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配网工程其它相关规定的要求。落实地县两级电网调 

度机构在光伏调度验收职责及向分布式光伏发电企业提 

供的服务内容与业务流程 ，如并网调度协议签订 、安全协 

议签订 、新建设备投运、运行设备停电检修业务办理 、继 

电保护装置配置与运行、定值整定、调度 自动化业务办 

理、调度对象上岗资格确认等，积极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条件。 

2．4 防范孤岛运行，确保人身安全 

分布式光伏并网后存在的孤岛运行模式对检修人员 

安全会带来隐患，需要通过有效的管理，防范孤岛运行引 

起的检修安全。 

(1)管理层面解决光伏发电孤岛供电引起的检修安 

全隐患。在配网检修前，相关管理人员负责通知分布式用 

户 ，断开所有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避免孤岛现象 的出现。 

并将存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线路作为特殊线路纳入电网 

风险预警管控 ．检修前安排专责监护人到现场检查用户 

侧安措是否执行到位。在光伏项 目投运后，管理部门应在 

配电线路一次接线图中的光伏线路公共接入点设备处醒 

目标明。 

(2)安装反孤岛装置。为解决未来大量分布式光伏接 

入引起的管理工作量过大。难以一一通知用户切除发电 

系统 ，要安装反孤岛装置。反孤岛装置由操作开关和扰动 

负载组成，在低压配网检修前，工作人员启动反孤岛装 

置 。一旦出现孤岛运行 ，装置中的扰动负载就能立即发挥 

作用 。破坏孤岛状态，保障检修人员的安全。 

(3)强化巡视。结合配网设备运维管理要求 ，细化光 

伏并网定期巡检、日常运维检修安全管理要求。根据上级 

有关规程规定和本单位配电设备现场运行规程来组织光 

伏发电配套供配电设施的运行管理工作。光伏发电配套 

供配电中压设施每月巡视一次，光伏发电送出的 0．4千伏 

线路每季度巡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增加巡检次数。 

对 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记录、分析、汇 

总，重大问题向运维检修部汇报，设备缺陷按照本单位缺 

陷管理流程处理 ，每月统计汇总光伏发电配套供配电设 

施巡视报表，并上报运维检修部。通过建立完善的运维检 

修机制．可以提高光伏发电配套设备的可靠性和设备缺 

陷的管理水平。提升设备故障抢修速度与修复质量，确保 

电网的安全运行。 

2．5 对运行情况进行监控与分析 

(1)通过用电采集系统获取各个光伏发电的电气信 

息、运行信息、电能质量、发电功率 、发电量等数据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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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网发电信息的监视 ，使调度运行管理人员可以实时 

掌握全网、光伏并网点包括当前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发 

电量、并离网状态、发电设备的运行状态等运行情况 ，为 

调度运行、运维检修等业务开展提供支撑。 

(2)开展光伏发电特性分析。光伏发电随气象波动变 

化非常大 ，随着大规模波动性的电源接入电网，对光伏发 

电的间歇性 、波动性与天气变化关系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对发电实时数据、气象数据进行研究分析 ，研究光伏发电 

随季节、天气变化的发电特性 ，得出一年各个季节发电特 

性，得出晴天、阴天、雨天光伏发电特性，并对电站实际功 

率的频率分布 、功率变化分布特性进行分析 ，为调度方式 

安排、电量预测及检修计划安排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2．6 电能质量监测与分析 

(1)光伏分布式电源并网对母线电压的影响分析。在 

并 网点安装电压监测仪 ，收集全天 24小时并网电压数 

据 。结合光伏发电实时数据，动态分析光伏发电并网运行 

对母线电压的影响 ，以真实数据展示分布式光伏发 电对 

供电质量的影响。 

(2)谐波及三相不平衡监测。分布式光伏通过逆变 

器并入电网，易产生谐波、三相不平衡 ；同时输 出功率波 

动易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和闪变，劣化配电网电能质量 ． 

影响周边用电负荷的正常工作。虽然并网点频率 、谐波 、 

三相不平衡度、长时间电压闪变等电能质量各项指标均 

满足 国标要求 ，但随着光伏渗透率的不断增加 ．造成的 

电能质量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加强谐波及三相不平衡监 

测 ，一旦发现指标越 限，应要求光伏 电站安装 电能质量 

治理设备 (如有源滤波器等 )，通过这些监管手段 的实 

施 ，确保光伏发电引起的电能质量问题满足国标要求 ． 

提升供电质量。 

2．7 拓展技术监督，提升监管水平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出现为技术监督增加了新的涵 

义，加大技术监督的覆盖面，要依据《电力法》和国家有关 

规定 ，按照依法监督、分级管理 、行业归口的原则 ，制定 

《分布式光伏电源并网技术监督管理规定》，维护电气设 

备的安全使用环境 ，保护发 、供、用电各方的合法权益 ，规 

范分布式光伏的运行和检修等工作 。以提升分布式光伏 

发电和配电网之间的协调水平。 

上述措施的实施 ．将建立覆盖分布式光伏 电源并网 

验收 、运维检修 、运行监测 、技术监督全过程 的运维管理 

体系，全面提升配网运维管理能力 ，进一步提高分布式电 

源调度管理水平和电网运营分析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