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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州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嘉兴供电公司、南方电网

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北京光耀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岳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积成能源有限公司、上海禹创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投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优得新能源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浙江电腾云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嘉兴

恒创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绿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和网源电气有限公司、霍尔果斯正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江西展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振华、唐票林、刘勇、李朝、周建其、方景辉、刘维亮、唐昕、倪国强、李达、周其进、

翁军华、林金、曾杰、张弛、徐琪、张轶、孙大舰、朱永峰、吴静波、戚鑫、袁文广、金晓敏、尹红波、刘海洋、

莫继才、文庭荣、罗群芳、范方军、程小勇、姜松奕、孙一凡、李佳鹏、贾艳刚、黄敏、方刚、林永清、张天文、

张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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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集中运维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集中运维技术条件、运行管理以及检修维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并网电压等级在３５ｋＶ（６６ｋＶ）及以下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集中运维。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９０６　３．６ｋＶ～４０．５ｋＶ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ＧＢ／Ｔ２０２７０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２６８５９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ＧＢ２６８６０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

ＧＢ／Ｔ２９３１９　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

ＧＢ／Ｔ３３５９２　分布式电源并网运行控制规范

ＧＢ／Ｔ３４９３３　光伏发电站汇流箱检测技术规程

ＧＢ５０７９７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ＤＬ／Ｔ５７３　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

ＤＬ／Ｔ９９５　继电保护和电网安全自动装置检验规程

ＤＬ／Ｔ１４７６　电力安全工器具预防性试验规程

ＮＢ／Ｔ３２００８　光伏发电站逆变器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ＮＢ／Ｔ３２００９　光伏发电站逆变器电压与频率响应检测技术规程

ＮＢ／Ｔ３２０１０　光伏发电站逆变器防孤岛效应检测技术规程

ＮＢ／Ｔ３２０３２　光伏发电站逆变器效率检测技术要求

ＮＢ／Ｔ３２０３４　光伏发电站现场组件检测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犲犱狆犺狅狋狅狏狅犾狋犪犻犮狆狅狑犲狉狊狔狊狋犲犿

在用户现场或靠近用户现场，采用光伏组件，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发电系统。

３．２

集中运维系统　犮犲狀狋狉犪犾犻狕犲犱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狊狔狊狋犲犿

对多个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实现集中运维管控的计算机系统。

　　注：集中运维系统包括集中运维主站和运维子站。

３．３

集中运维主站　犮犲狀狋狉犪犾犻狕犲犱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犿犪狊狋犲狉狊狋犪狋犻狅狀

面向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集中运维管理的中心控制系统。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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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运维子站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狊狌犫狊狋犪狋犻狅狀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中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通信等功能的设备。

４　基本规定

４．１　通过集中运维系统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进行集中监控，并结合设备运行状态进行检修维护。

４．２　根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特点及并网运行要求，建立安全管理、运维管理、物资管理和档案管理等

制度，制定运行规程、检修维护规程、巡视检查规程、应急管理和事故分级处理等相关技术文件。需要建

立的制度和技术文件列表参见附录Ａ。

４．３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７９７要求，并网运行控制应符合ＧＢ／Ｔ３３５９２要求，电能质

量应符合ＧＢ／Ｔ２９３１９要求，安全操作应遵守ＧＢ２６８５９、ＧＢ２６８６０相关规定。

４．４　集中运维人员应熟悉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状况及接入电网技术要求，并具备相应的作业

资质。

４．５　根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特点配置运维人员、备品备件、工器具（含安全工器具）等运维资源，并对

安全工器具有效管理，安全工器具配置要求参见附录Ｂ。

５　集中运维技术条件

５．１　集中运维系统应具有运行监视、操作与控制、故障告警、运行管理、安全管理、检修维修管理等基本

功能，采用开放式体系结构、具备标准接口和良好的可扩展性，具体要求参见附录Ｃ。

５．２　集中运维主站应接入运维子站的设备监测和视频信息，集中运维主站与运维子站及外部系统间应

具有可靠的通信通道和通信接口。

５．３　运维子站应具有数据采集、存储、通信功能。

５．４　集中运维系统信息安全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７０要求，涉及电网操作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应符合电

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范要求。

５．５　纳入集中运维系统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应具有生产所需相关资料，系统缺陷记录，生产设备、备

品备件、安全工器具及其他物资的核查记录。

６　运行管理

６．１　集中监视

６．１．１　集中监视人员通过集中运维系统实现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的监视、控制与故障分析处理，进

行电网协调、运维人员协调等工作。

６．１．２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监视内容主要包含对并网点、逆变器、汇流箱以及环境的模拟量和断路器

与刀闸位置、保护动作和告警信号、逆变器运行状态与告警信号等状态量监视。

６．１．３　集中监视人员通过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视频监控进行现场监视，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周边防盗

报警和摄像记忆功能。监视内容包括：光伏区设备和周围环境、一次和二次设备室、电站周围的人员

活动。

６．２　控制与操作

集中运维系统应根据电网调度指令，执行涉网设备操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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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巡视检查

６．３．１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应定期进行设备巡视检查，具体巡视检查内容、检查周期及检查要求参见

附录Ｄ。

６．３．２　在异常气候时应加强巡视检查。

６．３．３　巡检人员应做好巡检记录，发现设备缺陷及时上报处理。

６．４　异常与故障处理

６．４．１　集中监视人员应对异常信息做出初步分析，通知现场运维人员进行检查处理。

６．４．２　集中运维主站与运维子站通信通道中断时，应转为现场运行模式。

６．４．３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发生故障时，影响到建筑物安全的，应及时报告屋顶业主；影响到电网安全

的故障，应及时报告当地电网企业。

６．４．４　事故发生后应!明事故发生的时间、经过、原因、影响范围、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等，并
根据有关证据、资料，分析事故的直接、间接原因和事故责任，制定防范措施，编制事故调查报告。

６．５　安全管理

６．５．１　应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与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安全风险辨识应至少考虑以下

过程：

ａ）　运维过程中的常规和非常规的活动及情形，包括：工作场所的基础设施、设备、物资和工作

条件；

ｂ） 紧急情况，包括涉及人身安全及设备安全的各种突发事件（含火灾、触电、高空坠落等）；

ｃ） 人员，包括进入工作场所的人员（含运维人员、承包商人员、访客及其他人员）、工作场所附近可

能受运维活动影响的人员、因公外出在工作场所外的人员；

ｄ）　其他问题，包括：运维内容的变更、发电系统的历史事件、工作附近的外部因素等。

６．５．２　应对识别出的安全风险制定控制措施，保障安全投入，特别是登高作业、组件清洗、除雪等高风

险作业应制定专项方案和应急措施，宜使用无人机和机器人进行巡检和组件清洗，减少人员登高作业。

６．６　缺陷管理

６．６．１　分布式光伏系统缺陷可分为以下类型：

ａ）　危急缺陷：直接威胁系统安全运行并应立即处理，可能造成局部电网冲击、人员伤亡、火灾等事

故的缺陷；

ｂ）　严重缺陷：对设备有严重威胁、对光伏系统发电能力有较大影响、可能造成重大设备损害的

缺陷；

ｃ）　一般缺陷：除危急、严重缺陷以外的缺陷，通常指性质一般，危害程度较轻，对系统安全运行影

响不大的缺陷。

６．６．２　缺陷发现应遵循以下规定：

ａ）　远程运维人员发现异常监控信息，应及时进行故障初步诊断并通知运维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确认；

ｂ）　运维人员在定期巡检时按要求对设备应认真排查，及时发现设备缺陷。

６．６．３　缺陷处理应遵循以下规定：

ａ）　缺陷的处理时限：危急缺陷应立即响应，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应分析判断缺陷原因，编制处置

方案并执行；

ｂ）　危急、严重缺陷，应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并将缺陷情况及时报告业主、电网企业及相关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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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物资管理

６．７．１　集中运维系统应根据物资管理制度建立多级物资库存管理体系，按备品备件、低值易耗品、安全

工器具、普通工器具、辅助生产物资进行分类统一编码、统一管理，并建立物资台账进行统一管理，其中

安全工器具管理应按照ＤＬ／Ｔ１４７６的标准执行，相关内容参见附录Ｃ。

６．７．２　集中运维系统应根据所管辖场站现场存储条件，按物资分类制定相应的存储策略。对现场具备

存储条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宜将低值易耗品（如：组件连接器、熔断器、直流线缆、绝缘胶带、铜线

鼻子、防火泥、紧固件等）、安全工器具存放于现场。

６．７．３　集中运维系统应制定统一采购计划，统一采购管理，其中安全工器具的采购要求应符合国家和

行业相关标准。

６．８　运行指标评价

６．８．１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集中运维工作指标项应包括：年发电量指标、缺陷消除率指标、主要设备可

利用率指标、场站能耗指标、安全生产指标等：

ａ）　年发电量指标：分布式光伏系统一年内累计发电量；

ｂ）　缺陷消除率指标按下式计算：

η＝
狀

犖
×１００％

式中：

η ———缺陷消除率；

狀 ———消除缺陷项数；

犖———统计期间存在、发生的缺陷总项数。

ｃ）　主要设备可利用率指标：

主要设备可利用率是指统计周期内除去光伏电站主要设备因定期维修和故障时间后剩余时间与总

时间除去非设备自身责任停机时间后剩余时间的比值按下式计算：

犃＝ １－
ＴＢ

犜－ＴＤ（ ）×１００％
　　式中：

犃 ———统计周期内光伏电站主要设备可利用率；

ＴＢ———统计周期内光伏电站主要设备停机小时数（不包括待机时间）；

犜 ———统计周期内的公历小时数，考核时间为（９：００～１６：００）；

ＴＤ———统计周期内光伏电站主要设备非设备自身责任的停机小时数。

　　注：非设备自身责任的停机小时数ＴＤ包括：

１）　电网故障（电网参数在技术规范范围之外）；

２）　气象条件（包括天气状况和环境温度）超出技术规范规定的运行范围；

３）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ｄ）　场站能耗指标按下式计算：

犚＝
犈ｉｎ

犈ｐ

式中：

犚 ———场站能耗指标；

犈ｉｎ———统计周期内光伏电站的用网电量；

犈ｐ ———统计周期内光伏电站的发电量。

ｅ）　安全生产指标：火灾发生率为０％，伤亡事故率为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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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　集中运维单位应定期针对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形成运维工作日报、月报、年报等报告报表。

６．９　智能运维

６．９．１　根据运行监控数据，结合系统类型、工况条件，实现对光伏系统进行故障预判、系统效率分析

评估。

６．９．２　根据设备生产性能数据，结合气象数据，实现对光伏系统发电功率预测。

６．９．３　根据系统运行数据，结合经济性分析，实现对组件清洗评估、技术改造建议的功能。

６．９．４　根据系统运行数据，结合管理策略，实现对运行检修决策、库存优化管理、设备巡检优化管理决

策支持。

６．９．５　根据系统生产、运营数据及财务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提供电站投资方面包括系统投资回报率、度

电成本以及未来项目投资建设等的分析与建议。

７　设备检修

７．１　集中运维系统应对设备状态进行分析判断，达不到要求的部件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７．２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所配置的检修工器具应有检验合格证，并在有效期内。

７．３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检修人员应具备与自身职责相应的专业技能，在检修工作之前应制定安全

措施。

７．４　组件检修内容应包含组件安装紧固情况、电气连接情况、热成像测试、接地电阻测试等，相关检修

要求应符合ＮＢ／Ｔ３２０３４。

７．５　逆变器检修内容应包含逆变器温度检测装置检验、散热系统运行情况、通风滤网积灰情况、内部器

件热成像测试等，相关检修要求应符合ＮＢ／Ｔ３２００８、ＮＢ／Ｔ３２００９、ＮＢ／Ｔ３２０１０、ＮＢ／Ｔ３２０３２。

７．６　汇流箱检修内容应包含汇流箱防雷器状态、熔断器状态、通信装置检测等，相关检修要求应符合

ＧＢ／Ｔ３４９３３。

７．７　变压器检修内容应包含变压器主体外观检查、基础及底座清洁、温度计和油位计等传感器检验等，

相关检修要求应符合ＤＬ／Ｔ５７３。

７．８　开关柜检修内容应包含开关柜外观检查、母线夹件及绝缘支撑检查、内部元器件高压试验、带电状

态下红外检测、带电状态下工作状态检查等，相关检修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９０６。

７．９　继电保护装置检修内容应包含继电保护装置外观检查、二次回路及绝缘电阻检查、开关量输入回

路检查、输出触点及输出信号检查、整定值校验等，相关检修要求应符合ＤＬ／Ｔ９９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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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运维管理制度和技术文件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集中运维管理制度和技术文件清单见表Ａ．１。

表犃．１　运维管理制度和技术文件清单

分类 文件名称

运维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人员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两票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运维计划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５Ｓ管理制度

集中运维系统维护管理制度

集中运维系统远程监控管理制度

集中运维系统工单管理程序

安全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运维安全责任制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安全检查及隐患治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高风险作业管理规定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车辆安全管理规定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相关方安全管理规定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缺陷管理制度

物资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安全工器具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仓库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运营报告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检测试验报告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基础信息维护管理制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运维记录存档管理制度

技术文件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运行规程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检修规程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巡视检查规程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危险应急指导书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事故分级和处理控制规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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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安全工器具配置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安全工器具的具体配置种类、数量和规格宜根据系统的电压等级、装机容量和

工况条件进行配置。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安全工器具配置可参考表Ｂ．１。

表犅．１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安全工器具配置

名称 用途 检验周期

绝缘杆 用于短时间对带电设备进行操作或测量的绝缘工具 １年

接地线 用于防止设备、线路突然来电，消除感应电压，放尽剩余电荷的临时接地装置 ５年

验电杆
通过检测流过验电器对地杂散电容中的电流，检验高压电气设备、线路是否带有运

行电压的装置
１年

验电笔
通过检测流过验电器对地杂散电容中的电流，检验高压电气设备、线路是否带有运

行电压的装置
１年

安全电压检测仪
通过检测流过验电器对地杂散电容中的电流，检验高压电气设备、线路是否带有运

行电压的装置
１年

核相仪 用于检测待连接设备、电气回路是否相位相同的装置 １年

绝缘绳 用于交直流各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上进行带电作业的绝缘绳索 半年

绝缘夹钳
主要在３５ｋＶ及以下电力系统中，用于安装和拆卸高压熔断器或执行其他类似工作

的工具
１年

绝缘拉闸杆
用于短时间对带电设备进行操作的绝缘工具，如接通或断开高压隔离开关、跌落熔

丝具等
无

地刀操作手柄 断开及闭合接地刀闸 无

箱变高压操作杆 箱变操作使用 无

个人保安线 用于防止感应电压危害的个人用接地装置 ５年

绝缘罩 用于遮蔽带电导体或非带电导体的保护罩 １年

绝缘隔板 用于隔离带电部件、限制工作人员活动范围的绝缘平板 １年

绝缘胶垫 用于加强工作人员对地绝缘的橡胶板 １年

人字梯 登高作业的工具 １年

直梯 登高作业的工具 １年

三步绝缘凳 登高作业的工具 １年

临时安全围栏或

警戒绳
现场围护 无

标识牌 提示牌、警示牌、警告牌、警示带、设备标识等 无

安全帽 用于保护工作人员头部免受外力冲击伤害的帽子 １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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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名称 用途 检验周期

安全帽（冬季） 用于保护工作人员头部免受外力冲击伤害的帽子 １年

高压近电报警

安全帽
带有高压近电报警功能的安全 １年

安全带

（带自锁器）
预防高处作业人员坠落伤亡的个人防护用品 １年

安全绳 安全带上面的保护人体不坠落的系绳 １年

绝缘靴

（分电压等级）
用于使人体与地面绝缘的靴子 半年

绝缘手套

（分电压等级）
电气绝缘作用的手套 半年

防电弧服 用于减轻或避免电弧发生时散发出的大量热能辐射和飞溅融化物的伤害 无

护目眼镜
在维护电气设备和进行检修工作时，保护工作人员不受电弧灼伤以及防止异物落入

眼内的防护用具
无

纱手套 普通作业防护 无

反光背心 低能见度情况下的警示 无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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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集中运维系统

犆．１　系统构成

犆．１．１　集中运维系统可包括主站和子站以及之间的通信通道，系统结构可参照图Ｃ．１。

图犆．１　集中运维系统结构图

犆．１．２　集中运维主站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主站实现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的集中运行监视、操作与控制、异常分析与故障预警、运行维

护与检修管理、生产计划及物资管理等功能，并可与电网系统通信，进行信息交换；

ｂ）　主站由服务器、工作站、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打印机和对时设备等构成，服务器和工作站的

数量可根据系统规模以及运算量合理配置；

ｃ）　主站宜配置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３年；

ｄ）　主站宜进行冗余配置，具备灾备功能。

犆．１．３　运维子站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子站实现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及与主站的信息交换等功能；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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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子站可单独配置，也可作为功能模块集成于其他设备中。

犆．１．４　主站和子站之间的通信通道宜配置如下：

ａ）　主站与子站间的通信可采用无线（ＧＰＲＳ／３Ｇ／４Ｇ）、公网、专网（专线／ＶＰＮ加密链路）方式，宜

采取相应的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ｂ）　主站与外部系统的通信满足相应系统的接入要求；

ｃ）　视频信息不宜与监控数据传输共用一个通道；

ｄ）　支持与电网调度系统通信，通信规约宜采用ＤＬ／Ｔ６３４．５１０１、ＤＬ／Ｔ６３４．５１０４；支持与各子站

通信。

犆．１．５　安全防护措施宜按如下：

ａ）　系统宜设置防火墙、隔离装置、加密装置等安全防护设备，网络安全防护可参照ＧＢ／Ｔ２０２７０；

ｂ）　集中运维系统的数据库、服务器宜制定信息安全策略及相关实施办法。

犆．２　系统功能

犆．２．１　集中运维主站功能

犆．２．１．１　集中运行监视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基础信息展示：基础信息包括场站名称、场站地理位置、场站容量、场站组件面积等；

ｂ）　电站实时监视：具备主要测点的分时、分日、分月以及分年的数值展示图表；

ｃ）　电站统计分析：具备主要性能参数的分时、分日、分月以及分年的数值展示图表，主要性能指标

包括系统ＰＲ、等效利用小时数等；

ｄ）　历史信息查询：逆变器、汇流箱、电度表、环境监测仪、并网点、变压器等设备监测点的历史数据

查询与导出；

ｅ）　单电站数据展示：直观展示电站全年、各月的计划完成情况、上网电量、综合效率等统计指标；

ｆ）　多场站数据展示：对集团级的多电站计划完成率、上网电量、综合效率和资源分布等关键指标

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分析；

ｇ）　报表管理：根据需求选择历史数据，生成不同格式和类型的报表；报表应支持文件导出和打印

等功能。

犆．２．１．２　操作与控制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支持对电站设备的操作与控制，包括遥控、遥调、人工置数、标识牌操作、闭锁和解锁等操作；

ｂ）　防误闭锁：支持多种类型自动防误闭锁功能，包括基于预定义规则的常规防误闭锁和基于拓扑

分析的防误闭锁功能；操作指令宜经过防误验证，并有出错告警功能；

ｃ）　顺序控制：能够按照预先设定的顺序和流程控制电站设备动作；

ｄ）　支持操作与控制可视化；

ｅ）　操作与控制宜有记录，包括操作人，操作对象、操作内容、操作时间、操作结果等，可供调阅和

打印。

犆．２．１．３　故障告警管理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能够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现场所采集到的各设备故障类遥信信号上报至集中运维系统进行

展示；

ｂ）　能够记录故障告警的发生时间、设备位置、最近操作记录、故障状态等信息；

ｃ）　能够对在集中运维系统中展示出来的故障类遥信信号的信息进行基本操作，如删除、信息修

改、查询；

ｄ）　能够对故障信息排查解决完毕后对故障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ｅ）　能够对由故障告警及处置过程形成的故障案例进行分类管理，具备快速访问和查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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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１．４　集中运营管理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运行值班管理对将电站生产运行值班过程中的主要事件进行记录；

ｂ）　巡点检管理：制定巡点检的操作方案，包含巡点检设备、巡点检路线、巡点检任务以及异常数

据反馈等功能，异常数据可以自动触发故障单；

ｃ）　报告报表功能：能够按照既定要求形成相应的报告和报表功能，并支持文件导出要求；

ｄ）　资料管理功能：具备对系统相关资料进行分类管理的功能，并支持快速访问和查阅。

犆．２．１．５　设备、工器具及备品备件管理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物资编码管理：系统宜支持按照ＧＢ／Ｔ５０５４９要求进行编码设定的功能；

ｂ）　物资台账管理：系统宜支持对设备和部件、备品备件、工器具等物资信息和资料进行分类录

入、删除、修改和查询的功能；

ｃ）　工器具管理：集中运维系统宜具备对场站配备的工器具的种类和数量统计功能，同时宜具备对

工器具校验周期提醒的功能；

ｄ）　备品备件管理：集中运维系统宜具备场站配备的备品备件的种类和数量统计功能，同时宜具

备对备品备件安全库存的定义和缺库提醒的功能。

犆．２．１．６　安全管理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安全组织管理：实现集团公司、电站区域公司安全组织架构设定功能；

ｂ）　安全综合管理：各种安全相关的制度、培训、考核、应急等的文档管理功能；

ｃ）　安全检查管理：实现安全检查计划、任务、结果的管理功能；

ｄ）　安全事故管理：实现安全事故登记与处理闭环管理功能。

犆．２．１．７　检修维修管理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检修维修单管理：实现各种故障检修维修工作的单据登记、检修维修过程的资料、检修维修结

果的信息管理功能；

ｂ）　检修计划管理：实现检修计划信息的登记管理功能，信息内容包括基本的季度、月度检查计

划等；

ｃ）　缺陷管理：实现各种设备、各来源的缺陷信息登记、缺陷处理及处理结果信息登记功能；

ｄ）　隐患管理：实现各种设备、各来源的隐患信息登记、隐患治理及治理的记过信息登记功能；

ｅ）　预防性维护管理：实现预防性维护计划，维护工作的内容登记维护管理；包括预防性维护计划、

定期预防性维护检验等维护保养信息内容管理功能。

犆．２．１．８　系统管理宜具备以下功能：

ａ）　权限设置：登录权限、场站权限、功能权限、数据权限；

ｂ）　在线用户管理：用户登录、操作记录；

ｃ）　时间同步：宜采用简单网络时间协议（ＳＮＴＰ）对时方式，并以此同步各子站；

ｄ）　Ｗｅｂ功能：主站宜具备相关数据的信息发布、浏览和下载等 Ｗｅｂ功能。

犆．２．２　运维子站功能

犆．２．２．１　数据信号采集

犆．２．２．１．１　运维子站采集的模拟量数据包括下列内容：

ａ）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每个并网点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压、电流、频率、电能量等数据；

ｂ）　分布式光伏逆变器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压、电流、功率、温度等数据；

ｃ）　汇流箱各路电流、汇总输出电流、母线电压量等数据；

ｄ）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周围环境包括环境温度、辐照度、电池板温度等数据；

ｅ）　子站应建立数据存储，存储时间应不少于７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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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２．１．２　运维子站采集的状态信号包括下列内容：

ａ）　分布式光伏发电公共连接点断路器、隔离刀闸和接地刀闸位置、保护硬接点状态以及远方／就

地控制等各种开关量信号；

ｂ）　分布式光伏发电每个并网点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位置信号、重合闸位置、保护动作及告警

信号；

ｃ）　光伏逆变器运行状态及告警信号；

ｄ）　分布式光伏发电主升压变压器分接头挡位（当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ｅ）　光伏汇流箱保护动作及告警信号；

ｆ）　分布式光伏发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等设备状态，保护动作及告警信号，运行人员操作顺序记

录信息。

犆．２．２．２　数据信息处理

子站宜对所采集的实时信息进行数字滤波、有效性检查、工程值转换、信号接点抖动消除、刻度计算

等加工。数据采集子系统可进行数据合理性检查、异常数据分析、事件分类等处理，并支持常用的计算

功能，支持对采集的各类原始数据和应用数据分类存储和管理。

犆．３　系统性能指标

犆．３．１　系统数据规模宜满足以下要求：

ａ）　模拟量：≥２００００点；

ｂ）　开关量：≥４００００点；

ｃ）　控制量：≥２０００点；

ｄ）　设定值：≥２０００点；

ｅ）　计算量：≥５０００点；

ｆ）　数据库的历史数据存储时间：≥３个月；

ｇ）　至少能在线保存２４０个事故追忆数据集。

犆．３．２　系统对时精度宜满足以下要求：

ａ）　时钟精度：±１×１０
－６ｓ；

ｂ）　与标准时间的误差：≤１ｍｓ。

犆．３．３　远动技术指标和实时性指标宜参照ＤＬ／Ｔ５００３的相关要求。

犆．３．４　计算机中央处理器（ＣＰＵ）负载应留有适当裕度，在重载情况下，其最大负荷率不宜超过７０％。

犆．３．５　可靠性指标宜满足以下要求：

ａ）　系统年可用率：≥９９．５％；

ｂ）　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ＭＴＢＦ）：≥４０００ｈ；

ｃ）　控制操作正确率：≥９９．９％；

ｄ）　系统运行寿命：≥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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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巡视检查项目

犇．１　基础与支架

基础与支架的巡视检查宜参照表Ｄ．１的规定。

表犇．１　基础与支架巡视检查

编号
巡视检

查内容

巡视检

查方法
执行周期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基础
目测及工

具检测

１次／半年
基础沉降、移位、歪斜超

出设计要求

按设计要求修正

由具有专业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修正

加固方案进行加固纠偏

１次／半年

（异常天气需增

加临时巡检）

基础表面破损致裸露地

脚螺栓或配筋
修补

０２
支架结构

情况

目测及工

具检测

１次／半年

（异常天气需增

加临时巡检）

光伏方阵整体存在变形、

错位、松动
按设计要求修正

受力构件、连接构件和连

接螺栓损坏、松动，焊缝

开焊

紧固、更换

组件压块松动、损坏 紧固、更换

支承结构之间存在对光

伏系统运行及安全可能

产生影响的设施

清理会产生影响的设施

０３ 防腐情况
目测或仪

器测量
１次／半年

金属材料的防锈涂层剥

落和腐蚀

用砂纸人工打磨除锈，补刷环氧富锌漆

或热镀锌修补剂，漆层厚度不小于

１２０μｍ；锈蚀严重者更换

０４
支架接地

情况
仪器测量 １次／年

支架接地位置异常，接地

电阻大于４Ω

检查接地线路，修正接地位置或更换接

地部分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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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２　光伏组件

光伏组件的巡视检查宜参照表Ｄ．２的规定。

表犇．２　光伏组件巡视检查

编号
巡视检查

内容

巡视检查

方法
执行周期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外观检查 目测 １次／月

带电警告标识丢失

玻璃破碎、背板灼焦、明显的颜色

变化

组件边缘或任何电路之间形成连

通通道的气泡

接线盒变形、扭曲、开裂或烧毁，

接线端子无法良好连接

重新粘贴标识

更换组件

０２

组件表面

积灰情况

及遮挡

情况

目测及

仪器测量

１次／月

（根据当地情况

适当调整维护

密度）

光伏组件表面堆积灰尘或污垢，

因灰尘堆积造成发电效率明显

降低

ａ）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人工擦拭、

冲洗、机器清洗或配备自动清

洗机器人自动清洗；

ｂ）　清洗过程严禁踩踏光伏组件，

严禁使用腐蚀性溶剂或硬物工

具，严禁在风力大于４级、大雨

或大雪的气象条件下清洗光伏

组件；

ｃ）　采取砍伐树枝、清理杂草、增设

围栏等措施消除遮挡及遮挡出

现的隐患

０３ 工作温度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在太阳辐照度不小于５００Ｗ／ｍ２，

风速不大于２ｍ／ｓ的条件下，同

一光伏组件外表面温度差异大

于２０℃

更换或持续观察

０４ 绝缘测试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抽查）

测试电压为１０００Ｖ，正极与负

极短路时对地、正极对地以及负

极对地的绝缘电阻小于１ＭΩ

检查绝缘问题点，采取绝缘处理

０５
异常组件

排查
仪器测量 及时处理

太阳辐射强度基本一致的条件

下测量接入同一个直流汇流设

备的各光伏组件串的输入电流

偏差超过５％

排查和更换工作异常组件

　　注：系统运行不正常或遇自然灾害时宜立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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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３　汇流箱

汇流箱的巡视检查宜参照表Ｄ．３的规定。

表犇．３　汇流箱巡视检查

编号
巡视检查

内容

巡视检查

方法
执行周期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外观检查
目测及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箱体变形、锈蚀、漏水、积灰
重新喷漆，清理灰尘，检

查更换密封部件

安全警示标识破损 重新粘贴安全警示标识

防水锁启闭失灵 更换防水锁

０２
箱体内接线

端子检查

目测及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松动、锈蚀 加固、更换

０３
箱内温度

检测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和更换元件后
元器件温度异常 接头加固，或元器件更换

０４ 直流熔丝
目测及

仪器测量
及时处理 损坏 更换

０５ 绝缘测试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与光伏组件

绝缘测试同步

进行）

测试电压为１ｋＶ，直流输出母线的

正极与负极短路时对地、正极对

地、负 极 对 地 的 绝 缘 电 阻 小 于

１ＭΩ

检查绝缘问题点，进行绝

缘处理

０６ 浪涌保护器 目测

雷雨季节前或

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装置失效 更换

０７ 直流断路器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装置失灵、失效 更换

　　注：系统运行不正常或遇自然灾害时宜立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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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４　直流配电柜（箱）

直流配电柜（箱）的巡视检查宜参照表Ｄ．４的规定。

表犇．４　直流配电柜（箱）巡视检查

编号
巡视检查

内容

巡视检查

方法
执行周期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外观检查
目测及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箱体变形、锈蚀、漏水、积灰
重新喷漆，清理灰尘，检

查更换密封部件

安全警示标识破损 重新粘贴安全警示标识

排气扇转动不顺畅 转轴润滑或更换

指示灯显示异常

防水锁启闭失灵（室外安装时检

查）

更换

０２
箱体内接线

端子检查

目测及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松动、锈蚀 加固、更换

０３ 绝缘测试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测试电压为１ｋＶ，直流输出母线的

正极对地、负极对地的绝缘电阻小

于１ＭΩ

检查绝缘问题点，进行绝

缘处理

０４ 温度检测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和更换元件后
元器件温度异常 加固接头，或元器件更换

０５
输入输出

接口

目测及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直流输入接口与汇流箱连接不

牢靠

直流输出与下级设备直流输入处

连接不牢靠

锁紧加固

０６ 直流断路器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直流断路器动作不灵活 更换

０７
接地导体连

接性测试
仪器测量 １次／年

相邻设备接地线之间的电气导通

（直流电阻值）大于０．２Ω

改造 接 地 线 或 接 地 桩

（网）

０８ 浪涌保护器 目测

雷雨季节前或

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装置失效 更换

　　注：系统运行不正常或遇自然灾害时宜立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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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５　逆变器

逆变器的巡视检查宜参照表Ｄ．５的规定。

表犇．５　逆变器巡视检查

编号
巡视检查

内容

巡视检查

方法
执行周期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系统运行状态
目测及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逆变器外观损伤、变形

逆变器运行时有较大振动和异

常噪声

逆变器外壳发热情况异常

检修

使用热成像仪监测系统温

度，检查逆变器各项参数

０２ 系统清洁 目测 １次／半年 逆变器表面积灰，进出风口堵塞 及时清理积灰

０３ 电气连接
目测及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电缆连接松动

与金属表面接触的电缆表面存

在割伤的痕迹

断电检修，严重情况及时

更换

０４ 警示标识 目测 １次／半年
逆变器上的警示标识破损、卷

边、脱落
更换标识

０５ 风扇
目测及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散热风扇运行时有较大振动及

异常噪音

风扇叶片有裂缝

应断电检查，及时更换

０６ 断路器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交／直流断路器异常，开关失效 及时更换

０７
输入输出

端子
目测 １次／半年 端子松脱、断裂 紧固、更换端子

０８
逆变器的输

出电能质量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超出标准限值 优化软件、整改

０９
逆变器报错

检查

记录信息

查阅
１次／半年 逆变器功能报错 针对报错事项进行整改

１０
逆变器内部

防雷
目测

雷雨季节前或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
装置失效 更换

　　注：系统运行不正常或遇自然灾害时宜立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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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６　交流配电柜

交流配电柜的巡视检查宜参照符合表Ｄ．６的规定。

表犇．６　交流配电装置巡视检查

编号 巡视检查内容
巡视检查

方法
执行周期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外观检查
目测及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箱体变形、锈蚀、漏

水、积灰

重新喷漆，清理灰尘，检

查更换密封部件

安全警示标识破损 重新粘贴安全警示标识

０２ 运行指示检查 目测 １次／月
带电 指 示、位 置 指

示、故障指示灯异常
停电更换

０３ 温度检测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和更换元件后
元器件温度异常 紧固接头，或更换元器件

０４
开关柜内保护控制、

回路检查
目测 停电检修时 松脱 锁紧加固

０５
保护装置保护定值

核对检查
目测核对 １次／年 定值变化

重新输入定值并固化，无

效则更换装置

０６ 断路器 操作检验 １次／年 无法操作 维修操作机构

０７ 互感器 目测及感官 １次／半年

互感器本体异常声

音、异味

停电，检查互感器绝缘，如

绝缘不合格则进行更换

套管支柱绝缘子积灰
按计划停电对积灰进行

清洁

瓷件有裂纹损坏 停电，更换绝缘子

０８
高压开关柜综保装置

定期检验
仪器测量 １次／３年

装 置 动 作 特 性 不

合格
更换

０９
高压开关柜耐压、回路

电阻、机械特性试验
仪器测量 １次／６年 特性不合格 更换

１０
防雷装置（拿出来形成

一个新的表格：防雷接地）
目测

雷雨季节前或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
装置失效 更换

１１ 电能质量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电能质量不满足相

关标准
检测整改

　　注：系统运行不正常或遇自然灾害时宜立即检查。

８１

犌犅／犜３８９４６—２０２０



犇．７　干式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巡视检查宜参照表Ｄ．７的规定。

表犇．７　干式变压器的巡视检查

编号 巡视检查内容 巡视检查方法 执行周期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支持绝缘子 感官 １次／月
放电 痕 迹 或 其 他 异 常

现象

负荷应切换至合适的备

用变压器上运行，再对异

常变压器停电开票处理；

如没有合适备用变压器，

情况严重则应及时停电

处理

０２ 变压器声响 感官 １次／月
变压器声响非正常的“嗡

嗡”声

重点关注并及时联系维

护人员查明原因，情况严

重应及时切至备用变压

器或停电处理

０３

引 线 接 头、电

缆、母 线 温 度、

本体

仪器测量

１次／月

（重 负 荷、酷 暑

季节加强巡检）

异常发热 停电检查处理

０４

各控制箱和二

次 端 子 箱、机

构箱

感官
１次／月，和风雨

过后
受潮；温控装置工作异常

检查箱体密闭和温控装

置，进行修理或更换

０５ 风机或风扇 感官 １次／月 运转不畅

做好记录，待机处理

温度超标时，应立即开票

处理

０６ 温度控制器

目测比对

（记录温控器温

度并与 ＤＣＳ数

据比对）

１次／月

就地记录数据与分散控

制系统（ＤＣＳ）显示不一，

三相温度显示不平衡；温

度高报警

及时联系维护人员查看

处理；降负荷或停运

０７ 绝缘电阻 仪器测量 投运前
绝缘电阻值不符合ＤＬ／Ｔ

５９６的相关规定

检查试验回路接地线是

否被拆除；

用电 吹 风 对 线 圈 进 行

吹扫；

用大功率白炽灯烘烤，直

到绝缘合格为止

　　注：系统运行不正常或遇自然灾害时宜立即检查。

９１

犌犅／犜３８９４６—２０２０



犇．８　油式变压器

油式变压器巡视检查宜参照表Ｄ．８的规定。

表犇．８　油式变压器巡视检查

编

号
巡视检查内容

巡视检查

方法
执行周期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变压器储油柜
感观及仪

器测量

１次／月

（负荷、环境温度

变化 大 加 强 巡

检）

变压器上层油温或温

升超过允许值

查看三相负荷是否平衡，是否过负荷运行；

根据当时负荷，周围气温，核对油温是否

超标；

检查油循环有无不正常情况，若因系统不

正常，则应降低负荷使油温下降，或手动开

启风扇；（若因负荷过重造成油温过高，应

增加散热器的投入或降负荷）

在正常负载和冷却条件下，变压器温度超

标且不断上升，应立即停运

漏油

油面缓慢下降，通知检修人员处理漏点并

加油。

若因大量漏油而使油位迅速下降时，应迅

速采取止漏措施，或及时停电处理。

若因漏油已造成油量低于液位计下限值

时，应立即停运再作检修处理

呼吸器堵塞，硅胶变色 联系维护人员开票处理

０２ 变压器声响 感官 １次／月

变压器声响不正常地

明显增大，内部有爆

破声

立即停运，联系专业人员进行修复

０３
引线接头、电

缆、母线温度
仪器测量 １次／月 异常发热

做好情况跟踪，分析发热原因，必要时停电

重新接线或更换

０４

各控制箱和二

次端子箱、机

构箱

感官 １次／月
受潮；加热器、温控装

置工作异常

检查密闭机构加热器等装置状况，进行修

理或更换

０５
套 管 油 位 和

油色
感观 １次／月

套管渗漏油
做好记录，密切关注，待机处理；若渗漏严

重及时停电处理

套管有严重破损和放

电现象
立即停运，联系专业人员进行修复

０６ 散热器 感观 １次／月 严重脏污 停电清扫

０７
有载调压装置

的动作情况
操作检验

１次／半 年 或 带

载 调 压 时、检

修时

机构卡涩或直阻不

正常
检查处理

０８
各种保护装置

应齐全、良好

目 测、仪

器检测

结合 变 压 器 检

修时

保护装置校验及保护

传动异常
检查保护接线及定值设定情况

０９ 绝缘电阻 仪器测量
在线 监 测 或 投

运前

绝缘电阻值不符合

ＤＬ／Ｔ ５９６ 的 相 关

规定

运行中发现绝缘不合格，及时停运处理；投

运前测试不合格进行回路检查恢复绝缘

　　注：系统运行不正常或遇自然灾害时宜立即检查。

０２

犌犅／犜３８９４６—２０２０



犇．９　交直流电缆

交直流电缆巡视检查宜参照表Ｄ．９的规定。

表犇．９　交直流电缆巡视检查

编号
巡视检查

内容

巡视检查

方法
执行周期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电缆进出

设备处

部位

目测 １次／半年 存在直径大于１０ｍｍ的孔洞 用防火堵泥封堵

０２
电缆固定

支撑点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电缆支撑点不完好 固定或调整支撑点

０３
电气竖井

检查
目测 １次／半年 电缆井内有异物或积水

清除堆积物、垃圾等，及

时处理

０４
室内

电缆沟
目测 １次／年 电缆外皮损坏 保护或更换

０５

直埋电缆

线沿线

检查

目测 １次／年
路径附近地面出现挖掘、堆放重物、建

材及临时设施，有腐蚀性物质排泄

及时修 补 地 面，清 理 堆

积物

０６
室外

电缆沟
目测 １次／年

电缆沟或电缆井的盖板有损坏；沟道中

有积水或杂物；沟内支架不牢固、有锈

蚀、松动现象；铠装电缆外皮及铠装有

严重锈蚀

更换盖板，清除杂物，外

皮破损电缆应进行修补

并加以保护，严重锈蚀电

缆应进行更换

０７
电缆连

接器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电缆连接器出现接触不良、浸水、变形

发热现象
更换

０８
电缆

连接头
操作检验 １次／半年

电缆连接头直接置在金属屋面上（绑扎

电缆脱落）
重新绑扎

０９ 室外线槽 目测 １次／半年
外线槽表面不清洁，槽盖固定不完好，

连接片、螺栓等有锈蚀

清理，固定槽盖，更换连

接器件

１０
电缆接头

温度
仪器检测

１次／半年

（与光伏组件

工作温度检测

同期进行）

局部温差超过１５％或１０℃
断电检修，对电缆接头进

行紧固或更换

　　注：系统运行不正常或遇自然灾害时宜立即检查。

１２

犌犅／犜３８９４６—２０２０



犇．１０　数据采集与监控装置

数据采集及监控装置巡视检查宜参照表Ｄ．１０的规定。

表犇．１０　数据采集与监控装置巡视检查

编号
巡视检查

内容

巡视检查

方法
执行周期 日常维护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１ 采集设备
目测与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检查主机数据及电

源连接线，打扫灰

尘等

监控主机指示灯显示

异常或监控主机异常

导 致 监 控 无 法 上 传

数据

检查主机本身是否工作正

常，不正常则应进行维修或

更换；

检查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

不 正 常 则 应 进 行 维 修 或

更换

０２
网络及

传输设备

目测与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备 份 传 输 设 备

配置；

检查传输设备电源

连 接 线，打 扫 灰

尘等

传输中断或者传输变

慢，所有数据显示中断

或者网络导致上传数

据变慢

检查传输线路和传输接口，

有问题则应维修处理；

检查传输设备配置是否正

确，是否被更改，不正常则

应重新配置；

检查传输设备本身是否工

作正常，不正常则应进行维

修或更换；

检查网络中的设备是否有

病毒感染，有病毒则应查杀

病毒

０３
监控

服务器

目测与

软件测试
１次／月

检查硬盘存储空间

并备份数据库；

升级杀毒软件，清

理优化服务器；

检查主机数据及电

源连接线，打扫灰

尘等

服务器运行速度变慢

或ＣＰＵ与内存使用率

异常

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清理

磁盘及内存空间，清理进程

等，不能解决问题则应重新

安装系统及服务软件

０４
监控终端

主机

目测与

软件测试
１次／半年

升级杀毒软件，清

理优化服务器；

检查主机数据及电

源连接线，打扫灰

尘等

监控终端主机运行速

度变慢或ＣＰＵ与内存

使用率异常

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清理

磁盘及内存空间，清理进程

等，不能解决问题则应重新

安装系统及终端软件

０５ 风速仪
目测与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清理传感器污垢等

监控页面显示风速数

据异常

风速传感器异常，不转

动或强风下轻微转动

与手持设备对比测试，异常

则应拆卸维修或更换

０６
空气温

湿度表计

目测与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清理传感器污垢等

监控页面显示温度、湿

度数据异常

与手持设备对比测试，异常

则应拆卸维修或更换

２２

犌犅／犜３８９４６—２０２０



表犇．１０（续）

编号
巡视检查

内容

巡视检查

方法
执行周期 日常维护 异常情况 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０７ 降水量
目测与

仪器测量
１次／半年

检查传感器表面是

否有污垢以及排水

口是否畅通

监控页面显示降水量

数据异常
拆卸维修或更换

０８
太阳辐照

表计

目测与

仪器测量
１次／月

参考 ＧＢ／Ｔ３１１５６

进行

监控页面显示辐射量

数据异常

确认传感器倾斜角及方位

角与设计是否一致，偏移则

应校准；

校准后依旧异常，则应拆卸

维修或更换

０９

逆变器

输入／输出

电量

数据对比 １次／半年 无

逆变器显示电量与电

表数据对比，显示数据

异常

进行逆变器检修或更换

１０
监控的

电量数据

数据对比

或仪器

测量

１次／半年 无

与关口表的人工抄表

数据或仪器测量数据

对比，显示异常

对 监 控 设 备 进 行 校 准 或

更换

　　注：系统运行不正常或遇自然灾害时宜立即检查。

３２

犌犅／犜３８９４６—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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