准、倒闸操作和事故处理的原则，
以及对异常、危险点的分析和预控等，并严格遵守。

随着新设备、新技术的大力推广应用，为了适应电网发展要
求，我将继续不断地加强新知识的学习，只有通过不断地学
习，才能够不断实现内心深处最想实现的愿望，使我在今后
的工作中能够更上一个台阶。只有通过自己不断地学习，努
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才能够不断地超越自我，更好地适应企
业发展的需要。

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结篇二

一、检修前期准备工作：

1、健全组织机构，落实岗位职责

为保证青岛大炼油20__年度停车检修工作的顺利实施，保证
检修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完成，我公司于20__年1月就成立
了由副总经理姜涛任总指挥、青岛分公司为主体力量的检修
指挥部，组成由延迟焦化、聚丙烯、储运及全厂甩头四个检
修项目分部，对每个分部的专业人员进行详细分工，做到责
任到人、任务落实、层层把关、各尽其责。另外从后勤保障
上充分调动各级人员的积极性，有力推动和促进检修任务的
顺利完成。

2、技术质量先行，保证事前控制



3)编制检修及改造的施工组织设计及各专项施工方案53份;

4)针对整个检修工作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进行重点控制，
如焦化装置的c203塔等，每一项均确定专项负责人，对重难
点项目的检修方案均经过多轮讨论，从技术上保证了检修工
作的事前控制。

5)梳理检修流程，合理制定各项目检修及改造网络计划;

6)细化检修工序，编制检修质量控制点256项;

3、组织人员机具，平衡各种资源

本次计划检修人员643人，实际到岗人数1034人，，其中管理
人员93人，占检修总人数的9% 。参加检修改造的有燕华各专
业公司及分包单位，参检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确保了检修改造有
力、有效、有序地实施。

4、落实检修材料，力保物资供应

燕华公司一直与大炼油采购部紧密配合，对检修材料的到货
情况进行跟踪验证，自检修前一个月每天要求材料人员落实
材料的到货情况，未按时到货的及时与大炼油采购部及厂家
进行沟通、催促，对已到货的及时进行质量验收，对于关键
部分检修物资，采取专人专项负责，在大炼油采购部的全力
支持和配合之下，绝大多数的材料均按照计划到货，保障了
此次停车检修工作的顺利实施及完成。

5、完善安全体系，制定安全制度

在检修前，明确检修安全体系，严肃分解安全责任，根据各
检修项目的具体情况严格制定了详细具体的安全措施，针对
重点检修项目和危险性较高的检修项目，都制定了安全措施



方案并进行审批。

为确保整个大检修过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化工生产燃、易
爆、有毒、有害的特点和石化装置大检修过程中安全、环保
事故多发的经验，制定了相关规定，规定中对各个检修环节
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二、检修完成工作

本次停车检修计划总项467项，其中延迟焦化141项，聚丙
烯151项，储运27项，全厂甩头147项。所有计划检修项基本
按照计划执行完成，计划执行率达到100%。

主要完成工程量如下：

停开车盲板拆装303块;

加热炉检修2台;塔器检修21台;

换热器检修114台，抽芯试压78台;

压力管道检测约75000m;

压力容器检验194台;

三、检修工作中的亮点

1、检修前期准备工作充分

亮点：

a：组织机构健全，岗位职责清晰;

b：人员、机具准备充分;



c：技术、计划对接细致;

d：物资跟踪紧密，各项体系制度完善

2、安全、质量达到预期目标

3、阀门检维修

亮点：量大、效率高

4、换热器试压

亮点：

a：队伍专业化、施工效率高;

b：假帽子、假法兰等规格型号齐全;

c：静密封点的施工质量控制较好;

d：在工程量大、工期紧的情况下，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5、焦炭塔的配合检测

亮点：采用新方法，加快进度，提高效率。

焦化装置4台焦炭塔直径大(9400mm)、高度高(43413 mm)，
采用正常的搭设脚手架施工方法很难满足检修工期要求，我
公司本着对检修方案优化创新的原则，决定在焦炭塔内采用
电动提升装置代替常规的脚手架搭设，最终将配合检测工期
提前7天完成。

6、c203塔改造。



亮点：优化方案，昼夜鏖战 ，紧抓质量，进度提前。

c203塔改造具有“工程量大、作业面窄、质量要求高、工期
紧”的施工特点，也是焦化检修最关键的路线和难点。我公
司技术人员优化方案，昼夜鏖战 ，紧抓质量，比原检修计划
提前两天完成施工，且一次验收通过。

7、预热器的大件吊装。

亮点：采用公司450吨履带吊，提高吊装效率。

8、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涌现先进个人。

适时开展以“六比六赛”为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以“六
优”为内容的党员。

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结篇三

在入职后全面学习公司企业文化，同时了解公司各项规章制
度，在工作中，系统的了解管委会项目设施设备现状及运行
情景。已经基本掌握了外围监控系统、给排水系统、供电系
统等。

我应聘的岗位是维修班长，所以在工作中不能按员工的标准
来要求自我，要把更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拉动部门工作的方面。
在入职之后，我利用工作和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主动和老员
工、新员工交流，了解部门的运行状况，之后我发现目前整
个部门缺少积极向上的作风，在工作中比较被动，如：缺少
巡检、习惯于被动召修等问题。于是我主动找部门领导沟通，
寻找解决办法并带头工作，最终使部门实现了划区管理，有
效的提高了部门全员的工作主动性。

1、粉刷管委会排污井，并划分井盖标识。



2、检查箱式变电站运行状况，对低压部分进行全面检查、保
养，测量、紧固零、地线系统并同步完成箱式变压器内外卫
生清理，变压器底座进行补刷油漆工作。

3、检查消防系统，对前期消防高位水箱未予以投运的安全隐
患，联系并组织施工单位调试，并投入运行。之后组织人员
同时清理了消防水箱间设备卫生。

4、组织人员给供水系统阀门加油，并清理井内卫生。

在巡检中发现庭院草坪灯、中心广场高杆灯螺丝生锈，这件
事情虽然不大，但不予更换会对日后的维修工作带来诸多不
便。之后，申请材料采购并及时组织更换，确保以后便于维
修中省时省力。

1、协助部门经理拟定箱式变压器的《维修保养计划》，同时
编制《停电预案操作规程》呈报公司领导。

2、完善管委会各管道的保温工作，如：消防栓，供水阀门，
浇花取水点的保温。

3、在冬季来临前，全面检查管委会空调设备，保障冬季采暖
正常使用。

近期我虽然在工作中完成了部分工作，但总体来说，自我还
不是太满意，因为我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要在以后
的工作中刻苦学习，不断完善，使自我不断提高，争做一名
优秀的管理者，为管委会增光添彩。

以上是我对这一年的工作总结，不足之处，敬请领导同事给
予指正和帮忙。



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结篇四

1、健全组织机构，落实岗位职责

为保证青岛大炼油20xx年度停车检修工作的顺利实施，保证
检修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完成，我公司于20xx年1月就成立
了由副总经理姜涛任总指挥、青岛分公司为主体力量的检修
指挥部，组成由延迟焦化、聚丙烯、储运及全厂甩头四个检
修项目分部，对每个分部的专业人员进行详细分工，做到责
任到人、任务落实、层层把关、各尽其责。另外从后勤保障
上充分调动各级人员的积极性，有力推动和促进检修任务的
顺利完成。

2、技术质量先行，保证事前控制

3）编制检修及改造的施工组织设计及各专项施工方案53份；

4）针对整个检修工作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进行重点控制，
如焦化装置的c203塔等，每一项均确定专项负责人，对重难
点项目的检修方案均经过多轮讨论，从技术上保证了检修工
作的事前控制。

5）梳理检修流程，合理制定各项目检修及改造网络计划；

6）细化检修工序，编制检修质量控制点256项；

3、组织人员机具，平衡各种资源

本次计划检修人员643人，实际到岗人数1034人，，其中管理
人员93人，占检修总人数的9% 。参加检修改造的有燕华各专
业公司及分包单位，参检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确保了检修改造有
力、有效、有序地实施。



4、落实检修材料，力保物资供应

燕华公司一直与大炼油采购部紧密配合，对检修材料的到货
情况进行跟踪验证，自检修前一个月每天要求材料人员落实
材料的到货情况，未按时到货的及时与大炼油采购部及厂家
进行沟通、催促，对已到货的及时进行质量验收，对于关键
部分检修物资，采取专人专项负责，在大炼油采购部的全力
支持和配合之下，绝大多数的材料均按照计划到货，保障了
此次停车检修工作的顺利实施及完成。

5、完善安全体系，制定安全制度

在检修前，明确检修安全体系，严肃分解安全责任，根据各
检修项目的具体情况严格制定了详细具体的安全措施，针对
重点检修项目和危险性较高的检修项目，都制定了安全措施
方案并进行审批。

为确保整个大检修过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化工生产燃、易
爆、有毒、有害的特点和石化装置大检修过程中安全、环保
事故多发的经验，制定了相关规定，规定中对各个检修环节
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本次停车检修计划总项467项，其中延迟焦化141项，聚丙
烯151项，储运27项，全厂甩头147项。所有计划检修项基本
按照计划执行完成，计划执行率达到100%。

主要完成工程量如下：

停开车盲板拆装303块；

换热器检修114台，抽芯试压78台；

压力管道检测约75000m；



压力容器检验194台；

1、检修前期准备工作充分

亮点：

a、组织机构健全，岗位职责清晰；

b、人员、机具准备充分；

c、技术、计划对接细致；

d、物资跟踪紧密，各项体系制度完善

2、安全、质量达到预期目标

3、阀门检维修

亮点：量大、效率高

4、换热器试压

亮点：

a、队伍专业化、施工效率高；

b、假帽子、假法兰等规格型号齐全；

c、静密封点的施工质量控制较好；

d、在工程量大、工期紧的情况下，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5、焦炭塔的配合检测



亮点：采用新方法，加快进度，提高效率

焦化装置4台焦炭塔直径大（9400mm）、高度高（43413 mm），
采用正常的搭设脚手架施工方法很难满足检修工期要求，我
公司本着对检修方案优化创新的原则，决定在焦炭塔内采用
电动提升装置代替常规的脚手架搭设，最终将配合检测工期
提前7天完成。

6、c203塔改造

亮点：优化方案，昼夜鏖战 ，紧抓质量，进度提前

c203塔改造具有“工程量大、作业面窄、质量要求高、工期
紧”的施工特点，也是焦化检修最关键的路线和难点。我公
司技术人员优化方案，昼夜鏖战 ，紧抓质量，比原检修计划
提前两天完成施工，且一次验收通过。

7、预热器的大件吊装

亮点：采用公司450吨履带吊，提高吊装效率

8、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涌现先进个人

适时开展以“六比六赛”为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以“六
优”为内容的党员

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结篇五

在这次检修工作开始之前：对所负责的检修内容进行了详细
计划和安排，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的全面和完善。

首先在这次检修过程中的准备工作：为了保证检修工作的顺
利进行，我们



提前到现场熟悉自己班组做工作内容，现场条件和准备的安
全措施、安全防护用品及安全工器具。在工作之前填写《水
力机械工作票》及危险点危险措施，并对本班组工作人员交
代现场工作及所要做的安全措施和注意事项。对工作现场及
工作票中的安全措施及现场注意事项进行了布置和计划，对
工作进行合理分配。准备工作中所需要的安全工器具：大锤、
36#扳手、36#套筒及加力杆、千斤顶、木方、塞尺、电源线、
工作灯、标识牌、手电筒、螺丝刀、润滑油、架板、编织袋、
雨靴等。领取安全防护用品，正确安全的使用安全防护用品。

（1）检查工作现场机组处于停机态，尾水闸门已落下，蜗壳
内无压无水，蝶阀已关闭。

（2）打开蝶阀排水阀及检修排水阀，保证蜗壳内无水无压。

（3）接好电源线及工作灯，使用大锤，大锤、36#扳手、36#
套筒及加力杆、千斤顶、木方等工具拆卸蜗壳进人门螺丝螺
帽，打开蜗壳进人门，在进入之前应进行通风，紧固进入蜗
壳内的架板、拿好手电筒、塞尺，编织袋，穿好雨靴进入蜗
壳内。

（4）检查1#、2#、3#机组蜗壳内有无杂物，并对蜗壳内杂物
垃圾进行及时清理，装入编织袋内。

（5）检查1#、2#、3#机组导叶，在检查过程中对每块导叶逐
项进行仔细检查并对转轮及管壁上的污垢及生锈情况进行详
细查看，用塞尺测量每块导叶之间的间隙，要求导叶竖面：
间隙不允许5丝通过，对部分导叶间隙要求15丝之内，15丝的
塞尺允许通过导叶的四分之三。截面要求：符合图纸制作工
艺参数要求，对发现的问题及测量的数据进行记录分析。

（6）检查蜗壳是否有遗留物品，确认无物后关闭蜗壳进人门

（7）对集水井的杂物垃圾进行清理，并检查6台排水泵运行



正常，有无垃圾杂物堵塞，对有杜塞的杂物进行清理。

在检查过程中：

（1）1#、2#、3#机组进人门螺丝螺母及密封垫润滑油干裂情
况，重新进行了润滑处理。

（2）1#机组蜗壳内部转轮及管壁有结垢和生锈情况比较严重，
在下次的检修工程中进行打磨刷漆处理。

（3）2#机组蜗壳垃圾较多，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及时进行清
理。

（4）3#机组蜗壳内，导叶损伤比较严重，被硬物打击所致，
在以后的工作检修过程中需加强监视检查。

（5）在对集水井垃圾及排水泵清理检查过程中，发现5#排水
泵在排水过程中，停止工作时，水有回流，判断为逆止阀异
常，后期进行处理。

（6）在协助田国平同志对2#机组补气过程中，出现油位下降
较快问题，自动补气装置有漏气情况，配压阀处有油渗处，
后期进行处理。

（7）协助田国平同志提起1#、2#、3#机组尾水闸门，发现1#
机组蜗壳进人门有渗水情况，重新进行了加固后，没有渗漏。

（8）在拆装尾水闸门连杆时比较费时费力，在后期工作中进
行维护保养。

在工作完成后对现场的所做安全措施进行撤除，拆除工作电
源，归还安全工器具，清理工作现场卫生，办理工作票终结
工作。

最后，在这次检修过程中注意事项及不足：



（1）在拆装螺丝过程中，注意螺丝或大锤及套筒掉落砸伤脚
面。

（2）在进入蜗壳时，由于管壁较滑，应注意防止滑倒受伤。

（3）在调整导叶间隙过程中，防止把手放入导叶之间造成夹
手。

（5）在检查过程中，对一些技术问题及发现的问题其原因分
析不全面，需在以后工作中加强学习。

（6）在今后的工作中需安全使用工器具，防止在工作中出现
应工具使用不当造成的意外损伤。

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结篇六

本期工程名称为“风电二期mw项目风机、箱变安装及场区集
电线路施工工程”。工程建设地点在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玛
依塔斯。

x风电二期mw项目工程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托里
县境内，施工现场为低丘陵地带，共台联合动力xm高低温型
发电机组（其中xkw低温型风力发电机组台；xkw低温型风力
发电机组台），总装机规模为mw。

工程台风力发电机组安装及kv场区集电线路施工同步开工，
开工日期为20xx年x月x日，由于业主方在吊装前期风机机舱
及叶片进场滞后，施工现场地形复杂，工程前期风力发电机
组只进行塔架下、中塔筒及塔底变配电柜的吊安装，至x月日
工程下、中塔架吊装完成台。x月日工程完成第一台风机（备）
整机吊装，之后风机塔架吊装期间（前台风机整机吊装完成
后），业主方设备进场及时、现场工况条件良好的情况下项
目施工人员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掉下以每天完成一台风机



整机吊装的进度进行余下台风机吊装。

期间由于业主方风机设备进场滞后工程滞工总计天，除却施
工期天气影响本工程风力发电机组安装施工实际进度基本符
合开工施工进度计度，施工用时略有缩短。

发电机组力矩验收从20xx年x月日开始进行，验收期间因联合
动力厂家液压泵多次出现故障，力矩验收工作直至x月日才全
部完成，同时完成风机整机验收工作。风机电气安装于20xx
年x月日开始，x月日完成台风机电气验收工作。

kv场区集电线路全线长xkm，施工期间因甲供材料（拉线、钢
芯铝绞线、电缆附件、复合绝缘子、避雷器等）设备进场滞
后，工程在完成集电线路基础分坑、复测、开挖电杆焊接等
前期工作后，前期材料迟滞进场滞工天数长达天。但项目领
导及专工及时调整施工计划安排，做足做好材料未进场前的
一切施工准备，在20xx年x月x日复合绝缘子、避雷器进场，
日甲供集电线路材料拉线、钢芯铝绞线、电缆附件进场，材
料进场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清点造册、分类、下料，第二天x
月日便开始集电线路杆塔组立，x月日开始导地线架设，但因
设计未提供线路光缆架设施工图纸末能进行光缆架设施工，
至月x日光缆开工架设场区集电线路导地线架设已完成km。虽
然甲供材料、图纸多次迟滞影响我方工程进度，但项目领导
与甲方项目部及监理积极协调，灵活多变的调整施工安排及
施工分部，充分利用因材料进场原因滞工时间做好工程用工
安排，使得二期集电线路一线于20xx年月日起委会召开后当
天顺利带电试运行成功，月x日全线带电试运行成功，两次带
电试运行，项目部以过硬的人员技术和施工质量保证了每次
线路带电试运行一次成功带电，赢得了业主方相关领导及现
场建设项目部成员的全体好评。

工程末开，资料先行。从前期的开工报告以及其附件公司资
质、质量管理监督体系、管理人员资质、施工组织设计、施



工技术交底……这类质量技术方面的资料整理报审，到安全
管理、监督，各类现场需要的应急预案此类安全方面资料报
审，再到特殊工种、施工工器具等等一系列的开工所必须的
设备、材料报审。这些前期资料的整理成为构成工程顺利开
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工程开工后施工记录、重大工程吊装前的安全、技术交底，
以及作业票既能是保证施工作业安全进行，又是能保证工程
质量达标，还能起到警示和防患未然明确责任各司其职，有
条不絮进行的重要作用。还有每周的项目部安全、质量例会，
各类工作联系单不仅能及时了解工程实时进展情况，又能总
结和实时调控解决工程施工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突发问题并
形成可考查记录。上报公司、递送监理、甲方的周、月报等
能实时汇报项目施工情况，协调解决各类施工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方便工程继续施工，保证了工程质量及进度。

按施工进度可分为开工（前期）资料报审，过程控制资料及
报审，竣工资料整理报审等三部分。

因为本期工程主要是风机、箱变安装及kv场区集电线路工程
施工，其中箱变施工、kv场区集电线路施工资料大部分由分包
队资料员进行整理，所以比较熟悉的是风机安装标段方面的
资料整理和归类。

风力发电机组安装资料开工前有专业施工组织设计、吊车、
吊具、特殊工种、施工人员、风力发电机组安装强条执行计
划及单位工程质量验评划分报审，工程施工前有安全、技术
施工交底及安全施工作业票，进行时发电机组塔架、机舱、
叶轮、柜体的吊组装、风机电气安装质量控制、报验记录、
风机吊装记录，以及强条执行、检查闭环控制记录；吊装完
成后有高强度螺栓力矩复检及验收记录，分部、单位工程报
验记录和竣工报审等。

通过本期工程对资料的学习和整理工作，发现各类资料的表



号、编号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但因为这些表号、
编号关系到资料整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以及便利的检索性，
它们又是一块不可或缺的敲门砖，是个不可忽视且必须重视
的大问题。

虽然本期期合同只包括了风力发电机组、箱变安装及kv集区
集电线路工程的`施工，但因为工程竣工后得以配合甲方资料
员进行一期资料整理，通过师傅、甲方及监理部资料员的帮
助指教对风机基储kv场区集电线路、箱变安装、kv升压站建筑、
电气设备安装略有皮毛之得，虽然学未透彻，但相信通过公
司的平台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定能如风机安装资料一样，
能详知其一二。

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结篇七

一、检修前的安全准备工作

1、成立组织机构，逐级落实责任

在检修前，电气工段成立了20_年停车检修组织机构，同时要
求各单位把检修项目的安全责任逐级落实，在检修项目上要
明确主要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现场监护人，将安全责任严
肃分解，逐级落实。各级管理人员根据检修项目的具体情况
严格制定了详细具体的安全措施。

2、加强安全教育

20_年停车检修安全措施和《电气工段20_年停车检修安全试
题》以此来加强工段各成员的安全意识。提高作业人员安全
素质，并处理了八月二十九号循环水高压水泵起泵事故的处
理决定，促使电气全体人员在思想上时刻“安全第一，警钟
长鸣”为后来的安全检修作业圆满完成奠定基础。

二 、检修期间检查并层层把关，现场核查



1、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

检修期间氯氢处理液下泵敷设电缆线、干燥一级搅笼电机保
养、110kv主变加油清扫等登高作业4次。乙炔往复式给料机
加装照明进行动火作业2次;各种作业的票证都按照要求履行
了审批手续，并全部落实安全措施，为安全检修提供了保障。

2、加强检修现场的安全监管力度

检修期间检查现场施工作业人员劳动保护用品配戴情况;检查
特种作业人员证持证上岗等情况。每天全部在现场配合检修
作业，同时监督检查检修现场的安全状况，对作业情况进行
汇总，随时掌握检修施工作业中的安全动态，及时发现和排
除检修作业现场事故隐患，纠正检修现场的违章作业，防止
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存在的问题

在本次大检修期间，主要暴露的问题有：

1. 有个别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对检修安全工作不够重视，修
项目和、检修作业上被动被动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2. 习惯性违章在检修工作中时有发生，安全意识还需要进一
步加强。

3. 本人在专业技术和安全技术管理方面欠缺的知识很多，今
后需要全面加强。

以上存在的安全问题在下一步安全管理工作中还需要改进，
我们必须时刻将安全放在首位，加强现场监管，工段各班组
也需务必提高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把安全防范措施落
实到位，杜绝违章，同时加强作业过程的衔接和合作，绝不
能马虎行事，否则，任何一件小事都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都有可能会酿成一场事故灾难。

此次大检修的安全圆满完成，是从部门领导到全体电气参检
人员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以后装置运行的安全管理工作
积累了经验，今后我部门将继续深挖潜力，勇于探索，查找
缺陷，严格管理，争取在今后的安全管理工作中更上一个台
阶。

近日，宁国水泥厂设备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对一季度检
修的得与失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系统总结，与会人员从检修
准备、检修组织、过程协调及结果验证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与
研讨，为日后的大窑检修积累管理经验。

一季度，宁国水泥厂分别组织对生产线干法窑进行了计划检
修，检修的特点是重大项目多、涉及面广，运行定位周期长。

纵观检修结束大窑投运至今，设备运行良好。一季度的检修，
较好的解决了系统设备存在的各种重大隐患问题，为保持阶
段性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一是检修前严格执行“六落实”管理要求，认真抓好抓实检
修前的每一个准备环节。每次检修前，超前布置检修各项准
备工作的落实与跟踪，要求检修前一个月每周召开一次检修
计划评审及研讨会，检修前一周每天召开一次检修计划评审
会，逐项梳理检修计划，细化施工方案、跟踪材料备件到货
情况，检修工器具准备情况等，并提前布置好各检修作业现
场的照明、临时用电，对杂用电和铁壳开关进行梳理并安排
维修、确认，备足照明灯具及相关辅材;安排专人每天对现场
用电设备完好情况进行检查，及时整改或纠正他人不安全用
电行为，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为现场安全用电提供了保
障。

二是检修过程中严把质量关，将“检修彻底、彻底检修”的
指导思想宣贯到每位员工并严格执行，及时发现并成功处理



了部分重大设备隐患，为后期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奠定了基
础。

三是优化工厂维修资源，最大限度满足检修要求。首先是对
全厂维修资源统一筹划，做到“分散管理、集中使用”。由
机动处牵头，以分厂为单位，以项目属性定维修工参与人数，
结合检修时间总体安排，合理分配项目，做到了工厂维修资
源的统一调配和有效使用，便于业主单位全身心投入到窑系
统关键设备的检修及检查处理中，专业分管领导全程跟踪，
提高维修人员工作效率及检修项目质量。其次是责任细化、
明确细节、协调安排得当。根据检修项目所需脚手架清单，
由生产处负责脚手架搭设的工作，机动处负责大型吊车租用
协调，跟踪核实现场工作量，为大型设备和电收尘作业等高
空吊卸作业检修提供了有力保障。

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结篇八

1、工作情况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检修、抢险、备品备件的领用、或
现场生产和检修所留下的垃圾、废钢、旧的备品备件清理清
卫等主要工作。在工作中能很好的完成领导下达的任务，快
速安全的托运备件，清理清卫等工作。有时设备检修能够积
极配合检修工作。

2、安全方面

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安全素质。自己作为一名驾驶员、努力做
到马达一响、集中思想、车轮一转、注意安全。虽然驾驶员
的工作很单调，但是这种工作要求有很强的责任心，在行驶
中来不得半点马虎，要集中精力开好车，时时想安全，处处
防意外，做到安全二字放心中。

3、尊章守纪方面



严格遵守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打架、偷盗、不干有
损企业形象的事，尊敬领导，团结同事，工作上认真仔细。
上班集中精力，不违反劳动纪律和厂规厂纪，做到以厂为家，
维护好企业的利益。

4、主要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

一、主要问题

1、工作上还不够认真仔细，缺乏主动性，对车间的不安全因
素还不够了解。

2、由于我们车间道路条件差、狭窄、路口多等，不安全的因
素下有超速的行为。

3、对车辆的保养、维护、维修等工作做的还不到位

二、下一步打算

1、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要面对两台机的生产，要比今年忙一
倍，那我们就更要做好本职工作，做到不超速，超载等各项
违章的行为，做到生产在忙安全不忘，做到加强对车辆的保
养、检查、维修、维护等工作。只有保养好才能保证安全行
车。为生产检修等工作的需要提供有利的条件。

2、我们要在新的一年里更家努力的学习交通法规，加强自己
的安全意识。我们要改正缺点，团结一致，做好自己本职工
作，争取更好的、圆满完好领导交给我们的各项工作任务，
并争取在原力的工作力度上在上一台阶。

仪表检修工作总结 检修工作总结篇九

一、 健全组织机构，落实岗位职责



车间领导招集各班组长以上人员专门召开了多次停车检修会
议，会上就大检修中检修物资、检修进度、检修安全措施、
检修技 术措施、检修技术标准，以及检修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有针对性的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检修工作安全
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证检修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班组对各项检修
任 务进行了具体分工，做到了责任到人、任务落实、层层把
关、各尽 其责。

充分调动每个检修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全面完成检修
目标、推动和促进检修及技改任务的顺利完成做好准备。

二、 抓好检修的安全管理，确保检修工作万无一失

安全工作在停车检修过程中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要始终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制订严格、可行的安全措
施，把安 全工作抓到了每一个检修环节， 责任落实到每一
个人， 对人们容易 忽视和麻痹的地方，采取了强化措施，
加强专人预防、监督。严格 执行“两票三制”.以上安全工
作的落实， 使得在这次检修过程中没有 发生一起人身伤害
事故，确保整个检修工作顺利完成。 三、突出重点难点，很
抓特殊项目的实施。

本次大检修，合成班的检修项目共计 164 项，其中，计划检
修 项目 28 项，非计划检修项目 129 项，计划技改项目 7
个。尤其对车 间上报公司的两项重点改造项目作为这次检修
工作的重点， 一是合成 工段 37 台仪表保温箱及伴热管的
改造任务;二是氨压缩机 200 多个 仪表点的电缆重新敷设任
务。这两项工作经过检修前精心的准备，从 保温箱的选购、
导压管的前期制作以及电缆桥架的重新敷设，并在检 修过程
中克服了人员经验不足、电气焊配备不到位等因素，圆满的
完 成了这两项重点项目。



四、员工的业务能力得到了提高

这次大检修，使得班组每位员工的专业技术、动手能力等方
面 都得到了很明显的提高，对于每个人来说，开车阶段和大
检修的时候 是最能学到知识的时候， 自己以前见过的不敢
动的现在都有机会一展 身手，不怕修不好，就怕你不敢修。
每个人都上手进行操作维修，将 自己的专业维修技能进一步
得到提高。

而且我们在这次维修中特别注 重质量， 首先检修工具摆放
整齐， 拆卸下来的仪表进行规整， 慢慢来， 容不得一丝马
虎，确保检修质量，一个月的大检修下来，每位员工都 有很
大收获，从他们的言谈讨论中我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他们的进
步， 只有大家不断的进步，才能将工作做的更好。

历时一个月的年度大检修结束了， 我班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全 面完成了今年的大检修项目。虽然每个人都感觉非常的
累，但为了公 司能够早日顺利开车，达产达效，这些累都是
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