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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Z 44118《电能质量技术管理》的第1部分。GB/Z 44118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 TS 63222-1:2021《电能质量管理 第1部分：总则》,文件类型由IEC 的技术

规范调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电能质量技术管理第1部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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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国网

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四川大学、西安博宇电气有限公司、华北电

力大学、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晓冬、李群、刘晶、王金浩、甘海庆、付慧、张苹、缪惠宇、汪颖、唐伟佳、刘军成、

韩民晓、李琼林、王同勋、罗利平、李亚琼、朱卫平、刘建、丁凯、柳丹、代双寅、张敏、刘颖英、陈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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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的快速发展，电能质量技术管理受到相关各方的广泛关注。电能质量技术管理

包含规划、运行、评估、治理的全过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电网电源特性、用户负荷特性、外部环境等均

会对电能质量造成影响。GB/Z 44118《电能质量技术管理》面向公共电网，旨在确定电能质量管理全流

程和相关技术规定，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电能质量管理流程和操作要求。

——第2部分：电能质量监测系统。目的在于规定公共电网电能质量监测系统的技术要求。

——第3部分：用户特征建模。目的在于电能质量预测评估中分析用户特征。

——第4部分：公共电网谐波分析。目的在于规定公共电网谐波分析过程中的模型、方法及流程。

——第5部分：电能质量问题对电气设备与系统的影响。目的在于收集电能质量影响相关资料并

分析成因，以指导电能质量治理投资与建设。

——第6部分：电能质量数据应用。目的在于为公共电网内输配用多方面电能质量数据应用提供

指导。

本文件用于对电能质量进行管理，详细规定了电能质量评估方法与流程，明确电能质量监测点设置

与系统架构要求，建立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体系，规范电能质量治理整体要求与管理规定，并在附录中

以用例的形式给出技术管理全流程具体操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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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技术管理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旨在为公共电网电能质量技术管理提供适用于实际工程的用例。本文件总结电能质量技术

管理工作实践并调研现有标准基础，以满足电能质量评估工作要求，推动电能质量技术管理实践发展。

电能质量技术管理子域主要包括电力系统运行、客户支持、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等，涵盖与电

网管理相关的用例和电能质量要求。

本文件以用例的形式，给出了可行的可通用复用的电能质量技术管理手段。用例仅作为资料性文

件。本文件中的通用要求，考虑实际系统中相关方之间的关系，通过其他标准化文件给出详细规定。本

文件涉及电能质量技术管理中的多个利益相关方，例如系统运营商、系统用户等。表1列出正文中涉及

的类别和用例。

表 1 本文件的内容

类别 内容 范围

电能质量监测评估

相关的5个业务用例

1)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2)输配电网与其他电网连接时，电能质量分析。

3)电网运行时电能质量分析。

4)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5)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相关的5个系统用例

1)电网电能质量评估。

2)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3)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4)设计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5)电网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公共电网在线监测

电能质量预测评估

相关的4个业务用例

1)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2)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3)电网改扩建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4)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相关的7个系统用例

1)建设或运维时，预测电能质量影响。

2)新用户并网和电网扩建时，预测电能质量影响。

3)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4)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5)设计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6)电网电能质量评估。

7)电网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电网新建、改建或扩建项目的

电能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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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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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1000-3(所有部分)电磁兼容 第3部分：限值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一
Part 3:Limits]

IEC 61000-3-2 电磁兼容 第3-2部分：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 A)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2:Limits—Limits for harmonic current emissions
(equipment input current≤16 A per phase)]

注：GB17625.1—2022 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 A)(IEC 61000-3-
2:2020,MOD)

IEC 61000-3-3 电磁兼容第3-3部分：限值对每相额定电流≤16 A 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

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
Part 3-3:Limits—Limitation of voltage changes,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icker in public low-voltage
supply system,for 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16 A per phase and not subject to conditional con-
nection]

注：GB 17625.2—2007 电磁兼容 限值对每相额定电流≤16 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
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IEC61000-3-3:2005,IDT)

IEC TS 61000-3-4 电磁兼容 第3-4部分：限值对额定电流大于16 A 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

谐波电流发射限制[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4:Limits—Limitation of emission

of harmonic currents in low-voltage power supply systems for 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 greater
than 16 A]

注：GB/Z 17625.6—2003 电磁兼容 限值对额定电流大于16 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流的
限制(IEC TR 61000-3-4:1998,IDT)

IEC TS 61000-3-5 电磁兼容 第3-5部分：限值对额定电流大于75 A 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

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5:Limits—
Limitation of 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icker in low-voltage power supply systems for 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 greater than 75 A]

注：GB/Z 17625,3—2000 电磁兼容 限值对额定电流大于16 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
闪烁的限制(IEC TS 61000-3-5:1994,IDT)

IECTR61000-3-6 电磁兼容：限值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中畸变负荷连接点发射限值的

评估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Limits—Assessment of emission limits for the
connection of distorting installations to MV,HV and EHV power systems]

注：GB/Z 17625.4-2000 电磁兼容 限值 中、高压电力系统中畸变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IEC 61000-3-6:
1996,IDT)

IEC TR 61000-3-7 电磁兼容：限值 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中波动负荷连接点发射限值的

评 估[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Limits—Assessment of emission limits for the
connection of fluctuating load installations to MV,HV and EHV power systems]

注：GB/Z 17625.5—2000 电磁兼容 限值中、高压电力系统中波动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IEC TR 61000-3-7:
1996,IDT)

IEC 61000-3-8 电磁兼容 第3部分：限值第8节：低压电气设施上的信号传输发射电平、频

段和电磁骚扰电平[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Limits—Section 8:Signall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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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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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1000-3(所有部分)电磁兼容 第3部分：限值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一
Part 3:Limits]

IEC61000-3-2 电磁兼容 第3-2部分：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 A)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2:Limits—Limits for harmonic current emissions
(equipment input current≤16 A per phase)]

注：GB17625.1—2022 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 A)(IEC 61000-3-
2:2020,MOD)

IEC 61000-3-3 电磁兼容第3-3部分：限值对每相额定电流≤16 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

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一

Part 3-3:Limits—Limitation ofvoltage changes,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icker in public low-voltage
supply system,for 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16 A per phase and not subject to conditional con-
nection]

注：GB 17625.2—2007 电磁兼容 限值对每相额定电流≤16 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

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EC61000-3-3:2005,DT)

IEC TS 61000-3-4 电磁兼容 第3-4部分：限值对额定电流大于16A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

谐波电流发射限制[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4:Limits-Limitation of emission

of harmonic currents in low-voltage power supply systems for 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 greater
than 16 A]

注：GB/Z 17625.6—2003 电磁兼容 限值对额定电流大于16 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流的
限制(IECTR 61000-3-4:1998,IDT)

IECTS 61000-3-5 电磁兼容 第3-5部分：限值对额定电流大于75 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

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5:Limits—
Limitation of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icker in low-voltage power supply systems for 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 greater than 75 A]

注：GB/Z 17625,3—2000电磁兼容 限值对额定电流大于16 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

闪烁的限制(IECTS 61000-3-5:1994,IDT)

IECTR61000-3-6 电磁兼容：限值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中畸变负荷连接点发射限值的

评估[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Limits—Assessment of emission limits for the
connection of distorting installations to MV,HV and EHV power systems]

注：GB/Z 17625.4-2000 电磁兼容 限值 中、高压电力系统中畸变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IEC 61000-3-6:
1996,IDT)

IEC TR 61000-3-7 电磁兼容：限值 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中波动负荷连接点发射限值的

评 估[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Limits—Assessment of emission limits for the
connection of fluctuating load installations to MV,HV and EHV power systems]

注：GB/Z 17625.5—2000 电磁兼容 限值中、高压电力系统中波动负荷发射限值的评估(IEC TR61000-3-7:

1996,IDT)

IEC 61000-3-8 电磁兼容 第3部分：限值第8节：低压电气设施上的信号传输发射电平、频

段和电磁骚扰电平[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Limits—Section 8:Signalling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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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Emission levels,frequency bands and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levels]

注：GB/T 17625.9—2016 电磁兼容 限值 低压电气设施上的信号传输发射电平、频段和电磁骚扰电平
(IEC61000-3-8:1997,MOD)

IEC 61000-3-11 电磁兼容第3-11部分：限值对额定电流≤75 A 且有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

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
Part 3-11:Limits—Limitation of voltage changes,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icker in public low-voltage
supply systems—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75 A and subject to conditional connection]

注：GB/T 17625.7-2013 电磁兼容 限值对额定电流≤75 A且有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

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IEC61000-3-11:2000,MOD)

IEC 61000-3-12 电磁兼容第3-12部分：限值每相输入电流大于16 A 小于等于75 A 连接到

公用低压系统的设备产生的谐波电流限值[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12:
Limits—Limits for harmonic currents produced by equipment connected to public low-voltage systems
with input current >16 A and≤75 A per phase]

注：GB/T 17625.8—2015 电磁兼容 限值 每相输入电流大于16 A小于等于75 A连接到公用低压系统的设备

产生的谐波电流限值(IEC61000-3-12:2004,IDT)

IEC TR 61000-3-13 电磁兼容 限值 接入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的不平衡设施发射限值

的评估[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Limits—Assessment of emission limits for the con-
nection of unbalanced installations to MV,HV and EHV power systems]

注：GB/Z 17625.13—2020 电磁兼容 限值 接入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的不平衡设施发射限值的评估

(IECTR 61000-3-13:2008,IDT)

IEC TR 61000-3-14 电磁兼容 限值骚扰装置接入低压电力系统的谐波、间谐波、电压波动和

不平衡的发射限值评估[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Assessment of emission limits for
harmonics,interharmonics,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unbalance for the connection of disturbing installa-
tions to LV power systems]

注：GB/Z 17625.14—2017 电磁兼容 限值骚扰装置接入低压电力系统的谐波、间谐波、电压波动和不平衡的
发射限值评估(IECTR61000-3-14:2011,IDT)

IEC 61000-4(所有部分)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一
Part 4: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IEC 61000-4-15 电磁兼容第4-15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闪烁仪功能和设计规范[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4-15: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Flickermeter—
Functional and design specifications]

注：GB/T 17626.15—20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闪烁仪功能和设计规范(IEC61000-4-15:2003,IDT)
IEC 61000-4-30 电磁兼容 第4-30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电能质量测量方法[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4-30: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Power quality measure-
ment methods

注：GB/T 17626.30—201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能质量测量方法(IEC61000-4-30:2008,IDT)
IEC 61850(所有部分)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ystems for

power utility automation)

IEC TR 61850-90-17:2017 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 第90-17部分：使用IEC 61850传输电

能质量数据(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ystems for power utility automation—Part 90-17:Using
IEC61850 to transmit power qual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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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Emission levels,frequency bands and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levels]

注：GB/T 17625.9—2016 电磁兼容 限值 低压电气设施上的信号传输发射电平、频段和电磁骚扰电平
(IEC61000-3-8:1997,MOD)

IEC 61000-3-11 电磁兼容第3-11部分：限值对额定电流≤75 A且有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

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
Part 3-11:Limits—Limitation of voltage changes,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icker in public low-voltage
supply systems—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75A and subject to conditional connection]

注：GB/T 17625.7-2013电磁兼容 限值对额定电流≤75 A且有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

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IEC61000-3-11:2000MOD)

IEC 61000-3-12 电磁兼容第3-12部分：限值每相输入电流大于16A小于等于75 A连接到

公用低压系统的设备产生的谐波电流限值[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3-12:

Limits—Limits for harmonic currents produced by equipment connected to public low-voltage systems
with input current >16 A and≤75 A per phase]

注：GB/T 176258—2015 电磁兼容 限值 每相输入电流大于16 A小于等于75 A连接到公用低压系统的设备
产生的谐波电流限值(IEC61000-3-12:2004,IDT)

IEC TR 61000-3-13 电磁兼容 限值 接入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的不平衡设施发射限值

的评估[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Limits—Assessment of emission limits for the con-

nection of unbalanced installations to MV,HV and EHV power systems]
注：GB/Z 17625.13—2020 电磁兼容 限值接入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的不平衡设施发射限值的评估

(IEC TR61000-3-13:2008,IDT)

IEC TR 61000-3-14 电磁兼容 限值骚扰装置接入低压电力系统的谐波、间谐波、电压波动和

不平衡的发射限值评估[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Assessment of emission limits for

harmonics,interharmonics,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unbalance for the connection of disturbing installa-
tions to LV power systems]

注：GBZ 17625.14—2017 电磁兼容 限值骚扰装置接入低压电力系统的谐波、间谐波、电压波动和不平衡的

发射限值评估(IECTR61000-3-14:2011,IDT)

IEC 61000-4(所有部分)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一

Part 4: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IEC 61000-4-15 电磁兼容第4-15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闪烁仪功能和设计规范[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4-15: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Flickermeter—
Functional and design specifications]

注：GB/T 17626.15—20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闪烁仪功能和设计规范(IEC61000-4-15:2003,IDT)

IEC 61000-4-30 电磁兼容 第4-30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电能质量测量方法[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Part 4-30: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Power quality measure-
ment methods

注：GB/T 17626.30201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能质量测量方法(IEC61000-4-30:2008,IDT)

IEC 61850(所有部分)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ystems for

power utility automation)

IEC TR 61850-90-17:2017 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 第90-17部分：使用IEC 61850传输电

能质量数据(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ystems for power utility automation—Part 90-17:Using
IEC61850 to transmit power qual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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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968-9:2013 供电企业应用集成 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第9部分：抄表与表计控制的接

口(Application integration at electric utilities—System interfaces for distribution management—Part 9:
Interfaces for meter reading and control)

注：DL/T 1080.9—2013 供电企业应用集成 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第9部分：抄表与表计控制的接口

(IEC 61968-9:2009,IDT)
IEC TS 62749 电能质量评估 公共电网供电特性(Assessment of power quality—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ity supplied by public networks)
GB/T 19012—2019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ISO 10002:2018,IDT)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 IEC 维护的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网址如下：

ISO 在线浏览平台：http://www.iso.org/obp
IEC电工百科：http://www.electropedia.org/

3.1.1
电能质量 power quality
在电力系统给定点上，电特性偏离基准技术参数的程度。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1-05,有修改]

3.1.2
电能质量指标 power quality indices

在某个节点测得的表征电能质量特性的技术参数，用于对电网运营商提供的电能质量进行评估。

[来源：IEC 62749:2020,3.29]
3.1.3

标称电压 nominal voltage

指系统指定或识别的电压。

[来源：GB/T 17626.30—2012,3.19]
3.1.4

电压不平衡 voltage unbalance

在多相系统中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相电压均方根值或邻相之间的相角不相等。

注1:通常以负序和零序分量与正序分量的比例来表示不平衡程度。

注2:在本文件中，电压不平衡是指三相系统内的现象。

[来源：GB/T 4365—2003,161-08-09,有修改]

3.1.5
电压偏差 voltage deviation

实际运行电压对系统标称电压的偏差相对值。

3.1.6
闪变 flicker

亮度或频谱分布随时间变化的光刺激所引起的不稳定的视觉效果。

[来源：GB/T 4365—2003,16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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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968-9:2013 供电企业应用集成 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第9部分：抄表与表计控制的接

口(Application integration at electric utilities—System interfaces for distribution management—Part 9:
Interfaces for meter reading and control)

注：DL/T 1080.9—2013供电企业应用集成 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第9部分：抄表与表计控制的接口
(IEC61968-9:2009,IDT)

IEC TS 62749电能质量评估 公共电网供电特性(Assessment ofpower quality—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ity supplied by public networks)

GB/T 19012—2019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ISO 10002:2018,IDT)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IEC维护的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网址如下：

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www.iso.org/obp
IEC电工百科：http://www.electropedia.org/

3.1.1
电能质量 power quality

在电力系统给定点上，电特性偏离基准技术参数的程度。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1-05,有修改]

3.1.2
电能质量指标 power quality indices

在某个节点测得的表征电能质量特性的技术参数，用于对电网运营商提供的电能质量进行评估。

[来源：IEC 62749:2020,3.29]

3.1.3
标称电压 nominal voltage

指系统指定或识别的电压。

[来源：GB/T 17626.30—2012,3.19]

3.1.4
电压不平衡 voltage unbalance

在多相系统中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相电压均方根值或邻相之间的相角不相等。
注1:通常以负序和零序分量与正序分量的比例来表示不平衡程度。

注2:在本文件中，电压不平衡是指三相系统内的现象。
[来源：GB/T 4365—2003,161-08-09,有修改]

3.1.5
电压偏差 voltage deviation

实际运行电压对系统标称电压的偏差相对值。

3.1.6
闪变 flicker

亮度或频谱分布随时间变化的光刺激所引起的不稳定的视觉效果。

[来源：GB/T 4365—2003,161-08-13]

4



5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3.1.7
电压暂降 voltage dip

电力系统某一点的电压突然下降，经历几周到数秒的短暂持续期后又恢复正常。

[来源：GB/T 4365—2003,161-08-10]
3.1.8

短时中断 short interruption
供电电压消失一段时间，其中断时间在规定的时限内。

注：供电电压降低到低于额定电压的1%,且其(降低的)持续时间的下限为十分之几秒，上限约为1 min(有些情况
下可达到3 min)时，可以认为是短时中断。

[来源：GB/T 4365—2003,161-08-20]
3.1.9

谐波分量 harmonic component

周期量中具有谐波频率的正弦分量。

[来源：GB/T 2900.33—2004,551-20-07,有修改]

3.1.10
谐波频率 harmonic frequency

基波频率或基准基波频率一倍以上的整数倍频率。

[来源：GB/T 2900.33—2004,551-20-05]
3.1.11

间谐波分量 interharmonic component
周期量中具有间谐波频率的正弦分量。

[来源：GB/T 2900.33—2004,551-20-08]
3.1.12

间谐波频率 interharmonic frequency
基准基波频率的非整数倍频率。

[来源：GB/T 2900.33—2004,551-20-06]

3.1.13
系统运营商 system operator;network operator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系统其他部分的

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09]
3.1.14

(电力)系统用户 (power)system user;(power)network user
向某个输电或配电系统提供电力和电量，或者通过其接受电力和电量供应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07]
3.1.15

利益相关方 stakeholders
与某一组织或活动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团体或组织。

注：利益相关方能够影响某一组织或活动，或者受某一组织或活动的影响。

[来源：IEC 60050-904:2014,904-01-10]
3.1.16

系统平均方均根值变动频率指标(SARFI指标) system average RMS frequency index

用于反映电力系统中电压暂降、暂升和/或中断的次数或速率的电能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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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电压暂降 voltage dip
电力系统某一点的电压突然下降，经历几周到数秒的短暂持续期后又恢复正常。

[来源：GB/T 4365—2003,161-08-10]

3.1.8
短时中断 short interruption

供电电压消失一段时间，其中断时间在规定的时限内。

注：供电电压降低到低于额定电压的1且其(降低的)持续时间的下限为十分之几秒，上限约为1 min(有些情况
下可达到3 min)时，可以认为是短时中断。

[来源：GB/T 43652003,161-08-20]

3.1.9
谐波分量 harmonic component

周期量中具有谐波频率的正弦分量。

[来源：GB/T 2900.33—2004,551-20-07,有修改]

3.1.10
谐波频率 harmonic frequency
基波频率或基准基波频率一倍以上的整数倍频率。

[来源：GB/T 2900.33—2004,551-20-05]
3.1.11

间谐波分量 interharmonic component
周期量中具有间谐波频率的正弦分量。

[来源：GB/T 2900.33—2004,551-20-08]
3.1.12

间谐波频率 interharmonic frequency
基准基波频率的非整数倍频率。

[来源：GB/T 2900.33—2004,551-20-06]

3.1.13
系统运营商 system operator;network operator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系统其他部分的

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09]

3.1.14
(电力)系统用户(power)system user;(power)network user
向某个输电或配电系统提供电力和电量，或者通过其接受电力和电量供应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07]

3.1.15
利益相关方 stakeholders

与某一组织或活动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团体或组织。

注：利益相关方能够影响某一组织或活动，或者受某一组织或活动的影响。

[来源：IEC 60050-904:2014,904-01-10]

3.1.16
系统平均方均根值变动频率指标(SARFI指标)system average RMS frequency index
用于反映电力系统中电压暂降、暂升和/或中断的次数或速率的电能质量指标。

5



6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来源：IEC TS 62749:2020.5.3.3.2]
3.1.17

配电系统运营商 distribution systemoperator
运营某一配电系统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10]
3.1.18

输电系统运营商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运营某一输电系统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11]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见表2)。

表 2 本文件的缩略语

缩略语 定义

PQ(Power quality) 电能质量

BUC(Business use case) 业务用例

SUC(System use case) 系统用例

VSC(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电压源换流器

PCC(Point of Common Coupling) 公共连接点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SARFI(System Average RMS variation Frequency Index) 系统平均方均根值变动频率指标

FACTS(Flexible AC Transmission Systems) 柔性交流输电系统

sVC(Static Var Compensator) 静止无功补偿器

STATCOM(Static Synchronous Compensator) 静止同步补偿器

UPS(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 不间断电源

APF(Active Power Filter) 有源电力滤波器

DVR(Dynamic Voltage Restorer) 动态电压恢复器

LN(Logical Node) 逻辑节点

RVC(Rapid Voltage Change) 快速电压变化

RTC(Real Time Clock) 实时时钟

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电磁兼容

BESS(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电池储能系统

4 用例清单

4.1 业务用例清单

业务用例清单目前无法包含所有场景，后续会随着电能质量技术管理的发展对用例进行补充。本

文件中所涉及用例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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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EC TS 62749:2020.5.3.3.2]

3.1.17
配电系统运营商 distribution system operator
运营某一配电系统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10]

3.1.18
输电系统运营商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运营某一输电系统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11]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见表2)。

表2 本文件的缩略语

4 用例清单

缩略语 定义

PQ(Power quality) 电能质量

BUC(Business use case) 业务用例

SUC(System use case) 系统用例

VSC(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电压源换流器

PCC(Point of Common Coupling) 公共连接点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SARFI(System Average RMS variation Frequency Index) 系统平均方均根值变动频率指标

FACTS(Flexible AC Transmission Systems) 柔性交流输电系统

sVC(Static Var Compensator) 静止无功补偿器

STATCOM(Static Synchronous Compensator) 静止同步补偿器

UPS(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 不间断电源

APF(Active Power Filter) 有源电力滤波器

DVR(Dynamic Voltage Restorer) 动态电压恢复器

LN(Logical Node) 逻辑节点

RVC(Rapid Voltage Change) 快速电压变化

RTC(Real Time Clock) 实时时钟

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电磁兼容

BESS(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电池储能系统

4.1 业务用例清单

业务用例清单目前无法包含所有场景，后续会随着电能质量技术管理的发展对用例进行补充。本
文件中所涉及用例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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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例整体组织结构

表3列出了目前业务用例的简要介绍(未覆盖全部子域业务用例),部分业务用例的详细描述见

附录A 中的A.1。

表 3 业务用例清单

业务用例编号 典型业务用例 相关子域 简短描述

UC-B001 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客户支持

电力系统运行

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管理

电能质量扰动的主要过程，保证电力

系统的可靠性，并确保在连接点向用

户提供电能质量合格的电力

UC-B002 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客户支持

电力系统运行

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解决电

网特定点电能质量问题的主要流程

UC-B003 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客户支持

电力系统运行

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检索、

构建、分析电能质量数据并根据不同

的需求形成相关报告的主要过程

UC-B004
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

管理

客户支持

电力系统运行

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新用户接入电网，满足负荷和电网的

电能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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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子域>
建设运堆

《子城>
电力系划与读规划

《子域
电力系统运行

《<子域
户

目的 日的 目的 目的 目的 目的

基于 基于 基于 基于 基于
基于

4ucs (enO> ue
新用户井网 电网发属规划 电同电能质量管理

用于 用于 用于 用于 用于 用干

(cnuo (430C (c00s (d@00

并网用户电能质量
限值管理

电网改扩建电能质
量限值管理

电网电能质量投
诉处理

电能质量报告缩制

c90c (4000
输配电同与其他电网 电网运行时电前质
连接时，电能质量分析 最分析

基于 基干 基于
基干

基于

基于 基于

duo (pc
建设或运维时，预
电质留影响

新用户并网和电同扩
建时，预别电能质量

电同特定节点电能
质量所试

电同电能质量监测

响

《dsio
设计电能质量治理 电同电能质量评估
方来

图1 用例整体组织结构

表3列出了目前业务用例的简要介绍(未覆盖全部子域业务用例),部分业务用例的详细描述见

附录A 中的A.1。

表3 业务用例清单

业务用例编号 典型业务用例 相关子域 简短描述

UC-B001 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客户支持
电力系统运行
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管理

电能质量扰动的主要过程，保证电力

系统的可靠性，并确保在连接点向用

户提供电能质量合格的电力

UC-B002 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客户支持
电力系统运行

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解决电

网特定点电能质量问题的主要流程

UC-B003 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客户支持

电力系统运行
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检索、

构建、分析电能质量数据并根据不同
的需求形成相关报告的主要过程

UC-B004
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

管理

客户支持
电力系统运行
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新用户接入电网，满足负荷和电网的

电能质量要求

7



8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表4列出了A.1 中提供的业务用例中定义的业务角色，该表未包含所有业务角色。

表 4 业务角色列表

业务角色 定义

系统运营商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

系统其他部分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09]

电能质量投诉责任方 负责某地区部分电力系统电能质量问题的客户关系和客户支持的一方

电网运行责任方 负责电网特定区域的规划、运行、维护和发展的实体

(电力)供应商
按照合同向消费者提供电力和电量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08]

电网资产拥有者
拥有(部分)配电系统，并将其运行委托给配电系统运营商的机构。

通常是地方政府或市政当局

监管方

负责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可负责行使对电力市场和相关电网的自主权力。相

当于监管机构

[来源：IEC 60050-901:2013,901-03-11]

电网用户
连接到电网和消费/或发电的一方。电网用户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和产消者

相当于连接到电网的任何一方

4.2 系统用例清单

为支撑前文中业务用例的具体实施，表5列出了目前已确定的系统用例，后续将完善补充。部分系

统用例的详细描述见附录A.2。另外，表5没有列出用例的常规功能。

表 5 系统用例清单

系统用例编号 典型系统用例 简短描述

UC-S001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本系统用例描述了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的测量与

分析方法

UC-S002 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本系统用例描述了电能质量监测系统的架构、总体工

作流程以及各层系统的功能需求

UC-S003 电网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本系统用例提供了评估装置和设备发射限值的方法。

用例中的方法基于单项发射水平指标，该值由电能质

量水平分析得到。用例可作为评估装置和设备发射

限值的工具

表6列出了目前附录 A.2 中提供的系统用例中定义的系统角色。该表未包含所有系统角色，未来

将在后续版本中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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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列出了A.1中提供的业务用例中定义的业务角色，该表未包含所有业务角色。

表4 业务角色列表

4.2 系统用例清单

业务角色 定义

系统运营商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

系统其他部分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09]

电能质量投诉责任方 负责某地区部分电力系统电能质量问题的客户关系和客户支持的一方

电网运行责任方 负责电网特定区域的规划、运行、维护和发展的实体

(电力)供应商
按照合同向消费者提供电力和电量的市场成员

[来源：GB/T 2900.87—2011,617-02-08]

电网资产拥有者
拥有(部分)配电系统，并将其运行委托给配电系统运营商的机构。

通常是地方政府或市政当局

监管方

负责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可负责行使对电力市场和相关电网的自主权力。相

当于监管机构
[来源：IEC 60050-901:2013,901-03-11]

电网用户
连接到电网和消费/或发电的一方。电网用户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和产消者

相当于连接到电网的任何一方

为支撑前文中业务用例的具体实施，表5列出了目前已确定的系统用例，后续将完善补充。部分系

统用例的详细描述见附录A.2。另外，表5没有列出用例的常规功能。

表5 系统用例清单

系统用例编号 典型系统用例 简短描述

UC-SO01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本系统用例描述了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的测量与

分析方法

UC-S002 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本系统用例描述了电能质量监测系统的架构、总体工

作流程以及各层系统的功能需求

UC-S003 电网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本系统用例提供了评估装置和设备发射限值的方法。

用例中的方法基于单项发射水平指标，该值由电能质

量水平分析得到。用例可作为评估装置和设备发射

限值的工具

表6列出了目前附录A.2中提供的系统用例中定义的系统角色。该表未包含所有系统角色，未来

将在后续版本中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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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系统角色列表

系统角色 定义

客户端
向服务器请求服务和从服务器接受服务的功能单元

[来源：IEC 60050-732:2010.732-01-13]

监测终端
在交换系统内部，观察、记录某些操作以便分析及选择执行动作的功能单元

[来源：IEC 60050-714:1992,714-18-28]

主站
由控制站指定，保证将数据传送到一个或多个从站去的数据站

[来源：IEC 60050-721:1991,721-19-12]

5 技术规定

5.1 电能质量评估

5.1.1 概述

公用电网和接入电网用户的电能质量评估可采用预测评估和监测评估，电源接入电能质量评估可

参照执行。电能质量评估和用例的对应关系如图2所示。

发生以下情况，电网可能会进行调整：

1)监测数据变化异常；

2)用户投诉；

3)调度运行方式调整；

4)用户接入方式变更。

BUC2: 电网电能质量
投诉处理

背景电能质量

水平

事件

治理

出具报告
电能质量管控

SUC2: 电网电能质量
监 测

背景分析
监测

电能质量规划

评估

经济性评估

BUC4: 并网用户
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预测评估

BUC3: 电能质量报告
编制

现场测试

扰动预测

治理

出具报告

评估

经济性评估

电能质量需求

SUCI: 电网特定节点
电能质量测量

BUCI: 电网电能质量
管理

监测

现场测试

电能质量投诉
问题

电能质量需求

监测评估

影响分析

常规流程

图 2 电能质量技术管理主要功能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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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系统角色列表

5 技术规定

5.1 电能质量评估

5.1.1 概述

公用电网和接入电网用户的电能质量评估可采用预测评估和监测评估，电源接入电能质量评估可

参照执行。电能质量评估和用例的对应关系如图2所示。

系统角色 定义

客户端
向服务器请求服务和从服务器接受服务的功能单元
[来源：IEC 60050-732:2010.732-01-13]

监测终端
在交换系统内部，观察、记录某些操作以便分析及选择执行动作的功能单元
[来源：IEC 60050-714:1992,714-18-28]

主站
由控制站指定，保证将数据传送到一个或多个从站去的数据站

[来源：IEC 60050-721:1991,721-19-12]

发生以下情况，电网可能会进行调整：

1)监测数据变化异常；

2)用户投诉；

3)调度运行方式调整；
4)用户接入方式变更。

BUCI:电网电能质量
管理

BUC2:电网电能质量
投诉处理 监测 常规流程

背景电能质量
水平

现场测试

事件
电能质量投诉

问题
治理

出具报告
电能质量管控

评估
经济性评估

电能质量需求

监测评估

背景分析
监测

电能质量规划 影响分析

扰动预测 评估

经济性评估

BUC4:并网用户 治理 电能质量需求
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出具报告 预测评估

BUC3: 电能质量报告
编制

图2 电能质量技术管理主要功能概览

SUCI:电网特定节点
电能质量测量

SUC2:电网电能质量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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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监测评估

监测评估用于连续监测公用电网日常运行的电能质量。另外，监测评估可用于电网关键节点的电

能质量评估，也可用于在接到用户投诉后开展电网实际电能质量水平分析。

监测评估使用测量设备进行现场测量，获得电能质量测试数据，与相对应的评估指标限值比较，判

断是否满足标准要求，可根据需要进行电能质量评估和等级划分。电能质量监测评估报告的内容及要

求详见附录B。

5.1.3 监测评估流程

监测评估流程如下。

1)评估对象和范围确定：根据评估任务的来源和目的确定评估对象与范围。

2) 系统和设备参数收集：收集与评估对象相关的电力系统和设备资料，确定监测评估点和评估指

标限值。

3) 制定监测方案：分析评估对象的运行方式、设备工况、生产工艺特点等，制定监测方案。

4)测试数据获取：根据需要选择测试仪器，确定合适的测量条件、测量时间和测量取值，获取实测

数据。测量宜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最小方式(或较小方式)、评估对象正常工作状态下进

行，并保证监测时段包含评估对象的最大扰动工作周期。

5)数据分析：对实测数据进行处理与统计，将分析结果与相应指标限值作比对，并根据实际情况

按需分析背景水平和用户所产生的待评估指标值，形成评估结论。

6) 提出治理建议：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提出治理建议。

7) 提交报告：编制监测评估报告。电能质量监测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及要求见附录B。

5.1.4 预测评估

对新建或改扩建工程在规划可研阶段开展电能质量评估时应采用预测评估。

预测评估根据相关负荷资料和系统参数，对评估对象建模仿真或分析计算得出各项电能质量数

据，与相对应的评估指标限值比较，判断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5.1.5 预测评估流程

预测评估流程如下。

1) 评估对象和范围确定：根据评估任务的来源和目的确定评估对象及范围。

2) 系统和设备参数收集：收集与评估对象相关电力系统和设备资料(当无法提供时，可参考同类

型设备),确定评估考核点和评估指标限值。

3) 预测评估：根据评估对象对评估指标影响程度的大小，对其进行预测评估。评估时宜考虑负荷

投产年、达产年系统正常运行的最小方式(或较小方式)和最大负荷水平。

4)提交报告：编制预测评估报告。电能质量预测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及要求见附录C。

5.1.6 背景描述和分析

国家标准主要包括电压暂降、暂升和短时中断、瞬时过电压和暂态过电压、谐波/间谐波、电压波动

和闪变、三相不平衡、电压偏差和频率偏差等标准。电能质量数据主要是通过建立电网及负荷模型与仿

真分析、以及电能质量监测的方式获取，可同时获得基本的电压/电流数据。

电能质量规划中，不同地区电能质量水平要求不同，其不应低于规划水平。

5.1.7 干扰源预测

在电能质量干扰源接入电力系统的规划设计阶段，应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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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预测评估应以本地评估流程为基础，并与电网负荷类型、负荷电气特性和电气参数有关。

主要参数包括电网电压等级、系统容量、负荷容量、电能质量数据、最大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预测评估结果为“超过电能质量标准限值”的工程，应采取电能质量控制技术措施，同步安装电能质

量监测终端。

5.1.8 影响分析

电能质量评估分为监测评估和预测评估两种方法。监测评估应满足电网性能评估的需要。预测评

价应满足各类电能质量干扰源和敏感用户并网规划的要求。

5.2 电能质量监测系统

5.2.1 概述

电能质量监测指标为IEC TS 62749中规定的指标，即电网电压偏差、电压波动、闪变、三相电压不平

衡、系统频率偏差、谐波电压、间谐波、短时中断、电压暂降和暂升。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可选择一个或多

个监测指标进行监测。如IEC TS 62749中所述，用于评估电能质量的监测周期不应小于1周(168 h)。

除了统计结果，某些场合也需要中间值。例如，每10 min RMS值为前200 ms 和3s 聚合计算的结

果。较短时间窗口的幅值可通过统计分析甚至在线测量得到(如通过SCADA)。

当考虑不同发射源的相互影响时，需要监测电流。例如，通过测量客户的负载电流，可发现其与

PCC处电压波动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通过监测终端记录事件或故障期间的电流波形。

5.2.2 监测点设置

电能质量监测点优化布点的选择应考虑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

宜在以下供电系统节点开展电能质量监测：

1)变电站的重要母线和出线；

2)直流换流站及其影响的高低压母线；

3) 向干扰源用户供电的母线和出线；

4)供电连接点；

5)变电所(换流站)母线和配备 FACTS 设备(如SVC、STATCOM等)的出线；

6)主变重负载或投诉较多的变电站母线和出线；

7)敏感用户供电母线和出线；

8)发射量超设计预期的干扰源。

对用户而言，电能质量监测可在以下监测点进行：与公用电网的连接点；电能质量控制设备(如

UPS、APF、DVR等)的输入、输出侧；重要敏感设备的连接点；典型电能质量干扰源装置的输入侧。

5.2.3 监测装置

当需要精确测量时，应选择A级设备，可用于解决争议、验证是否符合标准等。S 级²装置宜用于

统计应用，如调查或电能质量评估。针对故障记录器、功率计、保护继电器等测量设备，若测量方法符合

IEC 61000-4-30,也可使用。测量仪器可采用固定安装或便携式。设备的测量功能应与现场测量扰动

类型匹配。

1)A 级：该级用于解决争议、验证是否符合标准等。

2)S 级：该级用于统计应用，如调查或电能质量评估。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电能质量预测评估应以本地评估流程为基础，并与电网负荷类型、负荷电气特性和电气参数有关。
主要参数包括电网电压等级、系统容量、负荷容量、电能质量数据、最大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预测评估结果为“超过电能质量标准限值”的工程，应采取电能质量控制技术措施，同步安装电能质

量监测终端。

5.1.8 影响分析

电能质量评估分为监测评估和预测评估两种方法。监测评估应满足电网性能评估的需要。预测评

价应满足各类电能质量干扰源和敏感用户并网规划的要求。

5.2 电能质量监测系统

5.2.1 概述

电能质量监测指标为IEC TS 62749中规定的指标，即电网电压偏差、电压波动、闪变、三相电压不平
衡、系统频率偏差、谐波电压、间谐波、短时中断、电压暂降和暂升。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可选择一个或多

个监测指标进行监测。如IEC TS 62749中所述，用于评估电能质量的监测周期不应小于1周(168 h)。

除了统计结果，某些场合也需要中间值。例如，每10 min RMS值为前200 ms 和3s 聚合计算的结
果。较短时间窗口的幅值可通过统计分析甚至在线测量得到(如通过SCADA)。

当考虑不同发射源的相互影响时，需要监测电流。例如，通过测量客户的负载电流，可发现其与

PCC处电压波动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通过监测终端记录事件或故障期间的电流波形。

5.2.2 监测点设置

电能质量监测点优化布点的选择应考虑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

宜在以下供电系统节点开展电能质量监测：

1)变电站的重要母线和出线；

2)直流换流站及其影响的高低压母线；

3) 向干扰源用户供电的母线和出线；

4)供电连接点；
5)变电所(换流站)母线和配备FACTS 设备(如SVC、STATCOM等)的出线；

6)主变重负载或投诉较多的变电站母线和出线；

7)敏感用户供电母线和出线；

8)发射量超设计预期的干扰源。

对用户而言，电能质量监测可在以下监测点进行：与公用电网的连接点；电能质量控制设备(如

UPS、APF、DVR等)的输入、输出侧；重要敏感设备的连接点；典型电能质量干扰源装置的输入侧。

5.2.3 监测装置

当需要精确测量时，应选择A级设备，可用于解决争议、验证是否符合标准等。S级2装置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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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相关信息与通信系统

监测数据应采用标准格式，以便在不同的应用系统之间进行交互，充分发挥电能质量监测数据的价

值。监测设备可基于IEC 61850(所有部分)实现电能质量数据建模和通信，任何应用系统都可通过该

标准从监测仪器获取电能质量监测数据。通过使用IEC 61850(所有部分),任意计算得到的电能质量

指标都可与某一个逻辑节点相关联，可以是特定节点(如谐波逻辑节点、闪变逻辑节点等),也可以是通

用节点(如通用测量逻辑节点)。通过电能质量事件的逻辑节点和保护相关(波形记录)的逻辑节点，电

能质量事件的管理也包含在标准中。此外，通过使用逻辑节点、接口和存储器，可定期存储和查询电能

质量事件。

然而，这种方法灵活性欠佳。SCADA 系统很少使用电能质量指标，而且由于其复杂性和PQ 设备

的系统资源开销，导致其在低压电网中无法实现。该类设备相对简单：技术人员可通过在线查询设备实

现实时可视化，但 SCADA 无法实现。该类设备每n min生成一个监测数据文件，描述电能质量事件并

录波。该类设备以二进制或文本格式生成文件，系统资源开销很小(见CIGRE/CIREDC4.112附录4-A)。

此外，在处理大量监测设备时，还需考虑系统主从架构。边缘计算体系架构降低了主站的通信、存

储和处理需求，依靠HTTP 接口的嵌入式数据库，改进了传统的文件生成方式。

5.3 经济性评估

5.3.1 概述

电能质量经济评估是电网和用户进行电能质量治理投资决策的基础。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首先要

对所需的基础数据和数据采集方法进行明确，然后计算各种电能质量扰动对电力用户和电网造成的经

济损失，最后通过经济性评估掌握治理工程投资效益。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主要内容见附录D。

5.3.2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规定

5.3.2.1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类型

电能质量经济评价数据类型包括：用于电力用户及公用配电网电能质量经济评估的基本经济成本

数据、电能质量相关监测数据、设备及系统参数。

5.3.2.2 经济成本数据

电力用户的经济成本数据包括：人工成本、设备成本、产品成本、材料成本、检测成本、能源和电力成

本、合同违约成本。

配电网经济成本数据包括：用电成本、人工成本、设备成本、检测成本、合同违约成本。

5.3.2.3 电能质量指标数据

电能质量指标数据包括：原电能质量监测数据；造成经济损失的事件相关电能质量数据；电能质量

指标的年度统计值；年度基本电压、运行功率、电气设备主要测量数据。

5.3.2.4 设备及系统参数

设备及系统参数包括：电气设备额定参数、电气设备试验参数、供电系统运行参数。

5.3.2.5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采集方法

1) 数据收集

电力用户或者公用配电网应当通过监测、计算、统计等方法，收集电能质量的基本经济成本数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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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相关信息与通信系统

监测数据应采用标准格式，以便在不同的应用系统之间进行交互，充分发挥电能质量监测数据的价

值。监测设备可基于IEC 61850(所有部分)实现电能质量数据建模和通信，任何应用系统都可通过该

标准从监测仪器获取电能质量监测数据。通过使用IEC 61850(所有部分),任意计算得到的电能质量

指标都可与某一个逻辑节点相关联，可以是特定节点(如谐波逻辑节点、闪变逻辑节点等),也可以是通

用节点(如通用测量逻辑节点)。通过电能质量事件的逻辑节点和保护相关(波形记录)的逻辑节点，电

能质量事件的管理也包含在标准中。此外，通过使用逻辑节点、接口和存储器，可定期存储和查询电能

质量事件。

然而，这种方法灵活性欠佳。SCADA 系统很少使用电能质量指标，而且由于其复杂性和PQ 设备

的系统资源开销，导致其在低压电网中无法实现。该类设备相对简单：技术人员可通过在线查询设备实

现实时可视化，但SCADA无法实现。该类设备每n min生成一个监测数据文件，描述电能质量事件并

录波。该类设备以二进制或文本格式生成文件，系统资源开销很小(见CIGRE/CIRED C4.112附录4-A)。

此外，在处理大量监测设备时，还需考虑系统主从架构。边缘计算体系架构降低了主站的通信、存

储和处理需求，依靠HTTP 接口的嵌入式数据库，改进了传统的文件生成方式。

5.3 经济性评估

5.3.1 概述

电能质量经济评估是电网和用户进行电能质量治理投资决策的基础。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首先要

对所需的基础数据和数据采集方法进行明确，然后计算各种电能质量扰动对电力用户和电网造成的经

济损失，最后通过经济性评估掌握治理工程投资效益。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主要内容见附录D。

5.3.2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规定

5.3.2.1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类型

电能质量经济评价数据类型包括：用于电力用户及公用配电网电能质量经济评估的基本经济成本

数据、电能质量相关监测数据、设备及系统参数。

5.3.2.2 经济成本数据

电力用户的经济成本数据包括：人工成本、设备成本、产品成本、材料成本、检测成本、能源和电力成

本、合同违约成本。

配电网经济成本数据包括：用电成本、人工成本、设备成本、检测成本、合同违约成本。

5.3.2.3 电能质量指标数据

电能质量指标数据包括：原电能质量监测数据；造成经济损失的事件相关电能质量数据；电能质量

指标的年度统计值；年度基本电压、运行功率、电气设备主要测量数据。

5.3.2.4 设备及系统参数

设备及系统参数包括：电气设备额定参数、电气设备试验参数、供电系统运行参数。

5.3.2.5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采集方法

1)数据收集
电力用户或者公用配电网应当通过监测、计算、统计等方法，收集电能质量的基本经济成本数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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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监测数据、设备和系统参数，为进行电能经济损失评估提供数据依据。

电能质量数据采集周期宜为1年。收集的数据应当真实、准确、全面，反映电力用户和公用配电网

的运行状况和生产特点。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异常电能质量数据的分析和采集。

电能质量经济数据采集工作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a) 电气设备投入运行前，收集设备及系统参数；

b) 进行电能质量监测，收集电能质量监测数据；

c) 电能质量扰动发生后，结合电能质量扰动现象、后果和特点，收集和计算电能质量扰动造成的

各种经济损失的基础数据；

d) 在完成单个电能质量扰动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汇总统计后，对各类经济损失进行汇总，得出本

次电能质量扰动的经济损失；

e) 在完成上述计算后，应每年进行一次电能质量经济损失统计工作。

2) 数据预测

对于尚未完成初步设计的系统，或者系统在不同的运行工况和不同的治理方案下进行电能质量经

济评估，有些数据不能直接采集，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估算：

a) 仿真预测方法：该方法适用于事件型电能质量评估，主要包括故障点法、蒙特卡罗仿真法和临

界距离法。

b) 概率分析预测法：该方法适用于连续电能质量评估。主要考虑扰动的不确定性，引入随机变量

和周期概率密度函数，采用概率分析方法对电能质量指标及其经济损失进行评估。

5.3.3 电能质量引起的经济损失评估

5.3.3.1 电力用户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根据电能质量扰动对电力用户的影响，将电力用户的经济损失分为经济活动中断损失和经济活动

未中断损失。一般以一年为统计周期，计算一年内用户因电能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经济活动

中断损失和经济活动未中断损失。

经济活动中断损失分为：单一经济活动中断损失和年度经济活动损失。

经济活动未中断损失，是指在计算上述各类电能质量扰动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后，计算年度经济活

动未中断的经济损失。

5.3.3.2 配电网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配电网电能质量的经济损失可分为事件型扰动引起的损失和连续扰动引起的损失。考虑各类电能

质量指标对配电网的影响，分项指标统计计算经济损失。一般以一年为统计期，计算一年内配电网因电

能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基于事件型电能质量经济损失和连续型电能质量经济损失。

5.3.3.3 经济评估方法

1) 生命周期成本分析(LCC)

全生命周期成本是电能质量控制设备全生命周期成本的现值。当不同方案的效果基本相同时，适

用于替代方案的比较。当生命周期相等时，LCC值最小的方案为最优治理方案；当生命周期不相等

时，采用LCC的年值，年值最小的方案为最优治理方案。

2) 净现值法(NPV)

净现值是指项目生命周期内的年度现金流量，即按一定折现率折现为建设期初现值的各年度现金

流量之和。

净现值法是在计算不同电能质量管理方案净现值的基础上提出的。评价标准为：净现值不小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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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监测数据、设备和系统参数，为进行电能经济损失评估提供数据依据。

电能质量数据采集周期宜为1年。收集的数据应当真实、准确、全面，反映电力用户和公用配电网

的运行状况和生产特点。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异常电能质量数据的分析和采集。

电能质量经济数据采集工作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a)电气设备投入运行前，收集设备及系统参数；

b)进行电能质量监测，收集电能质量监测数据；

c)电能质量扰动发生后，结合电能质量扰动现象、后果和特点，收集和计算电能质量扰动造成的

各种经济损失的基础数据；

d)在完成单个电能质量扰动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汇总统计后，对各类经济损失进行汇总，得出本

次电能质量扰动的经济损失；

e)在完成上述计算后，应每年进行一次电能质量经济损失统计工作。

2)数据预测

对于尚未完成初步设计的系统，或者系统在不同的运行工况和不同的治理方案下进行电能质量经

济评估，有些数据不能直接采集，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估算：

a)仿真预测方法：该方法适用于事件型电能质量评估，主要包括故障点法、蒙特卡罗仿真法和临

界距离法。

b)概率分析预测法：该方法适用于连续电能质量评估。主要考虑扰动的不确定性，引入随机变量

和周期概率密度函数，采用概率分析方法对电能质量指标及其经济损失进行评估。

5.3.3 电能质量引起的经济损失评估

5.3.3.1 电力用户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根据电能质量扰动对电力用户的影响，将电力用户的经济损失分为经济活动中断损失和经济活动

未中断损失。一般以一年为统计周期，计算一年内用户因电能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经济活动

中断损失和经济活动未中断损失。

经济活动中断损失分为：单一经济活动中断损失和年度经济活动损失。

经济活动未中断损失，是指在计算上述各类电能质量扰动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后，计算年度经济活

动未中断的经济损失。

5.3.3.2 配电网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配电网电能质量的经济损失可分为事件型扰动引起的损失和连续扰动引起的损失。考虑各类电能

质量指标对配电网的影响，分项指标统计计算经济损失。一般以一年为统计期，计算一年内配电网因电

能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基于事件型电能质量经济损失和连续型电能质量经济损失。

5.3.3.3 经济评估方法

1)生命周期成本分析(LCC)

全生命周期成本是电能质量控制设备全生命周期成本的现值。当不同方案的效果基本相同时，适
用于替代方案的比较。当生命周期相等时，LCC值最小的方案为最优治理方案；当生命周期不相等

时，采用LCC的年值，年值最小的方案为最优治理方案。

2) 净现值法(NPV)

净现值是指项目生命周期内的年度现金流量，即按一定折现率折现为建设期初现值的各年度现金

流量之和。

净现值法是在计算不同电能质量管理方案净现值的基础上提出的。评价标准为：净现值不小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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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是可行的。由于净现值不能反映初始投资的效率，在没有资本约束的情况下，净现值越大越好；

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应采用内部收益率法(IRR 法)进行评价。

3) 回收期法(PB)

投资回收期从治理计划开始实施之日起计算，以及恢复所有投资治理计划净现金流所需的时间。

回收期法是根据不同电能质量管理方案的回收期计算得出的。其评价标准为：投资回收期小于基

本投资回收期为可行方案，投资回收期最短为最优方案，抗风险能力强。一般的PB 方法仅作为辅助决

策方法。

4) 内部收益率法(IRR)

内部收益率法是指在治理计划计算期内，与项目资本金相关的净现金流量现值为零时的折现率。

它是项目投资的利润率，反映了投资使用的效率。

内部收益率法是根据不同电能质量管理方案的内部收益率(IRR) 计算得出的。评价标准是考虑内

部收益率大于基准折现率以满足投资利益的要求；最大内部收益率为最优管理方案。

电能质量管理方案经济评价方法推荐上述四种方法。在实际情况下，应根据需要选择一种或多种

方法进行评价，不排除其他方法进行评价。

5.4 电能质量要求

公用电网电能质量评估根据不同情况对供电电压偏差、频率偏差、谐波电压、电压波动和闪变、三相

电压不平衡、间谐波等进行评估。

用户接入电力系统电能质量评估根据需要对供电电压偏差、谐波电压、谐波电流、电压波动和闪变、

三相电压不平衡、负序电流、频率偏差和间谐波等进行评估。

5.5 电能质量治理

5.5.1 总体要求

以满足接入电力系统的多数用户的要求为准则，应关注干扰源用户产生的电能质量问题，并采取相

应的电能质量预防及治理措施，保证公用电网的电能质量水平。

电能质量治理措施可分为：谐波治理、无功管理、三相不平衡治理、电压偏差治理、电压暂降和短时

中断治理、电压波动和闪变治理等。

5.5.2 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5.5.2.1 谐波治理方案

谐波治理方案包括有源滤波和无源滤波。应以对谐波源采取就地治理为原则，确保其接入PCC 点

的谐波电流满足国标限值。

谐波治理可在电网侧或负荷侧实施。在谐波源处安装有源或无源滤波器以吸收谐波电流是最主要

的谐波治理方式。有源电力滤波器(APF) 是以向电力系统馈入同幅值、同相位、反方向谐波电流的方

式，实时补偿谐波源的谐波电流，以使系统的总谐波电流为零。APF 适用于同时滤除奇次谐波、偶次谐

波和三的倍数次谐波。无源滤波器以电感、电容和电阻的不同组合，构成单调谐、双调谐或高通滤波电

路，实现对单频次或多频次谐波的补偿。最常见的无源滤波器结构是电感和电容串联，为主导频次的谐

波构成低阻抗旁路以实现滤除。

5.5.2.2 无功功率控制方案

无功补偿措施主要包括电容补偿、静止无功补偿器(SVC)、静止同步补偿器(STATCOM、SVG)
等，应以无功负荷的就地补偿为治理原则，以减少因无功功率在电网中流动造成的线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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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是可行的。由于净现值不能反映初始投资的效率，在没有资本约束的情况下，净现值越大越好；
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应采用内部收益率法(IRR法)进行评价。

3)回收期法(PB)

投资回收期从治理计划开始实施之日起计算，以及恢复所有投资治理计划净现金流所需的时间。

回收期法是根据不同电能质量管理方案的回收期计算得出的。其评价标准为：投资回收期小于基

本投资回收期为可行方案，投资回收期最短为最优方案，抗风险能力强。一般的PB方法仅作为辅助决

策方法。
4)内部收益率法(IRR)

内部收益率法是指在治理计划计算期内，与项目资本金相关的净现金流量现值为零时的折现率。
它是项目投资的利润率，反映了投资使用的效率。

内部收益率法是根据不同电能质量管理方案的内部收益率(IRR)计算得出的。评价标准是考虑内

部收益率大于基准折现率以满足投资利益的要求；最大内部收益率为最优管理方案。

电能质量管理方案经济评价方法推荐上述四种方法。在实际情况下，应根据需要选择一种或多种

方法进行评价，不排除其他方法进行评价。

5.4 电能质量要求

公用电网电能质量评估根据不同情况对供电电压偏差、频率偏差、谐波电压、电压波动和闪变、三相

电压不平衡、间谐波等进行评估。

用户接入电力系统电能质量评估根据需要对供电电压偏差、谐波电压、谐波电流、电压波动和闪变、

三相电压不平衡、负序电流、频率偏差和间谐波等进行评估。

5.5 电能质量治理

5.5.1 总体要求

以满足接入电力系统的多数用户的要求为准则，应关注干扰源用户产生的电能质量问题，并采取相

应的电能质量预防及治理措施，保证公用电网的电能质量水平。

电能质量治理措施可分为：谐波治理、无功管理、三相不平衡治理、电压偏差治理、电压暂降和短时

中断治理、电压波动和闪变治理等。

5.5.2 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5.5.2.1 谐波治理方案

谐波治理方案包括有源滤波和无源滤波。应以对谐波源采取就地治理为原则，确保其接入PCC点
的谐波电流满足国标限值。

谐波治理可在电网侧或负荷侧实施。在谐波源处安装有源或无源滤波器以吸收谐波电流是最主要

的谐波治理方式。有源电力滤波器(APF)是以向电力系统馈入同幅值、同相位、反方向谐波电流的方

式，实时补偿谐波源的谐波电流，以使系统的总谐波电流为零。APF 适用于同时滤除奇次谐波、偶次谐

波和三的倍数次谐波。无源滤波器以电感、电容和电阻的不同组合，构成单调谐、双调谐或高通滤波电

路，实现对单频次或多频次谐波的补偿。最常见的无源滤波器结构是电感和电容串联，为主导频次的谐
波构成低阻抗旁路以实现滤除。

5.5.2.2 无功功率控制方案

无功补偿措施主要包括电容补偿、静止无功补偿器(SVC)、静止同步补偿器(STATCOM、SVG)
等，应以无功负荷的就地补偿为治理原则，以减少因无功功率在电网中流动造成的线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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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电容器组可由机械接触装置控制投切，并联接入供电母线，通过调整并入的电容器容量，可补

偿电力系统中各类电气设备产生的感性无功。为避免电容器投切引起的系统振荡，通常将电抗器和电

容器串联，且补偿回路的阻抗相对于谐波频率点的负荷是感性的，从而可消除电路中电容引起的谐波振

荡。同时，并联电容器组还具有限制励磁涌流的功能。

静止无功补偿装置(SVC) 通常由并联接入电力系统的晶闸管控制电容器或电抗器组成，通过改变

等效电容或等效电感来实现无功补偿。

静止同步补偿器/静止无功发生器(SVG) 通常由并联接入电力系统的电压源型换流器组成，通过

调节换流器交流侧电压的幅值和相位，可实现对换流器交流侧电流幅值和相位的调节。SVG 通过调节

输出的感性或容性无功电流，满足动态无功补偿要求。

5.5.2.3 三相不平衡治理方案

电压不平衡治理措施包括无源不平衡治理、有源不平衡治理和不平衡负荷转供措施。

有源不平衡调节器等同于三相四线 SVG, 具备动态调节负荷三相不平衡电流的功能。通过对系统

不平衡电流的实时监测，向系统连续补偿反向不平衡电流使系统时刻达到三相平衡。

无源不平衡调节器通过调节相间、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容器数量来调节不平衡电流。无源不平衡

调节方式无法实现连续调节和零序不平衡治理。

不平衡负荷转供措施通过快速开关实现三相负荷的再分配与调节。

5.5.2.4 电压偏差治理方案

电压偏差治理措施包括电网运行方式调整、有载调压变压器、串联调压器、无功功率补偿、三相负荷

平衡、有功功率及功率因数控制、加装电池储能系统等。

5.5.2.5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治理方案

暂降治理可在电网侧或负载侧实施。

在电网侧，可进行SARFI 指标评估并采取措施使指标满足 IEC 61000-4系列标准要求。当有新供

电设备加装时，应进行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薄弱区域评估。

对于具有重要敏感负载的用户，负荷侧电压暂降保护分为三类：

1) 控制系统保护；

2)设备保护；

3)厂站级保护。

在负荷侧，电压暂降治理措施包括使用满足或优于国家标准的用电设备、动态电压恢复器、静态

UPS、动态UPS、暂降预防系统、蓄电池储能系统BESS等。

短时中断可通过加装静态UPS 或动态 UPS进行治理。

5.5.2.6 电压波动和闪变治理方案

电压波动和闪变治理措施包括对大容量冲击性负荷采用更高电压等级专线供电，加装快速响应的

静止无功补偿器(SVC)或可动态补偿负荷波动的静止无功发生器(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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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电容器组可由机械接触装置控制投切，并联接入供电母线，通过调整并入的电容器容量，可补

偿电力系统中各类电气设备产生的感性无功。为避免电容器投切引起的系统振荡，通常将电抗器和电

容器串联，且补偿回路的阻抗相对于谐波频率点的负荷是感性的，从而可消除电路中电容引起的谐波振

荡。同时，并联电容器组还具有限制励磁涌流的功能。

静止无功补偿装置(SVC)通常由并联接入电力系统的晶闸管控制电容器或电抗器组成，通过改变

等效电容或等效电感来实现无功补偿。

静止同步补偿器/静止无功发生器(SVG)通常由并联接入电力系统的电压源型换流器组成，通过

调节换流器交流侧电压的幅值和相位，可实现对换流器交流侧电流幅值和相位的调节。SVG通过调节
输出的感性或容性无功电流，满足动态无功补偿要求。

5.5.2.3 三相不平衡治理方案

电压不平衡治理措施包括无源不平衡治理、有源不平衡治理和不平衡负荷转供措施。

有源不平衡调节器等同于三相四线 SVG,具备动态调节负荷三相不平衡电流的功能。通过对系统

不平衡电流的实时监测，向系统连续补偿反向不平衡电流使系统时刻达到三相平衡。

无源不平衡调节器通过调节相间、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容器数量来调节不平衡电流。无源不平衡

调节方式无法实现连续调节和零序不平衡治理。

不平衡负荷转供措施通过快速开关实现三相负荷的再分配与调节。

5.5.2.4 电压偏差治理方案

电压偏差治理措施包括电网运行方式调整、有载调压变压器、串联调压器、无功功率补偿、三相负荷

平衡、有功功率及功率因数控制、加装电池储能系统等。

5.5.2.5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治理方案

暂降治理可在电网侧或负载侧实施。

在电网侧，可进行SARFI指标评估并采取措施使指标满足IEC 61000-4系列标准要求。当有新供

电设备加装时，应进行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薄弱区域评估。

对于具有重要敏感负载的用户，负荷侧电压暂降保护分为三类：

1) 控制系统保护；
2)设备保护；

3)厂站级保护。

在负荷侧，电压暂降治理措施包括使用满足或优于国家标准的用电设备、动态电压恢复器、静态

UPS、动态UPS、暂降预防系统、蓄电池储能系统BESS等。

短时中断可通过加装静态UPS 或动态UPS进行治理。

5.5.2.6 电压波动和闪变治理方案

电压波动和闪变治理措施包括对大容量冲击性负荷采用更高电压等级专线供电，加装快速响应的

静止无功补偿器(SVC)或可动态补偿负荷波动的静止无功发生器(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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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用例

A.1 业务用例(BUC)

A.1.1 BUC 1: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A.1.1.1 用例描述

A.1.1.1.1 用例名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A.1.1.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电网给用户(包括电源和负荷)供电过程中输配电电能质量的管理。用户内部的电能质量问

题和管理流程不在范围内，仅考虑系统用户连接点的电能质量

目标

保证已明确的电能质量要求始终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电能质量指标包括：

● 频率偏差；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序、负序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 供电中断；

●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相关业务案例
确保满足客户对电能质量的需求

确保满足当地电能质量的法规要求

A.1.1.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管理电能质量扰动的主要过程，保证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并确保在连接点向用户提供

电能质量合格的电力。

电力系统电能质量问题包含多个方面，例如：

●频率偏差：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序、负序和零序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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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A
(规范性)

用例

A.1 业务用例(BUC)

A.1.1 BUC 1: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A.1.1.1 用例描述

A.1.1.1.1 用例名称

A.1.1.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A.1.1.1.3 用例描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电网给用户(包括电源和负荷)供电过程中输配电电能质量的管理。用户内部的电能质量问

题和管理流程不在范围内，仅考虑系统用户连接点的电能质量

目标

保证已明确的电能质量要求始终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电能质量指标包括：

●频率偏差；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序、负序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供电中断；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相关业务案例
确保满足客户对电能质量的需求

确保满足当地电能质量的法规要求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管理电能质量扰动的主要过程，保证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并确保在连接点向用户提供

电能质量合格的电力。
电力系统电能质量问题包含多个方面，例如：

●频率偏差：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序、负序和零序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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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用例描述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由于电网运行故障、上级电网故障、建设和检修工作导致的供电中断或重大非计划事件导致的供电中断(自然灾

害等);

●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完整描述

根据电能质量问题引起的电网异常状态，系统运营商电能质量处理流程包括三个阶段，每个步骤使用一个或多个专

用的业务用例。

用例概述

●在电网规划(改建或扩建)阶段的电能质量管理

描述：目标是在电网规划时，无论是电网改扩建还是与其他外部电网连接，系统运营商都可以确保电能质量始终

满足指标要求。为了保证电能质量满足要求，需考虑电网电能质量和设备的干扰发射水平。该步骤涵盖了电网

改建和扩建的情况，用于解决电网层面的电能质量问题。

●在客户支持阶段的电能质量管理

描述： 目标是通过管理手段以确保用户连接点的电能质量始终满足要求。

与电网用户签订专用合同，包括额外的电能质量要求并开展监测：

■处理客户(电网用户)对电能质量问题的投诉；

■管理用户有序并网(并网要求、专项作业或扩建工程……):

■并网点电能质量监测。

●在电网建设、运行和维护期间的电能质量管理

描述：目标是确保在部分电网建设、运行和维护期间，其余电网用户电能质量始终保持在可接受范围内

A.1.1.2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已定义电能质量要求：可通过以下方式定义电能质量限值：

● 法 规；

● 标 准；

●签订并网合约用户的定制电能质量要求；

●系统运营商根据电网运行限值制定。

注：这些限值是出于安全原因、工业流程性能和电力使用的需求而提出的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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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A.1.1.2 用例条件

用例描述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由于电网运行故障、上级电网故障、建设和检修工作导致的供电中断或重大非计划事件导致的供电中断(自然灾

害等);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完整描述

根据电能质量问题引起的电网异常状态，系统运营商电能质量处理流程包括三个阶段，每个步骤使用一个或多个专

用的业务用例。

用例概述
●在电网规划(改建或扩建)阶段的电能质量管理

描述：目标是在电网规划时，无论是电网改扩建还是与其他外部电网连接，系统运营商都可以确保电能质量始终
满足指标要求。为了保证电能质量满足要求，需考虑电网电能质量和设备的干扰发射水平。该步骤涵盖了电网

改建和扩建的情况，用于解决电网层面的电能质量问题。
●在客户支持阶段的电能质量管理

描述：目标是通过管理手段以确保用户连接点的电能质量始终满足要求。

与电网用户签订专用合同，包括额外的电能质量要求并开展监测：

■处理客户(电网用户)对电能质量问题的投诉；
■管理用户有序并网(并网要求、专项作业或扩建工程⋯⋯):

■并网点电能质量监测。

●在电网建设、运行和维护期间的电能质量管理

描述：目标是确保在部分电网建设、运行和维护期间，其余电网用户电能质量始终保持在可接受范围内

用例条件

假设

已定义电能质量要求：可通过以下方式定义电能质量限值：

●法规；
●标准；
●签订并网合约用户的定制电能质量要求；

●系统运营商根据电网运行限值制定。

注：这些限值是出于安全原因、工业流程性能和电力使用的需求而提出的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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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3 用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业务用例》>输配电网与其他电网连接时，电能质量分析

(<业务用例》)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业务用例》)电网扩建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业务用例》》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业务用例》>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业务用例》)电网运行时电能质量分析

深度级别

高级别

优先级

—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通用的

用例的性质

业务用例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电能质量管理

A.1.2 BUC 2: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A.1.2.1 用例描述

A.1.2.1.1 用例名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 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A.1.2.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电网用户(电源或负荷)和系统运营商之间就输配电网的电能质量投诉进行交涉。可能涉及：

● 频率偏差；

·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序、负序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供电中断；

GB/Z 44118.1—2024/EC TS 63222-1:2021

A.1.1.3 用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A.1.2 BUC 2: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业务用例》>输配电网与其他电网连接时，电能质量分析

(<业务用例》)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业务用例》)电网扩建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业务用例》》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业务用例》>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业务用例》)电网运行时电能质量分析

深度级别

高级别

优先级一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通用的

用例的性质

业务用例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电能质量管理

A.1.2.1 用例描述

A.1.2.1.1 用例名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 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A.1.2.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电网用户(电源或负荷)和系统运营商之间就输配电网的电能质量投诉进行交涉。可能涉及：

●频率偏差；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序、负序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供电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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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注：用户内部的电能质量问题可能会出现在投诉中，因为有时很难确定引起电能质量问题的

根本原因。本用例考虑该种情况，因为投诉分析将有助于区分上游连接点的电能质量问

题与下游问题

目标 解决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问题

相关业务案例 确保客户对电能质量和获得电力的满意度

A.1.2.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为了解决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问题，应执行以下几个步骤：

●登记用户投诉信息；

●确定可能超标的电能质量指标以及关联的电网事件；

●如果可能复现电能质量问题，则在异常节点上测量电能质量；

●评估电能质量问题(原因、根本原因等);

●提出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完整描述

用例概述

●登记电网用户投诉信息

描述：通过客户关系管理流程和工具，登记用户投诉信息，如：

■电网用户联系信息；

■电能质量问题的性质(供电中断、电压越限、谐波等);

■电网用户调查(生产过程异常中断、设备故障等);

■背景环境(日期、负载配置);

■可能存储的电能质量数据。

用户投诉可以直接由用户提供给系统运营商，或通过次要参与者(供应商)提供给系统运营商。

●识别可能相关的电网事件

描述：确定可能超标的电能质量指标，并确定可能与电能质量问题相关的电网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已经通过统计

分析或电网模拟进行了测量、监测或计算。

●测量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

描述：测量系统用户并网点或电网任何相关节点的电能质量。

●评估电能质量问题

描述：为了评估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问题，并确定其根本原因，评估内容应列出：

■标准或合同规定的限值/承诺值或规范推荐值；

■与测量方法或统计分析方法相关的测量或监测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标准、合同和规范之间存在一些差距，因此测量和评估也需要遵守合同和规范的要求。

根据现场情况，尽快进行电能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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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注：用户内部的电能质量问题可能会出现在投诉中，因为有时很难确定引起电能质量问题的

根本原因。本用例考虑该种情况，因为投诉分析将有助于区分上游连接点的电能质量问
题与下游问题

目标 解决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问题

相关业务案例 确保客户对电能质量和获得电力的满意度

A.1.2.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为了解决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问题，应执行以下几个步骤：
●登记用户投诉信息；

●确定可能超标的电能质量指标以及关联的电网事件；
●如果可能复现电能质量问题，则在异常节点上测量电能质量；

●评估电能质量问题(原因、根本原因等);

●提出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完整描述

用例概述
●登记电网用户投诉信息

描述：通过客户关系管理流程和工具，登记用户投诉信息，如：

■电网用户联系信息；
■电能质量问题的性质(供电中断、电压越限、谐波等);

■电网用户调查(生产过程异常中断、设备故障等);

■背景环境(日期、负载配置);

■可能存储的电能质量数据。

用户投诉可以直接由用户提供给系统运营商，或通过次要参与者(供应商)提供给系统运营商。

●识别可能相关的电网事件

描述：确定可能超标的电能质量指标，并确定可能与电能质量问题相关的电网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已经通过统计
分析或电网模拟进行了测量、监测或计算。

●测量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
描述：测量系统用户并网点或电网任何相关节点的电能质量。

●评估电能质量问题

描述：为了评估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问题，并确定其根本原因，评估内容应列出：
■标准或合同规定的限值/承诺值或规范推荐值；

■与测量方法或统计分析方法相关的测量或监测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标准、合同和规范之间存在一些差距，因此测量和评估也需要遵守合同和规范的要求。
根据现场情况，尽快进行电能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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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用例描述

●提出和/或设计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描述：确定并部署电能质量治理方案，如：

■电网改扩建；

■平衡设置；

■用户并网点优化选址；

■调整变压器分接头开关；

■调整电网运行方式；

提升用户耐受能力。

部署治理方案后，检查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

A.1.2.1.4 关键性能指标(KPI)

关键性能指标

ID 名称 描述 对应的前述用例目标

1 平均响应时间 GB/T 19012—2019 解决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问题

2 满意度 GB/T 19012—2019 解决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问题

A.1.2.1.5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已明确系统用户并网点具体的电能质量限值要求：明确供用电双方对系统用户并网点电能质量的承诺和责任

前提

A.1.2.1.6 用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业务用例》》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系统用例》》设计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系统用例》)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深度级别

高级别

优先级

—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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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A.1.2.1.4 关键性能指标(KPI)

用例描述

●提出和/或设计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描述：确定并部署电能质量治理方案，如：

■电网改扩建；
■平衡设置；
■用户并网点优化选址；

■调整变压器分接头开关；

■调整电网运行方式；
提升用户耐受能力。

部署治理方案后，检查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

关键性能指标

ID 名称 描述 对应的前述用例目标

1 平均响应时间 GB/T 19012—2019 解决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问题

2 满意度 GB/T 19012—2019 解决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问题

A.1.2.1.5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已明确系统用户并网点具体的电能质量限值要求：明确供用电双方对系统用户并网点电能质量的承诺和责任

前提

A.1.2.1.6 用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业务用例》》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系统用例》》设计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系统用例》)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深度级别

高级别

优先级一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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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分类信息

用例的性质

业务用例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网络运行，客户支持

A.1.2.2 用例图表

用例图表

用 例 概 述 “ 电 网 电 能 质 量 投 诉 处 理 ”

c<业务> <<业务>

(电力)供应商 电网运行责任方

用于 用于

用于 <BUC> 用于

电同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业务>>

电能质量投诉击任方

条件 目 的

解决电网特定节

中序活量问2

标

招标

均时团

再用户并网点日体
由能活服值求

<<业务>>

电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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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A.1.2.2 用例图表

分类信息

用例的性质

业务用例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网络运行，客户支持

用例图表

用例概述“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e<业务> <业务>

(电力)供应商 电网运行责任方

用于 用于

用于 <BUC> 用于
电同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业务》> <业务》>

电网用户 电能质量投诉击任方

条件 目的

再用户并网点日体 解决电网特定节

标

招标 ASa

均时团

由能活服值求 中序活量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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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用例图表

用例场景流程图“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场景>>

登记电同用户投诉信息

<<场最>>

识别可能相关的电网事件

电网用户投诉

(直接向系统运营商或通过

供应商投诉)

已登记的电同用户投诉

需要测量? [否]

电同运行责任方或电网用

户的需求

评估电能质量问题

[是]

c<场景>>

评估电能质量问题

<<场量>

到量电网持定节点的电

能质量

<<场景>>

提出和/或设计电能质量

V
电能质量问题
是否确认?

治理方案 [是]

[否

电网中不存在

电能质量问题

用例概述“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用例图表

《<BUC>>

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基于 基于

《<SUC>>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SUC>>

设计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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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用例图表

用例场景流程图“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场景》> 电网用户投诉

登记电同用户投诉信息
(直接向系统运营商或通过

供应商投诉)

<<场最》

识别可能相关的电网事件
已登记的电同用户投诉

需要测量? [否]

[是]

<<场量>
电同运行责任方或电网用 c<场景》

到量电网持定节点的电
户的需求 能质量

评估电能质量问题

<<场景》>
V

评估电能质量问题 提出和/或设计电能质量
电能质量问题

治理方案 [是]

[否

电网中不存在
电能质量问题

是否确认?

用例图表

用例概述“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BUC>>

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基于 基于

《<SU>> 《<SUC》>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设计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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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3 技术细节

A.1.2.3.1 参与方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能质量投诉责任方 业务
负责某地区部分电力系统电能质量问题的客户

关系和客户支持的一方

电网运行责任方 业务

负责电网特定区域的规划、运行、维护和发展的

实体。

参考配电系统运营商和输电系统运营商的定义

电网用户 业务

连接到电网和消费/或发电的一方。电网用户包

括消费者、生产者和产消者。

相当于连接到电网的任何一方

(电力)供应商 业务 按照合同向消费者提供电力和电量的市场成员

A.1.2.3.2 参考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 发布 IEC

2 国际标准 IEC61000-4-30 发布 IEC

A.1.2.4 用例的分步分析-场景概述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1
登记电网用

户投诉信息

通过客户关系管理流程和工具，登记

用户投诉信息，如：

●电网用户联系信息：

●电能质量问题的性质(供电中断、

电压越限、谐波等);

●电网用户观察(生产过程异常中

断、设备故障等);

●背景环境(日期、负载配置);

●可能存储的电能质量数据。

用户投诉可以直接由用户提供给系

统运营商，或通过次要参与者(供应

商)提供给系统运营商

电能质量投

诉责任方

电网用户投

诉(直接向系

统运营商或

通过供应商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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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3 技术细节

A.1.2.3.1 参与方

A.1.2.3.2 参考

A.1.2.4 用例的分步分析-场景概述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能质量投诉责任方 业务
负责某地区部分电力系统电能质量问题的客户
关系和客户支持的一方

电网运行责任方 业务

负责电网特定区域的规划、运行、维护和发展的
实体。

参考配电系统运营商和输电系统运营商的定义

电网用户 业务

连接到电网和消费/或发电的一方。电网用户包

括消费者、生产者和产消者。

相当于连接到电网的任何一方

(电力)供应商 业务 按照合同向消费者提供电力和电量的市场成员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 发布 IEC

2 国际标准 IEC61000-4-30 发布 IEC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1 登记电网用

户投诉信息

通过客户关系管理流程和工具，登记

用户投诉信息，如：
●电网用户联系信息：

●电能质量问题的性质(供电中断、

电压越限、谐波等);

●电网用户观察(生产过程异常中
断、设备故障等);

●背景环境(日期、负载配置);

●可能存储的电能质量数据。

用户投诉可以直接由用户提供给系

统运营商，或通过次要参与者(供应
商)提供给系统运营商

电能质量投
诉责任方

电网用户投

诉(直接向系
统运营商或

通过供应商

投诉)

23



24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表(续)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2
识别可能相

关的电网事件

确定可能超标的电能质量指标，并确

定可能与电能质量问题相关的电网

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已经通过统计

分析或电网模拟进行了测量、监测或

计算

电网运行责

任方

已登记的电

网用户投诉

3

测量电网特定

节点的电能

质量

测量系统用户并网点或电网任何相

关节点的电能质量

电网运行责

任方

电网运行责

任方或电网

用户的需求

4
评估电能质

量问题

为了评估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

问题，并确定其根本原因，评估内容

应列出：

●标准或合同规定的限值/承诺值

或规范推荐的值；

●与测量方法或统计分析方法相关

的测量或监测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标准、合同和规范

之间存在一些差距，因此测量和

评估也需要遵守合同和规范的

要求。

根据现场情况，尽快进行电能质量

评估

电网运行责

任方

5

提出和/或设

计电能质量

治理方案

确定并部署电能质量治理方案，例如：

● 电网改扩建；

● 平衡设置；

●用户并网点优化选址；

●调整变压器分接头开关；

●调整电网运行方式；

●提升用户耐受能力。

部署治理方案后，检查电网特定节点

的电能质量

电网运行责

任方

评估电能质

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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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2
识别可能相

关的电网事件

确定可能超标的电能质量指标，并确
定可能与电能质量问题相关的电网
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已经通过统计

分析或电网模拟进行了测量、监测或

计算

电网运行责
任方

已登记的电
网用户投诉

3
测量电网特定

节点的电能

质量

测量系统用户并网点或电网任何相

关节点的电能质量

电网运行责
任方

电网运行责
任方或电网

用户的需求

4 评估电能质
量问题

为了评估电网特定节点的电能质量

问题，并确定其根本原因，评估内容

应列出：

●标准或合同规定的限值/承诺值
或规范推荐的值；

●与测量方法或统计分析方法相关
的测量或监测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标准、合同和规范
之间存在一些差距，因此测量和
评估也需要遵守合同和规范的

要求。

根据现场情况，尽快进行电能质量
评估

电网运行责

任方

5
提出和/或设

计电能质量

治理方案

确定并部署电能质量治理方案，例如：

●电网改扩建；
●平衡设置；
●用户并网点优化选址；

●调整变压器分接头开关；
●调整电网运行方式；

●提升用户耐受能力。

部署治理方案后，检查电网特定节点

的电能质量

电网运行责

任方

评估电能质

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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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BUC3: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A.1.3.1 用例描述

A.1.3.1.1 用例名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A.1.3.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根据测量的数据、统计分析或仿真数据，向电网用户、生产者或消费者出具输配电网并网节点

的电能质量报告。此报告可应用于某一点、特定区域或整个电网上的用户接入。它也可以应

用于输配电网互联

目标 遵守电网电能质量管理方面的合同和监管规定

相关业务案例
确保满足当地电能质量的法规要求

确保满足客户对电能质量的需求

A.1.3.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监管当局、系统运营商或电网用户可以进行调查、符合并网协议、遵守电能质量法规或基准测试为目的，要求根据标

准出具电能质量评估报告。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检索、构建、分析电能质量数据并根据不同的需求形成相

关报告的主要过程

完整描述

系统运营商的电能质量报告的主要过程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使用一个或几个系统用例。

用例概述

●现场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描述：目标是通过电能质量测量专用仪器、其他设备(电网运行、计量等)或监测系统获取现场数据。应对数据进

行处理，以获取有效的统计指标。

●通过统计分析和电网仿真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描述： 目标是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基于电能质量监测数据与非电能质量数据(拓扑、天气、网络事件等)的交叉验证，通过统计分析完善现有数据：

■电网仿真用于模拟电网中未获取的数据，或用于评估电网运行、维护和建设对电能质量的影响。

●分析电能质量数据，出具相关报告

描述：目标是根据报告需求(目标、协议等)分析不同标准的电能质量数据，例如：

■受影响电网用户的数量或比例；

■电能质量扰动的根本原因：

■电网电能质量扰动的定位和影响范围：

供电中断指标：SAIDI、SA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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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BUC3: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A.1.3.1 用例描述

A.1.3.1.1 用例名称

A.1.3.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A.1.3.1.3 用例描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根据测量的数据、统计分析或仿真数据，向电网用户、生产者或消费者出具输配电网并网节点

的电能质量报告。此报告可应用于某一点、特定区域或整个电网上的用户接入。它也可以应

用于输配电网互联

目标 遵守电网电能质量管理方面的合同和监管规定

相关业务案例
确保满足当地电能质量的法规要求

确保满足客户对电能质量的需求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监管当局、系统运营商或电网用户可以进行调查、符合并网协议、遵守电能质量法规或基准测试为目的，要求根据标

准出具电能质量评估报告。本业务用例描述了系统运营商检索、构建、分析电能质量数据并根据不同的需求形成相

关报告的主要过程

完整描述

系统运营商的电能质量报告的主要过程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使用一个或几个系统用例。

用例概述
●现场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描述：目标是通过电能质量测量专用仪器、其他设备(电网运行、计量等)或监测系统获取现场数据。应对数据进
行处理，以获取有效的统计指标。

●通过统计分析和电网仿真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描述：目标是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基于电能质量监测数据与非电能质量数据(拓扑、天气、网络事件等)的交叉验证，通过统计分析完善现有数据：

■电网仿真用于模拟电网中未获取的数据，或用于评估电网运行、维护和建设对电能质量的影响。

●分析电能质量数据，出具相关报告
描述：目标是根据报告需求(目标、协议等)分析不同标准的电能质量数据，例如：

■受影响电网用户的数量或比例；

■电能质量扰动的根本原因：

■电网电能质量扰动的定位和影响范围：
供电中断指标：SAIDI、SA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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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4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已明确法规和合同中对电能质量的限值和目标

2 已获取用于网络仿真的电网和用户拓扑模型

前提

1 已有电能质量监测数据

A.1.3.1.5 用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SUC)>电网电能质量评估

《《SUC》>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深度级别

一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

用例的性质

BUC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报告、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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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4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已明确法规和合同中对电能质量的限值和目标

2 已获取用于网络仿真的电网和用户拓扑模型

前提

1 已有电能质量监测数据

A.1.3.1.5 用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SUC)>电网电能质量评估

《《SUC》>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深度级别一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一
用例的性质

BUC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报告、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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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2 用例图表

用例图表

用 例 概 述“ 电 网 电 能 质 量 报 告 编 制 ” :

已明磷法规和合同中对
电能质量的限值和目标

已有电能质量监观数据

条件

条件 已获取用于网络仿真的
电网和用户拓扑模型

条件

用于 <<BUC>>

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业务>>
电网用户

目 的
用于 用于 用于

遵守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方面的合同和监管规定

<<业务>>

电同资产拥有者

<<业务>>
系统运营商

<<业务>>
监管方

用例图表

用 例 场 景 流 程 图 “ 电 网 电 能 质 量 报 告 编 制 ” :

流程起点

影响电能质量的电网事件

部分电网电能质量数据

缺失或不足

< < 场 景 > >

现场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 < 场 景 > >

通过统计分析和电网仿

真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报告请求或重要里程

碑事件

< < 场 景 > >

分析电能质量数据，出

具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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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2 用例图表

用例图表

用例概述“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已明磷法规和合同中对
电能质量的限值和目标

已有电能质量监观数据

条件
条件 已获取用于网络仿真的

条件

用于_ <<BUC>>
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业务>>

目的
用于 用于 用于

遵守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业务>>
电同资产拥有者

<业务>> <<业务>>

电网和用户拓扑模型

电网用户

方面的合同和监管规定

系统运营商 监管方

用例图表

用例场景流程图“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流程起点

<<场景>>
影响电能质量的电网事件 现场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场景>>
部分电网电能质量数据 通过统计分析和电网仿

缺失或不足 真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场景>>
报告请求或重要里程

碑事件
分析电能质量数据，出

具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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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3 技术细节

A.1.3.3.1 参与方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网资产拥有者 业务

拥有(部分)配电网，并将其运行委托给配电系统

运营商的机构。

通常是地方政府或市政当局

监管方 业务

负责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可负责行使对电力

市场和相关电网的自主权力。相当于监管机构

[来源：基于IEC 60050-901;2013.901-03-11]

电网用户 业务

连接到电网和消费/或发电的一方。电网用户包

括消费者、生产者和产消者。

相当于连接到电网的任何一方

系统运营商 业务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

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系统其他部分

的市场成员。

[来源：IEC 60050-617:2009,617-02-09]

A.1.3.3.2 参考

参考文献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 已发布 IEC

2 国际标准 IEC 61000-4-30 已发布 IEC

3 技术报告 IEC TR 61850-90-17:2017 已发布 IEC

4 国际标准 IEC 61968-9:2013 已发布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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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3 技术细节

A.1.3.3.1 参与方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网资产拥有者 业务

拥有(部分)配电网，并将其运行委托给配电系统
运营商的机构。

通常是地方政府或市政当局

监管方 业务

负责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可负责行使对电力

市场和相关电网的自主权力。相当于监管机构

[来源：基于IEC 60050-901;2013.901-03-11]

电网用户 业务

连接到电网和消费/或发电的一方。电网用户包

括消费者、生产者和产消者。
相当于连接到电网的任何一方

系统运营商 业务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

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系统其他部分

的市场成员。

[来源：IEC 60050-617:2009,617-02-09]

A.1.3.3.2 参考

参考文献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 已发布 IEC

2 国际标准 IEC 61000-4-30 已发布 IEC

3 技术报告 IEC TR 61850-90-17:2017 已发布 IEC 一
4 国际标准 IEC 61968-9:2013 已发布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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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3.3 用例的分步分析 情景概述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

条件
后置条件

1
现场获取电

能质量数据

目标是通过电能质量测量专用仪器、其

他设备(电网运行、计量等)或监测系统

获取现场数据。应对数据进行处理，以

获取有效的统计指标

系统运营商

影响电能质

量 的 电 网

事件

测量或监测

数据已存储

2

通过统计分

析和电网仿

真获取电能

质量数据

目标是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基于电能质量监测数据与非电能质

量数据(拓扑、天气、网络事件等)的

交叉验证，通过统计分析完善现有

数 据 ；

■电网仿真用于模拟电网中未获取的

数据，或用于评估电网运行、维护和

建设对电能质量的影响

系统运营商

部分电网电

能质量数据

缺失或不足

已有电能质

量数据

3

分析电能质

量数据，出具

相关报告

目标是根据报告需求(目标、协议等)分

析不同标准的电能质量数据，例如：

■受影响电网用户的数量或比例；

■电能质量扰动的根本原因；

■电网电能质量扰动的定位和影响

范 围 ；

■供电中断指标：SAIDI、SAIFI

系统运营商

报告请求或

重要里程碑

事件

已有电能

质量数据
出具报告

A.1.4 BUC4: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A.1.4.1 用例描述

A.1.4.1.1 用例名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A.1.3.3.3用例的分步分析_____情景概述

A.1.4 BUC4: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A.1.4.1 用例描述

A.1.4.1.1 用例名称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
条件

后置条件

1 现场获取电
能质量数据

目标是通过电能质量测量专用仪器、其
他设备(电网运行、计量等)或监测系统

获取现场数据。应对数据进行处理，以
获取有效的统计指标

系统运营商

影响电能质

量的电网
事件

测量或监测

数据已存储

2

通过统计分

析和电网仿
真获取电能
质量数据

目标是获取电能质量数据：

■基于电能质量监测数据与非电能质

量数据(拓扑、天气、网络事件等)的
交叉验证，通过统计分析完善现有

数据；
■电网仿真用于模拟电网中未获取的

数据，或用于评估电网运行、维护和

建设对电能质量的影响

系统运营商
部分电网电

能质量数据

缺失或不足

已有电能质
量数据

3
分析电能质

量数据，出具

相关报告

目标是根据报告需求(目标、协议等)分

析不同标准的电能质量数据，例如：

■受影响电网用户的数量或比例；
■电能质量扰动的根本原因；

■电网电能质量扰动的定位和影响

范围；

■供电中断指标：SAIDI、SAIFI

系统运营商
报告请求或

重要里程碑
事件

已有电能
质量数据

出具报告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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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新用户接入电网的电能质量评估过程，主要涉及：

● 频率偏差；

● 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负、零序电压);

●谐波电压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 供电中断；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目标
新用户接入电网，新用户满足负荷和电网的电能质量要求。

新用户根据流程并网，电网和新用户的电能质量满足标准的要求

相关业务案例
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A.1.4.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新用户并网运行须执行以下几个步骤：

●若新用户满足相关要求，则可以允许直接接入电网：

●评估新用户的电能质量干扰发射水平和电网背景电能质量水平；

●电能质量干扰严重的新用户安装适当的治理设备

完整描述

●新用户直接并网

描述：可允许电能质量干扰较小的新用户直接接入电网，不需进行进一步评估。直接并网用户的负载特性应满足

IEC TR 61000-3-6、IEC TR 61000-3-7、IEC TR 61000-3-13、IEC TR 61000-3-14的标准要求：

■电压等级；

■ 容 量；

短路容量。

所有参数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同领域可适用特殊要求。

●新用户干扰发射值评估

描述；新用户的负荷应开展电能质量分析并向系统运营商出具报告，保证电能质量干扰发射限值满足要求。

●治理设备安装

描述：如果新用户不符合电能质量管理要求，则可通过测试、监测、仿真或评估等技术措施对不同治理设备的经济

合理性进行评估。之后，选择安装适当的治理设备后接入电网，如动态补偿设备等。

对于高电能质量需求用户，如果电网背景电能质量不符合要求，则通过专线供电或安装治理装置后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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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A.1.4.1.3 用例描述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新用户接入电网的电能质量评估过程，主要涉及：

●频率偏差；

●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负、零序电压);
●谐波电压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供电中断；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目标
新用户接入电网，新用户满足负荷和电网的电能质量要求。
新用户根据流程并网，电网和新用户的电能质量满足标准的要求

相关业务案例
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新用户并网运行须执行以下几个步骤：

●若新用户满足相关要求，则可以允许直接接入电网：
●评估新用户的电能质量干扰发射水平和电网背景电能质量水平；

●电能质量干扰严重的新用户安装适当的治理设备

完整描述

●新用户直接并网

描述：可允许电能质量干扰较小的新用户直接接入电网，不需进行进一步评估。直接并网用户的负载特性应满足

IEC TR 61000-3-6、IEC TR 61000-3-7、IEC TR 61000-3-13、IEC TR 61000-3-14的标准要求：

■电压等级；
■容量；

短路容量。

所有参数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同领域可适用特殊要求。

●新用户干扰发射值评估
描述；新用户的负荷应开展电能质量分析并向系统运营商出具报告，保证电能质量干扰发射限值满足要求。

●治理设备安装
描述：如果新用户不符合电能质量管理要求，则可通过测试、监测、仿真或评估等技术措施对不同治理设备的经济

合理性进行评估。之后，选择安装适当的治理设备后接入电网，如动态补偿设备等。

对于高电能质量需求用户，如果电网背景电能质量不符合要求，则通过专线供电或安装治理装置后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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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1.4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已定义系统用户连接点的电能质量限值

前提

1 已获得用户的电能质量数据

A.1.4.1.5 关于分类/映射的用例的进一步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BUC)>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SUC》>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深度级别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用例的性质

业务用例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报告，新用户

A.1.4.2 用例图表

用例图表

用例概述“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已定义连接点的电能质 已获得用户的电能质量
量限值 数据

条 件 条 件

新用户并同

<用于>>

<用于>> < 用 于 > <用于>>

系统运营商
监管方

电网用户 电网资产拥有者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A.1.4.1.4 用例条件

A.1.4.1.5 关于分类/映射的用例的进一步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网电能质量管理
〈(BUC)>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SUC》>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深度级别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用例的性质
业务用例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报告，新用户

A.1.4.2 用例图表

用例条件

假设

1 已定义系统用户连接点的电能质量限值

前提

1 已获得用户的电能质量数据

用例图表

用例概述“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已定义连接点的电能质
量限值

条件 条件

新用户并同

个

已获得用户的电能质量
数据

<用于>》>
<用于> <用于> <用于>>

系统运营商 监管方

电网用户 电网资产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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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用例图表

用例场景流程图“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是否需要详
细评估?

否 场景：

新用户直接井网

是

场景：

新用户干扰发射值评估

新用户的计算结

果是否符合电能
质量限制?

否

对于高电能质量需求用户

如果背景电能质量不满足
需 求

场景：

治理设备安装

是

实际的电能质量

量测是否符合标准? 是

否

新用户并网

新用户不允许并网

A.1.4.3 技术细节

A.1.4.3.1 参与方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监管方 业务

负责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可负责行使对电力

市场和相关电网的自主权力。相当于监管机构。

[来源：基于IEC 60050-901:2013,9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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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A.1.4.3 技术细节

用例图表

用例场景流程图“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是否需要详 否 场景：
细评估? 新用户直接井网

是

场景：
新用户干扰发射值评估

新用户的计算结
果是否符合电能

否

对于高电能质量需求用户
如果背景电能质量不满足

场景： 是
需求 治理设备安装

实际的电能质量
量测是否符合标准? 是

新用户并网
否

新用户不允许并网

质量限制?

A.1.4.3.1 参与方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监管方 业务

负责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可负责行使对电力

市场和相关电网的自主权力。相当于监管机构。

[来源：基于IEC 60050-901:2013,9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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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网用户 业务

连接到电网和消费/或发电的一方。电网用户包

括消费者、生产者和产消者。

相当于连接到电网的任何一方

系统运营商 业务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

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系统其他部分

的市场成员。

[来源：IEC 60050-617:2009.617-02-09]

A.1.4.3.2 参考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国际标准 IEC 61000-4-30 已发布 IEC

2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 已发布 IEC

3 技术报告 IEC TR 61000-3-6 已发布 IEC

4 技术报告 IEC TR 61000-3-7 已发布 IEC

5 技术报告 IEC TR 61000-3-13 已发布 IEC

6 技术报告 IEC 61000-3-14 已发布 IEC

A.1.4.4 用例的分步分析——场景概述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1
新用户直接

并网

可允许电能质量干扰较小的新用户

直接接入电网，不需进行进一步评

估。直接并网用户的负载特性应满

足下列指标要求：

■电压等级；

■ 容 量；

■短路容量。

所有参数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不同领域可适用特殊要求

系统运营商
新 用 户

并网

2
新用户干扰

发射值评估

新用户的负荷应开展电能质量分析

并向系统运营商出具报告，保证电能

质量干扰发射限值满足要求

系统运营商

新用户不

能 直 接

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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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网用户 业务

连接到电网和消费/或发电的一方。电网用户包

括消费者、生产者和产消者。

相当于连接到电网的任何一方

系统运营商 业务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

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系统其他部分

的市场成员。
[来源：IEC 60050-617:2009.617-02-09]

A.1.4.3.2 参考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国际标准 IEC 61000-4-30 已发布 IEC

2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 已发布 IEC

3 技术报告 IEC TR 61000-3-6 已发布 IEC

4 技术报告 IEC TR 61000-3-7 已发布 IEC

5 技术报告 IEC TR 61000-3-13 已发布 IEC

6 技术报告 IEC 61000-3-14 已发布 IEC

A.1.4.4 用例的分步分析——场景概述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1
新用户直接

并网

可允许电能质量干扰较小的新用户
直接接入电网，不需进行进一步评

估。直接并网用户的负载特性应满

足下列指标要求：

■电压等级；

■容量；

■短路容量。

所有参数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不同领域可适用特殊要求

系统运营商
新 用户
并网

2 新用户干扰
发射值评估

新用户的负荷应开展电能质量分析

并向系统运营商出具报告，保证电能
质量干扰发射限值满足要求

系统运营商
新用户不
能 直接
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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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3 治理设备安装

如果新用户不符合电能质量管理要

求，则可通过测试、监测、仿真或评估

等技术措施对不同治理设备的经济

合理性进行评估。之后，选择安装适

当的治理设备后接入电网，如动态补

偿设备等。

对于高电能质量需求用户，如果电网

背景电能质量不符合要求，则通过专

线供电或安装治理装置后并网

系统运营商

对于高电能

质量需求用

户，如果背景

电能质量不

满足需求

新用户的

评估结果

不符合电

能质量管

理的要求

A.2 系统用例(SUC)

A.2.1 SUC1: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A.2.1.1 用例描述

A.2.1.1.1 用例名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A.2.1.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用例定义了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的测量和分析方法。考虑的电能质量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频率偏差；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负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供电中断；

● 电压暂降和暂升；

● 快速电压变化( RVC)

目标

准确测量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并存储数据。

在电网特定节点测量并记录相关电能质量事件。

调查、测量并记录电网特定节点(如用户并网点、电网连接点、关键节点等)上的所有相关电能

质量事件(断电、故障等)

相关业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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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3 治理设备安装

如果新用户不符合电能质量管理要

求，则可通过测试、监测、仿真或评估

等技术措施对不同治理设备的经济

合理性进行评估。之后，选择安装适
当的治理设备后接入电网，如动态补

偿设备等。
对于高电能质量需求用户，如果电网
背景电能质量不符合要求，则通过专

线供电或安装治理装置后并网

系统运营商

对于高电能

质量需求用

户，如果背景

电能质量不
满足需求

新用户的

评估结果
不符合电

能质量管
理的要求

A.2 系统用例(SUC)

A.2.1 SUC1: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A.2.1.1 用例描述

A.2.1.1.1 用例名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A.2.1.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用例定义了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的测量和分析方法。考虑的电能质量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频率偏差；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负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供电中断；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目标

准确测量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并存储数据。

在电网特定节点测量并记录相关电能质量事件。

调查、测量并记录电网特定节点(如用户并网点、电网连接点、关键节点等)上的所有相关电能
质量事件(断电、故障等)

相关业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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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每个测量参数分为两个级别(A级和S级)。每一个分级都包括不同的测量方法和性能要求。A级用于精确测量场

景，S类用于统计应用场景。用户应根据应用场景选择测量级别。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量数据和调查有助于开展扰动事件分析(应重点分析电流，有助于确定电能质量扰动的来

源/原因，明确扰动位于符合IEC 62749:20205.1规定的测量仪器上游还是下游)

完整描述

根据与电能质量问题有关的电网状态，在特定节点上测量电能质量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使用一个或多个特定

系统用例。

用例概述

●确定测量方案

描述：待测电气量在低压系统中一般可直接测量，也可通过传感器测量。测量电路通常包括测量传感器、测量单

元和分析单元。

●确定待测电气量

描述：可在单相或多相系统上进行测量，包括相电压、线电压或对地电压(相到地、中性线到地)。线电压瞬时值可

以直接测量，也可以通过相电压推导得到。可测量每条线路电流，包括中性线和保护接地线。

●时间间隔聚合测量

描述：参数幅值(供电电压、谐波、间谐波和不平衡)的基本测量时间间隔应为10个周期。后续对10个周期数值进

行聚合，常用的时间间隔为150周期、10 min、2 h,应使用均方根值进行聚合。10个周期的测量值应在A类中的

每10 min RTC时间点重新同步，S类不作强制要求。

●管理实时时钟(RTC)不确定度

描述：RTC不确定度是相对于协调世界时钟定义的。A类RTC不确定度不得超过±20 ms,S类每24 h RTC的

不确定度不得超过士5s。可通过GPS或无线电定时信号保证设备性能。当无法通过外部信号同步时，RTC偏差

应优于每24 h±1 s。

●触发和标记测量

描述：电压暂降、暂升和中断会触发标记。一旦触发，应打开所有测量通道，以记录瞬时波形和有效值。触发事件

发生时，应标记频率、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谐波和间谐波等值

A.2.1.1.4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已明确电能质量要求

前提

1 已部署专用仪器：在电网选定节点上安装了电能质量测试仪器

2 已确定电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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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每个测量参数分为两个级别(A级和S级)。每一个分级都包括不同的测量方法和性能要求。A级用于精确测量场
景，S类用于统计应用场景。用户应根据应用场景选择测量级别。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量数据和调查有助于开展扰动事件分析(应重点分析电流，有助于确定电能质量扰动的来

源/原因，明确扰动位于符合IEC 62749:20205.1规定的测量仪器上游还是下游)

完整描述

根据与电能质量问题有关的电网状态，在特定节点上测量电能质量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使用一个或多个特定

系统用例。

用例概述
●确定测量方案

描述：待测电气量在低压系统中一般可直接测量，也可通过传感器测量。测量电路通常包括测量传感器、测量单

元和分析单元。
●确定待测电气量

描述：可在单相或多相系统上进行测量，包括相电压、线电压或对地电压(相到地、中性线到地)。线电压瞬时值可

以直接测量，也可以通过相电压推导得到。可测量每条线路电流，包括中性线和保护接地线。
●时间间隔聚合测量

描述：参数幅值(供电电压、谐波、间谐波和不平衡)的基本测量时间间隔应为10个周期。后续对10个周期数值进

行聚合，常用的时间间隔为150周期、10 min、2 h,应使用均方根值进行聚合。10个周期的测量值应在A类中的

每10 min RTC时间点重新同步，S类不作强制要求。
●管理实时时钟(RTC)不确定度

描述：RTC不确定度是相对于协调世界时钟定义的。A类RTC不确定度不得超过±20 ms,S类每24 h RTC的

不确定度不得超过士5s。可通过GPS或无线电定时信号保证设备性能。当无法通过外部信号同步时，RTC偏差
应优于每24 h±1 s。

●触发和标记测量
描述：电压暂降、暂升和中断会触发标记。一旦触发，应打开所有测量通道，以记录瞬时波形和有效值。触发事件

发生时，应标记频率、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谐波和间谐波等值

A.2.1.1.4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已明确电能质量要求

前提

1 已部署专用仪器：在电网选定节点上安装了电能质量测试仪器

2 已确定电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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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5 用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深度级别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通用

用例的性质

SUC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管理、监测、测量

A.2.1.2 用例图表

用例图表

用 例 概述“ 电 网 特 定节 点 电 能 质量 测试 ”

准确测量电网特定节点电

能质量，并存储数据

已确定电网测点

已部署专用仪器

已明确电能质量要求

<<业务>>

电网运行责任方

目的

条件

条件

条件

用于

<<SUC>>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用于

用于

<<业务>>

监管责任方

<<系统>>

电能质量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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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5 用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网电能质量投诉处理

深度级别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通用

用例的性质

SUC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管理、监测、测量

A.2.1.2 用例图表

用例图表

用例概述“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业务>>
电网运行责任方

准确测量电网特定节点电
能质量，并存储数据

用于
目的

已确定电网测点 条件 <<SUC>> 用于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条件__

已部署专用仪器 条件 <<业务>>
监管责任方

用于
已明确电能质量要求

《《系统>>
电能质量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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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用例图表

用例场景流程图 “ 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

开始测量

<<场景>>

确定测量方案

<<场最>>

确定待测电气量

<<场景>>

时间间隔聚合量测

<<场景>>

管理实时时钟(RTC)不

确定度

<<场量>>
发生暂降、暂升或中断

触发和标记测量

V

结束测量

A.2.1.3 技术细节

A.2.1.3.1 参与方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在线式电能质量现场

测量设备
系统

便携式电能质量测量

设备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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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用例图表

用例场景流程图“电网特定节点电能质量测试”

开始测量

<<场景>>

确定测量方案

<<场最>>

确定待测电气量

《<场景>>

时间间隔聚合量测

《<场景>
管理实时时钟(RTC)不

确定度

《<场量>>
发生暂降、暂升或中断

触发和标记测量

结束测量

A.2.1.3 技术细节

A.2.1.3.1 参与方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在线式电能质量现场

测量设备
系统

便携式电能质量测量

设备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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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能质量测量设备 系统

电能质量投诉责任方 业务
负责某地区部分电力系统电能质量问题的

客户关系和客户支持的一方

电网运行责任方 业务

负责电网特定区域的规划、运行、维护和发

展的实体。

参考配电系统运营商和输电系统运营商的

定义

监管方 业务

A.2.1.3.2 参考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国际标准 IEC 61000-4-30 已发布 IEC

2 国际标准 IEC 61000-4-15 已发布 IEC

3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 已发布 IEC

A.2.1.4 用例的分步分析

A.2.1.4.1 场景概述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1 确定测量方案

待测电气量在低压系统中一般

可直接测量，也可通过传感器测

量。测量电路通常包括测量传

感器、测量单元和分析单元

确定测量点
建立测量电

路和方案

2
确定待测电

气量

可在单相或多相系统上进行测

量，包括相电压、线电压或对地

电压(相到地、中性线到地)。线

电压瞬时值可以直接测量，也可

以通过相电压推导得到。可测

量每条线路电流，包括中性线和

保护接地线

确定测量方案和测

量的电能质量值。

确定测量点

定义要测量

的电气量(电

压/电流、相

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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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A.2.1.3.2 参考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能质量测量设备 系统

电能质量投诉责任方 业务
负责某地区部分电力系统电能质量问题的

客户关系和客户支持的一方

电网运行责任方 业务

负责电网特定区域的规划、运行、维护和发

展的实体。

参考配电系统运营商和输电系统运营商的

定义

监管方 业务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国际标准 IEC 61000-4-30 已发布 IEC

2 国际标准 IEC 61000-4-15 已发布 IEC

3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 已发布 IEC 一
A.2.1.4 用例的分步分析

A.2.1.4.1 场景概述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1 确定测量方案

待测电气量在低压系统中一般
可直接测量，也可通过传感器测

量。测量电路通常包括测量传

感器、测量单元和分析单元

确定测量点
建立测量电
路和方案

2 确定待测电

气量

可在单相或多相系统上进行测

量，包括相电压、线电压或对地

电压(相到地、中性线到地)。线
电压瞬时值可以直接测量，也可

以通过相电压推导得到。可测

量每条线路电流，包括中性线和

保护接地线

确定测量方案和测

量的电能质量值。

确定测量点

定义要测量
的电气量(电

压/电流、相

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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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3
时间间隔聚

合测量

参数幅值(供电电压、谐波、间谐

波和不平衡)的基本测量时间间

隔应为10个周期。后续对10个

周期数值进行聚合，常用的时间

间隔为150周期、10 min、2 h,应

使用均方根值进行聚合。10个

周期的测量值应在A类中的每

10 min RTC时间点重新同步，

S类不作强制要求

确 定 要 测 量 的 电

气量

确定测量点

确定测量方案和测

量的电能质量值

聚合电气测

量值

4

管理实时时

钟(RT C)不

确定度

RTC不确定度是相对于协调世

界时钟定义的。A类RTC不确

定度不得超过±20 ms,S类每

24 h RTC的不确定度不得超

过±5 s。可通过GPS或无线电

定时信号保证设备性能。当无

法通过外部信号同步时，RTC偏

差应优于每24 h±1 s

聚合电气测量值

5
触发和标记

测量

电压暂降、暂升和中断会触发标

记。一旦触发，应打开所有测量

通道，以记录瞬时波形和有效

值。触发事件发生时，应标记频

率、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谐波

和间谐波等值

发 生 暂

降、暂升

或中断

控制RTC不确定度

聚合电气测量值

A.2.1.4.2 场景步骤

● 确定测量方案

待测电气量在低压系统中一般可直接测量，也可通过传感器测量。测量电路通常包括测量传感器、

测量单元和分析单元。

需求

需 求 R - I D 需求名称

用例概述“确定测量方案”

用于
<<场景>>

确定测量方案

<<业务>>

电网运行责任方
建立测量电路和方案

条件

条件

确定测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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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条件 后置条件

3 时间间隔聚

合测量

参数幅值(供电电压、谐波、间谐

波和不平衡)的基本测量时间间
隔应为10个周期。后续对10个

周期数值进行聚合，常用的时间

间隔为150周期、10 min、2 h,应

使用均方根值进行聚合。10个

周期的测量值应在A类中的每
10 min RTC时间点重新同步，

S类不作强制要求

确定要测量的 电

气量
确定测量点

确定测量方案和测

量的电能质量值

聚合电气测
量值

4
管理实时时

钟(RT C)不

确定度

RTC不确定度是相对于协调世
界时钟定义的。A类RTC不确

定度不得超过±20 ms,S类每

24 h RTC的不确定度不得超

过±5 s。可通过GPS或无线电

定时信号保证设备性能。当无
法通过外部信号同步时，RTC偏

差应优于每24 h±1 s

聚合电气测量值

5 触发和标记
测量

电压暂降、暂升和中断会触发标

记。一旦触发，应打开所有测量

通道，以记录瞬时波形和有效

值。触发事件发生时，应标记频

率、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谐波
和间谐波等值

发 生 暂
降、暂升

或中断

控制RTC不确定度

聚合电气测量值

A.2.1.4.2 场景步骤

● 确定测量方案

待测电气量在低压系统中一般可直接测量，也可通过传感器测量。测量电路通常包括测量传感器、

测量单元和分析单元。

需求

需求R-ID 需求名称

用例概述“确定测量方案”

确定测量点 用于_

条件
<<场景>

确定测量方案

建立测量电路和方案
条件 <<业务>>

电网运行责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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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待测电气量

可在单相或多相系统上进行测量，包括相电压、线电压或对地电压(相到地、中性线到地)。线电压

瞬时值可以直接测量，也可通过相电压推导得到。可测量每条线路电流，包括中性线和保护接

地线 。

需求

需求名称

用例概述“确定待测电气量”

确定测量点

用于
确定测量方案和测量的

电能质量值

<<业务>>
电网运行责任方

定义要测量的电气量
(电压/电流、相位等)

<<场景>>

确定待测电气量

条件

条件

条件

需求R-ID

<

● 时间间隔聚合测量

参数幅值(供电电压、谐波、间谐波和不平衡)的基本测量时间间隔应为10个周期。后续对10个周

期数值进行聚合，常用的时间间隔为150周期、10 min、2 h,应使用均方根值进行聚合。10个周期

的测量值应在A 类中的每10 min RTC时间点重新同步，S 类不作强制要求。

需求

需求R-ID 需求名称

用例概述“时间间隔聚合测量”

确定测量点

<<场景>> 用于

时间间隔聚合测量

<<系统>>

电能质量测量设备

确定测量方案和测量的

电能质量值

确定要测量的电气量

聚合电气测量值

条件

条件

条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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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待测电气量

可在单相或多相系统上进行测量，包括相电压、线电压或对地电压(相到地、中性线到地)。线电压

瞬时值可以直接测量，也可通过相电压推导得到。可测量每条线路电流，包括中性线和保护接

地线。

需求

需求R-ID 需求名称

用例概述“确定待测电气量”

确定测量点

条件
确定测量方案和测量的 <<场景>>

用于

电能质量值 条件 确定待测电气量

条件
<<业务>>

定义要测量的电气量

(电压/电流、相位等)

电网运行责任方

●时间间隔聚合测量

参数幅值(供电电压、谐波、间谐波和不平衡)的基本测量时间间隔应为10个周期。后续对10个周

期数值进行聚合，常用的时间间隔为150周期、10 min、2h,应使用均方根值进行聚合。10个周期

的测量值应在A类中的每10 min RTC时间点重新同步，S类不作强制要求。

需求

需求R-ID 需求名称

用例概述“时间间隔聚合测量”

确定测量点

确定测量方案和测量的 条件
电能质量值

<<场景>> 用于
条件

时间间隔聚合测量

确定要测量的电气量
条件 <<系统>>

电能质量测量设备
条件

聚合电气测量值

40



41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 管理实时时钟(RTC) 不确定度

RTC不确定度是相对于协调世界时钟定义的。A 类 RTC 不确定度不应超过±20 ms,S 类每24 h
RTC的不确定度不应超过士5 s。可通过GPS或无线电定时信号保证设备性能。当无法通过外部

信号同步时，RTC偏差应优于每24 h±1 s。

需 求

需求名称

用例概述“管理实时时钟 (RTC) 不确定度”

聚合电气测量值
用于

管理实时时钟(RTC)
不确定度

<<系统>>
电能质量测量设备

条件

条件

需 求R-ID

<<场景>>

后置条件2

● 触发和标记测量

电压暂降、暂升和中断会触发标记。一旦触发，应打开所有测量通道，以记录瞬时波形和有效值。

触发事件发生时，应标记频率、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谐波和间谐波等值。

需 求

需 求R-ID

----

用例概述“触发和标记测量”

控制RTC 不确定度

<<场景>>

聚合电气测量值

<<系统>>

电能质量测量设备

后置条件1

条件

条件

条件

触发和标记量测

需求名称

用于

A.2.2 SUC2:电 网 电 能 质 量 监 测

A.2.2.1 用 例 描 述

A.2.2.1.1 用 例 名 称

用例ID

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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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时时钟(RTC)不确定度
RTC不确定度是相对于协调世界时钟定义的。A类RTC不确定度不应超过±20 ms,S类每24 h

RTC的不确定度不应超过士5 s。可通过GPS或无线电定时信号保证设备性能。当无法通过外部

信号同步时，RTC偏差应优于每24 h±1 s。

需求

需 求R-ID 需求名称一
用例概述“管理实时时钟(RTC)不确定度”

聚合电气测量值
《《场景>> 用于

条件 管理实时时钟(RTC
不确定度

后置条件2
条件 <<系统>>

电能质量测量设备

●触发和标记测量

电压暂降、暂升和中断会触发标记。一旦触发，应打开所有测量通道，以记录瞬时波形和有效值。
触发事件发生时，应标记频率、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谐波和间谐波等值。

A.2.2 SUC2: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A.2.2.1 用例描述

A.2.2.1.1 用例名 称

需求

需 求R-ID- 需求名称一
用例概述“触发和标记测量”

控制RTC不确定度

条件 <<场景>> 用于

聚合电气测量值
触发和标记量测

条件

条件 <<系统>>

电能质量测量设备

后置条件1

用例ID

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NE) 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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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终端、通信、监测主站与客户端

目标
定义电能质量监测的架构组成以及工作流程，规定各层系统功能要求。

在后台调查、测量并记录部分或整个电网上的所有相关电能质量事件，例如：停电、故障等

相关业务案例

A.2.2.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电能质量监测系统基于分层、分布式结构。一个完整的监测系统包括监测设备层、服务层和客户端层，监测设备层、

服务层和客户端层之间通过通信网络连接，不同监测系统通过服务层互联实现数据交换。电能质量监测系统选择监

测点，并确定电能质量的描述和分析方法。利用安装在电网侧或用户侧的电能质量监测终端，采用网络将监测数据

传回客户端层主站，实现对多个节点的同时监测，并出具电能质量相关报告

完整描述

根据与电能质量事件相关的电网状态，电能质量监测分为四个阶段，每种情况都使用一个或多个系统用例。

用例概述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运行

描述：监测设备层具有电能质量监测功能，由监测终端和适配单元构成。设备层和服务层之间以统一格式进行数

据交换，每台监测终端设备应具有固定的网络地址。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通过测量电压电流信号，计算和监测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具有以下功能：

准确测量；

■通讯与接口；

统计、记录、存储；

突发事件时，录波并存储。

●监测终端与服务器间的数据传输

描述：监测设备、服务器和客户端通过统一的通信协议进行交互。不同监测系统通过服务层互联实现数据交换。

实时数据报告与统计数据报告周期性上传主站，事件报告立即上传，文件服务数据根据主站请求上传。

●电能质量监测服务层运行

描述：电能质量服务层(主站)包括通信服务器、数据服务器、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管理工作站等。具有监测

数据采集、管理与分析、系统维护、权限管理等功能，是设备层和客户端层之间数据交互的通道。服务层的目标包

括但不限于：

■能够实现同步采集与实时传输分布式数据，实现异构平台数据共享，可对海量数据进行处理，提供网络化信息

服务等：

保证监测数据完整，确保各类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满足软件平台、硬件平台的兼容性要求及系统间互联的要求

●客户端层接收电能质量报告

描述：电能质量监测系统采集数据之后，在服务层对数据进行处理。客户端层连接服务层，并且通过统一的协议

接收电能质量报告。客户端层也具有监测数据访问、浏览、查询等功能。报告应满足以下要求：

■准确描述电网电能质量；

■评估电力系统整体电能质量水平，描述电力系统性能；

诊断系统中的干扰源，为设备维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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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A.2.2.1.3 用例描述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终端、通信、监测主站与客户端

目标
定义电能质量监测的架构组成以及工作流程，规定各层系统功能要求。
在后台调查、测量并记录部分或整个电网上的所有相关电能质量事件，例如：停电、故障等

相关业务案例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电能质量监测系统基于分层、分布式结构。一个完整的监测系统包括监测设备层、服务层和客户端层，监测设备层、
服务层和客户端层之间通过通信网络连接，不同监测系统通过服务层互联实现数据交换。电能质量监测系统选择监

测点，并确定电能质量的描述和分析方法。利用安装在电网侧或用户侧的电能质量监测终端，采用网络将监测数据
传回客户端层主站，实现对多个节点的同时监测，并出具电能质量相关报告

完整描述

根据与电能质量事件相关的电网状态，电能质量监测分为四个阶段，每种情况都使用一个或多个系统用例。

用例概述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运行

描述：监测设备层具有电能质量监测功能，由监测终端和适配单元构成。设备层和服务层之间以统一格式进行数
据交换，每台监测终端设备应具有固定的网络地址。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通过测量电压电流信号，计算和监测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具有以下功能：

准确测量；
■通讯与接口；

统计、记录、存储；
突发事件时，录波并存储。

●监测终端与服务器间的数据传输

描述：监测设备、服务器和客户端通过统一的通信协议进行交互。不同监测系统通过服务层互联实现数据交换。
实时数据报告与统计数据报告周期性上传主站，事件报告立即上传，文件服务数据根据主站请求上传。

●电能质量监测服务层运行

描述：电能质量服务层(主站)包括通信服务器、数据服务器、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管理工作站等。具有监测
数据采集、管理与分析、系统维护、权限管理等功能，是设备层和客户端层之间数据交互的通道。服务层的目标包

括但不限于：
■能够实现同步采集与实时传输分布式数据，实现异构平台数据共享，可对海量数据进行处理，提供网络化信息

服务等：
保证监测数据完整，确保各类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满足软件平台、硬件平台的兼容性要求及系统间互联的要求
●客户端层接收电能质量报告

描述：电能质量监测系统采集数据之后，在服务层对数据进行处理。客户端层连接服务层，并且通过统一的协议

接收电能质量报告。客户端层也具有监测数据访问、浏览、查询等功能。报告应满足以下要求：
■准确描述电网电能质量；

■评估电力系统整体电能质量水平，描述电力系统性能；
诊断系统中的干扰源，为设备维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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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1.4 关键性能指标(KPI)

关键性能指标

ID 名称 描述 对应的前述用例目标

1 停电次数 定义系统结构、电能质量监测整体流程和每层系统功能需求

2 停电时间 定义系统结构、电能质量监测整体流程和每层系统功能需求

A.2.2.1.5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通过法规已定义电能质量事件的相关性：系统运营商监测的电能质量事件已在法规或合同中定义

2 终端设备稳定运行

3 各层系统不隔离，协调运行

前提

1 已确定通信协议统一

2 已定义电能质量要求

A.2.2.1.6 关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深度级别

高等级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通用

用例的性质

系统用例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电能质量管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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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1.4 关键性能指标(KPI)

A.2.2.1.5 用例条件

关键性能指标

ID 名称 描述 对应的前述用例目标

1 停电次数 定义系统结构、电能质量监测整体流程和每层系统功能需求

2 停电时间 定义系统结构、电能质量监测整体流程和每层系统功能需求

用例条件

假设

1 通过法规已定义电能质量事件的相关性：系统运营商监测的电能质量事件已在法规或合同中定义

2 终端设备稳定运行

3 各层系统不隔离，协调运行

前提

1 已确定通信协议统一

2 已定义电能质量要求

A.2.2.1.6 关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深度级别

高等级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通用

用例的性质

系统用例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电能质量、电能质量管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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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2 用例图表

用例图表

用 例 概 述 “ 电 网 电 能 质 量 监 测 ”

停电次数

电时

指标 指标

定义电能质量监测的架构
组成以及工作流程，规定
各层系统功能要求

通过法规已定义电能质量
事件的相关性

终端设备稳定远行

各屋系统不限离，协调
运行

<<业务>>
电网运行责任方 <<系统>>

电能质量事件监测系统

用于

目 的
c<SUC>>

用于

用于

<<系统>>
监测终端

条件

条件

条件

电同电能质量监测

用于

<<系统>>

主站

条件

条件
已确定通信协议统一

已定义电能质量要求

用例图表

用 例 场 景 流 程 图 “ 电 网 电 能 质 量 监 测 ”

<<场最>>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运行

<<场景>>

监测终端与服务器间的

数据传输

<<场景>>

电能质量监测服务层运行

<<场景>>

客户端层接收电能质量

报告

定期上传正常运行数据报

告，并立即上传事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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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2 用例图表

用例图表

用例概述“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停电次数

电时

指标 指标 <<业务》
<<系统>>

电能质量事件监测系统

定义电能质量监测的架构
组成以及工作流程，规定

各层系统功能要求 用于 用于

用于
<《系统》

目的
通过法规已定义电能质量 c<SUC>>

事件的相关性

条件 电同电能质量监测
用于

终端设备稳定远行 条件
<<系统》

条件 主站
条件

各屋系统不限离，协调 条件
已确定通信协议统一

已定义电能质量要求

电网运行责任方

监测终端

运行

用例图表

用例场 景流程图“电网电能质量监测”

<<场最>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运行

<<场景>
定期上传正常运行数据报

告，并立即上传事件报告 监测终端与服务器间的
数据传输

<<场景>

电能质量监测服务层运行

<<场景>

客户端层接收电能质量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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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3 技术细节

A.2.2.3.1 参与方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能质量事件监

测系统
系统

监控电能质量数据访问、浏览和查询的装置。它通过

网络连接到服务层。

从服务器请求和接收服务的功能单元。

[来源：IEC 60050-732:2010,732-01-13]

电网运行责任方 业务
负责电网特定区域的规划、运行、维护和发展的实体。

参考配电系统运营商和输电系统运营商的定义

监测终端 系统

在交换系统内部，观察、记录某些操作以便分析及选

择执行动作的功能单元。

[来源：IEC 60050-714:1992.714-18-28]

主站 系统

由控制站指定，保证将数据传送到一个或多个从站去

的数据站。

[来源：IEC 60050-721:1991.721-19-12]

A.2.2.3.2 参考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国际标准 IEC 61000-4-30:2021 已发布 IEC

2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2020 已发布 IEC

A.2.2.4 用例的分步分析

A.2.2.4.1 场景概述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

条件

后置

条件

1
电能质量监测

设备运行

监测设备层具有电能质量监测功能，由监测终端

和适配单元构成。设备层和服务层之间以统一

格式进行数据交换，每台监测终端设备应具有固

定的网络地址。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通过测量电压电流信号，计算

和监测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具有以下功能：

● 准确测量；

●通信与接口；

●统计、记录、存储；

●突发事件时，录波并存储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A.2.2.3 技术细节

A.2.2.3.1 参与方

A.2.2.3.2 参考

A.2.2.4 用例的分步分析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国际标准 IEC 61000-4-30:2021 已发布 IEC

2 技术规范 IEC TS 62749:2020 已发布 IEC

A.2.2.4.1 场景概述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能质量事件监
测系统

系统

监控电能质量数据访问、浏览和查询的装置。它通过

网络连接到服务层。

从服务器请求和接收服务的功能单元。

[来源：IEC 60050-732:2010,732-01-13]

电网运行责任方 业务
负责电网特定区域的规划、运行、维护和发展的实体。
参考配电系统运营商和输电系统运营商的定义

监测终端 系统

在交换系统内部，观察、记录某些操作以便分析及选

择执行动作的功能单元。
[来源：IEC 60050-714:1992.714-18-28]

主站 系统

由控制站指定，保证将数据传送到一个或多个从站去

的数据站。
[来源：IEC 60050-721:1991.721-19-12]

场景条件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
条件

后置
条件

1 电能质量监测

设备运行

监测设备层具有电能质量监测功能，由监测终端

和适配单元构成。设备层和服务层之间以统一

格式进行数据交换，每台监测终端设备应具有固

定的网络地址。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通过测量电压电流信号，计算
和监测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具有以下功能：

●准确测量；
●通信与接口；
●统计、记录、存储；

●突发事件时，录波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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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

条件

后置

条件

2

监测终端与服

务器间的数据

传输

监测设备、服务器和客户端通过统一的通信协议

进行交互。不同监测系统通过服务层互联实现

数据交换。实时数据报告与统计数据报告周期

性上传主站，事件报告立即上传，文件服务数据

根据主站请求上传

定期上传正

常运行数据

报告，并立

即上传事件

报告

3
电能质量监测

服务层运行

电能质量服务层(主站)包括通信服务器、数据服

务器、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管理工作站等。

具有监测数据采集、管理与分析、系统维护、权限

管理等功能，是设备层和客户端层之间数据交互

的通道。服务层的目标包括但不限于：

●能够实现同步采集与实时传输分布式数

据，实现异构平台数据共享，可对海量数据进

行处理，提供网络化信息服务等；

●保证监测数据完整，确保各类数据的准确性

和 一致性；

●满足软件平台、硬件平台的兼容性要求及系

统间互联的要求

4
客户端层接收

电能质量报告

电能质量监测系统采集数据之后，在服务层对数

据进行处理。客户端层连接服务层，并且通过统

一的协议接收电能质量报告。客户端层也具有

监测数据访问、浏览、查询等功能。报告应满足

以下要求：

●准确描述电网电能质量；

●评估电力系统整体电能质量水平，描述电力

系统性能；

●诊断系统中的干扰源，为设备维护提供参考

A.2.3 SUC3:电网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A.2.3.1 用例描述

A.2.3.1.1 用例名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电网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表(续)

A.2.3 SUC3:电网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序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主要

参与方
触发事件

先决

条件
后置
条件

2
监测终端与服

务器间的数据

传输

监测设备、服务器和客户端通过统一的通信协议

进行交互。不同监测系统通过服务层互联实现

数据交换。实时数据报告与统计数据报告周期
性上传主站，事件报告立即上传，文件服务数据

根据主站请求上传

定期上传正
常运行数据

报告，并立

即上传事件

报告

3
电能质量监测

服务层运行

电能质量服务层(主站)包括通信服务器、数据服
务器、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管理工作站等。

具有监测数据采集、管理与分析、系统维护、权限

管理等功能，是设备层和客户端层之间数据交互
的通道。服务层的目标包括但不限于：

●能够实现同步采集与实时传输分布式数

据，实现异构平台数据共享，可对海量数据进

行处理，提供网络化信息服务等；

●保证监测数据完整，确保各类数据的准确性
和一致性；

●满足软件平台、硬件平台的兼容性要求及系
统间互联的要求

4 客户端层接收
电能质量报告

电能质量监测系统采集数据之后，在服务层对数

据进行处理。客户端层连接服务层，并且通过统

一的协议接收电能质量报告。客户端层也具有

监测数据访问、浏览、查询等功能。报告应满足

以下要求：

●准确描述电网电能质量；
●评估电力系统整体电能质量水平，描述电力

系统性能；
●诊断系统中的干扰源，为设备维护提供参考

A.2.3.1 用例描述

A.2.3.1.1 用例名称

用例ID

ID 领域/子域/分区 用例名称

1 客户支持(CS)、电力系统运行(NO)、电力系统规划与扩建规划 电网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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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在电能质量评估过程中，该用例可作为计算装置和设备发射限值的参考工具。相关电能质量

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频率偏差；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负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 供电中断；

●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发射限值根据IEC 61000-3系列文件的流程进行评估。此外，用例可以用作工具，但不能用作

强制要求。在不同的领域，可能会应用特殊的要求

目标
确定与电力系统电能质量技术参数有关的发射限值。新用户接入、电能质量限值和电网电能

质量报告的编制可参考该用例

相关业务案例
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A.2.3.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本系统用例提供了评估装置和设备发射限值的方法。用例中的方法基于单项发射水平指标，该值由电能质量指标分

析得到。用例可作为评估装置和设备发射限值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电能质量指标和发射限值之间存在差异。单个设备或用户装置的发射限值的制定应基于这些发射限

值对电力系统电能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的领域，可能会应用特殊的要求。

IEC 61000-3系列文件中详细规定了设备发射限值。电能质量限值可参考IEC TS 62749。相关电能质量技术参数包

括但不限于：

● 频率偏差；

● 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负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供电中断

●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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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1.2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用例的范围和目标

范围

在电能质量评估过程中，该用例可作为计算装置和设备发射限值的参考工具。相关电能质量
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频率偏差；
●供电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负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供电中断；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发射限值根据IEC 61000-3系列文件的流程进行评估。此外，用例可以用作工具，但不能用作
强制要求。在不同的领域，可能会应用特殊的要求

目标
确定与电力系统电能质量技术参数有关的发射限值。新用户接入、电能质量限值和电网电能

质量报告的编制可参考该用例

相关业务案例
电网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A.2.3.1.3 用例描述

用例描述

简短描述

本系统用例提供了评估装置和设备发射限值的方法。用例中的方法基于单项发射水平指标，该值由电能质量指标分

析得到。用例可作为评估装置和设备发射限值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电能质量指标和发射限值之间存在差异。单个设备或用户装置的发射限值的制定应基于这些发射限

值对电力系统电能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的领域，可能会应用特殊的要求。
IEC 61000-3系列文件中详细规定了设备发射限值。电能质量限值可参考IEC TS 62749。相关电能质量技术参数包

括但不限于：

●频率偏差；
●电压偏差；
●电压不平衡(正、负和零序电压);

●谐波和间谐波电压；

●闪变(电压波动);
●供电中断
●电压暂降和暂升；

●快速电压变化(R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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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用例描述

完整描述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谐波发射限值取决于用户的协议容量、谐波发射设备的功率和系统特性。

对于每相额定输入电流不超过16 A且拟接入至公共低压220 V配电系统的电气设备，谐波电流发射限值和评估

流程图可参考IEC 61000-3-2。

对于每相额定输入电流超过16 A且拟接入至公共低压交流配电系统的电气设备，其限值和评估流程图可参IEC

TS 61000-3-4。

对于连接到公共低压系统且每相输入电流大于16 A小于等于75 A的设备，限值和评估流程图可参考IEC 61000-3-12。

对于干扰设施连接至公共电力系统，限值和评估流程图可参考IEC 61000-3-6和IEC61000-3-14。

●快速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变限值

对于拟接入公共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气设施，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变的评估可参考IEC 61000-3-3,IEC TS

61000-3-5,IEC 61000-3-11。根据IEC 61000-3-3,IEC TS 61000-3-5,IEC 61000-3-11中测试条件进行评估，限值适

用于测试、测量或计算。

对于接入中压、高压和超高压电力系统的电压波动发射设施，发射限值取决于用户的协议容量、发射设施的功率

以及系统特性。控制目标是将所有设施的注入总量限值不超过规划水平。限值和评估流程图可参考IEC TR

61000-3-7。

●不平衡设施发射限值

对于中压、高压和超高压公共电力系统的不平衡设施，发射限值取决于用户的协议容量、设施功率和系统特性。

电力系统也可能是发射源。控制目标是将所有设施和系统固有不平衡的注入总量限值不超过规划水平。限值和

评估流程图可参考IEC TR 61000-3-13

A.2.3.1.4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该地区的电能质量评估参照国家标准执行

前提

1 电能质量测量准确

2 已知电力系统特性

A.2.3.1.5 关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和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BUC)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深度级别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表(续)

用例描述

完整描述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谐波发射限值取决于用户的协议容量、谐波发射设备的功率和系统特性。

对于每相额定输入电流不超过16 A且拟接入至公共低压220 V配电系统的电气设备，谐波电流发射限值和评估

流程图可参考IEC 61000-3-2。

对于每相额定输入电流超过16 A且拟接入至公共低压交流配电系统的电气设备，其限值和评估流程图可参IEC
TS 61000-3-4。

对于连接到公共低压系统且每相输入电流大于16 A小于等于75 A的设备，限值和评估流程图可参考IEC 61000-3-12。
对于干扰设施连接至公共电力系统，限值和评估流程图可参考IEC 61000-3-6和IEC61000-3-14。

●快速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变限值
对于拟接入公共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气设施，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变的评估可参考IEC 61000-3-3,IEC TS

61000-3-5,IEC 61000-3-11。根据IEC 61000-3-3,IEC TS 61000-3-5,IEC 61000-3-11中测试条件进行评估，限值适
用于测试、测量或计算。

对于接入中压、高压和超高压电力系统的电压波动发射设施，发射限值取决于用户的协议容量、发射设施的功率

以及系统特性。控制目标是将所有设施的注入总量限值不超过规划水平。限值和评估流程图可参考IEC TR

61000-3-7。
●不平衡设施发射限值

对于中压、高压和超高压公共电力系统的不平衡设施，发射限值取决于用户的协议容量、设施功率和系统特性。
电力系统也可能是发射源。控制目标是将所有设施和系统固有不平衡的注入总量限值不超过规划水平。限值和

评估流程图可参考IEC TR 61000-3-13

A.2.3.1.4 用例条件

用例条件

假设

1 该地区的电能质量评估参照国家标准执行

前提

1 电能质量测量准确

2 已知电力系统特性

A.2.3.1.5 关于用例分类/映射的更多信息

分类信息

和其他用例的关系

(BUC)电能质量报告编制

(BUC)并网用户电能质量限值管理

深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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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分类信息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用例的性质

系统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A.2.3.2 用例图表

用例图表

用 例 概 述 “ 电 网 电 能 质 量 发 射 限 值 评 估 ”

该地区的电能质量评估参
限国家标准标准执行

条件

电能质量测量准确

条件

确定与电力系统电能质量

技术参数有关的发射限值
目的

C>

电同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条件

已知电力系统特性

用于

用于 用于

<<业务>> <<业务>>
电网资产拥有者 <<业务>> 监管方

系统运营商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表(续)

A.2.3.2 用例图表

分类信息

优先级

通用的、地域的或国家的关系

用例的性质

系统

用于分类的其他关键词

用例图表
用例概述“电网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该地区的电能质量评估参
限国家标准标准执行 电能质量测量准确

条件 条件

确定与电力系统电能质量
技术参数有关的发射限值 目的 C>

电同电能质量发射限值评估
条件 已知电力系统特性

用于
用于 用于

《<业务>>
《业务》>

<<业务》

系统运营商
电网资产拥有者 监管方

49



50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A.2.3.3 技术细节

A.2.3.3.1 参与方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网资产拥有者 业务

拥有(部分)配电网并将其运行委托给配电系统

运营商的机构，该系统将配电作为特许经营。

通常是地方当局或市政当局

监管方 业务

负责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可负责行使对电力

市场和相关电网的自主权力。相当于监管机构。

[来源：基于IEC 60050-901;2013.901-03-11]

系统运营商 业务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

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系统其他部分

的市场成员。

[来源：IEC 60050-617:2009,617-02-09]

A.2.3.3.2 参考

下表为参考IEC 61000-3系列文件的类型(IS/TS/TR) 和适用对象(设备/设施/MCS)。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2 已发布 设备 IEC

2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3 已发布 设备 IEC

3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IEC TS 61000-3-4 已发布 设备 IEC

4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IEC TS 61000-3-5 已发布 设备 IEC

5 Technical Report IEC TR 61000-3-6 已发布 设施 IEC

6 Technical Repor IEC TR 61000-3-7 已发布 设施 IEC

7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8 已发布 MCS IEC

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11 已发在 设备 IEC

9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12 已发布 设备 IEC

10 Technical Report IEC TR 61000-3-13 已发布 设施 IEC

11 Technical Report IEC TR 61000-3-14 已发布 设施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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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3 技术细节

A.2.3.3.1 参与方

A.2.3.3.2 参考

参与方

组 组的描述

参与方名称 参与方类型 参与方描述 关于该用例的特殊信息

电网资产拥有者 业务
拥有(部分)配电网并将其运行委托给配电系统
运营商的机构，该系统将配电作为特许经营。

通常是地方当局或市政当局

监管方 业务

负责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可负责行使对电力
市场和相关电网的自主权力。相当于监管机构。

[来源：基于IEC 60050-901;2013.901-03-11]

系统运营商 业务

负责某一确定区域的一部分电力系统的安全和

可靠运行，并将该部分连接到电力系统其他部分
的市场成员。

[来源：IEC 60050-617:2009,617-02-09]

下表为参考IEC 61000-3系列文件的类型(IS/TS/TR) 和适用对象(设备/设施/MCS)。

参考

序号 参考类型 参考名称 状态 对用例的影响 发起人/组织 链接

1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2 已发布 设备 IEC

2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3 已发布 设备 IEC

3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IEC TS 61000-3-4 已发布 设备 IEC

4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IEC TS 61000-3-5 已发布 设备 IEC

5 Technical Report IEC TR 61000-3-6 已发布 设施 IEC

6 Technical Repor IEC TR 61000-3-7 已发布 设施 IEC

7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8 已发布 MCS IEC

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11 已发在 设备 IEC

9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61000-3-12 已发布 设备 IEC

10 Technical Report IEC TR 61000-3-13 已发布 设施 IEC

11 Technical Report IEC TR 61000-3-14 已发布 设施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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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电能质量监测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及需求

B.1 概述

评估任务的来源、依据，主要工作内容、目的、必要性等。

B.2 评估对象基本情况

介绍评估对象基本情况，主要包括评估对象基本信息、工艺流程、生产运行特点。

B.3 电网基本情况

介绍相关系统情况、电网结构、电压等级、系统主接线、运行方式、考核点、系统供电容量、公共连接

点正常最小短路容量等。

B.4 评估依据与标准

监测评估依据及相关标准，各项电能质量指标限值或判据及其设定方法或依据。

B.5 监测说明

介绍监测方案，包括系统方式、评估对象运行工况，以及监测点、测试仪器、监测时段、记录和数据处

理方法。

B.6 分析与结论

对实测数据进行处理与统计，将监测分析结果与指标限值对比分析，形成评估结论。

B.7 措施与建议(根据需要)

监测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研究提出相应的电能质量控制措施或建议，以指导评估对象制定、实

施相应的工程方案。

B.8 附件

监测记录数据与图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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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电能质量监测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及需求

B.1 概述

评估任务的来源、依据，主要工作内容、目的、必要性等。

B.2 评估对象基本情况

介绍评估对象基本情况，主要包括评估对象基本信息、工艺流程、生产运行特点。

B.3 电网基本情况

介绍相关系统情况、电网结构、电压等级、系统主接线、运行方式、考核点、系统供电容量、公共连接

点正常最小短路容量等。

B.4 评估依据与标准

监测评估依据及相关标准，各项电能质量指标限值或判据及其设定方法或依据。

B.5 监测说明

介绍监测方案，包括系统方式、评估对象运行工况，以及监测点、测试仪器、监测时段、记录和数据处

理方法。

B.6 分析与结论

对实测数据进行处理与统计，将监测分析结果与指标限值对比分析，形成评估结论。

B.7 措施与建议(根据需要)

监测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研究提出相应的电能质量控制措施或建议，以指导评估对象制定、实

施相应的工程方案。

B.8 附件

监测记录数据与图表等。

51



52

GB/Z 44118.1—2024/IEC TS 63222-1:2021

附 录 C
(资料性)

电能质量预测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及需求

C.1 概述

评估任务的来源、依据，主要工作内容、目的、必要性等。

C.2 评估对象基本情况

包括负荷性质、特点、设备参数等。对不同干扰源或分系统的描述可参考以下内容：

a) 干扰源的型式、供电方式、容量以及发展规划；

b) 工艺流程、生产运行特点；

c) 设备接线方式、控制方式；

d) 不同生产运行阶段产生的电能质量污染水平(如谐波电流、负序电流等);

e) 对于冲击性干扰源负荷，应提供有功、无功冲击最大值，持续时间及两次冲击之间的时间间隔；

f) 已采取的电能质量控制措施及设备参数(如电容器或滤波器的安装容量、接线方式和参数等)。

C.3 电网基本情况

电网基本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电网计算条件：电网结构、电压等级、系统主接线、运行方式、考核点，系统供电容量、公共连接

点正常最小短路容量等；

b) 规划年份电网情况，根据用户情况可分为：

1)投产年份；

2)达产(终期)年份。
c) 背景电能质量水平。

C.4 评估依据与标准

预测评估依据及相关标准，各项电能质量指标限值或判据及其设定方法或依据。

C.5 评估方法简述

简要介绍评估方法，包括：

a) 计算工具；

b) 电网等值；

c) 系统建模。

C.6 计算分析

从以下方面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a) 负荷造成的电能质量问题分析，包括拟接入公用电网负荷水平年的电能质量水平分析等；

b) 不同规划年份的计算结果汇总、分析。分析包括：指标达标情况，对电网、用户设备及其他用户

的影响等。

C.7 措施与建议(根据需要)

预测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研究提出相应的电能质量控制措施或建议，以指导评估对象制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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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C

(资料性)
电能质量预测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及需求

C.1 概述

评估任务的来源、依据，主要工作内容、目的、必要性等。

C.2 评估对象基本情况

包括负荷性质、特点、设备参数等。对不同干扰源或分系统的描述可参考以下内容：
a)干扰源的型式、供电方式、容量以及发展规划；

b)工艺流程、生产运行特点；

c)设备接线方式、控制方式；

d)不同生产运行阶段产生的电能质量污染水平(如谐波电流、负序电流等);

e)对于冲击性干扰源负荷，应提供有功、无功冲击最大值，持续时间及两次冲击之间的时间间隔；

f) 已采取的电能质量控制措施及设备参数(如电容器或滤波器的安装容量、接线方式和参数等)。

C.3 电网基本情况

电网基本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电网计算条件：电网结构、电压等级、系统主接线、运行方式、考核点，系统供电容量、公共连接

点正常最小短路容量等；

b)规划年份电网情况，根据用户情况可分为：

1)投产年份；
2)达产(终期)年份。

c)背景电能质量水平。

C.4 评估依据与标准

预测评估依据及相关标准，各项电能质量指标限值或判据及其设定方法或依据。

C.5 评估方法简述

简要介绍评估方法，包括：

a)计算工具；

b)电网等值；

c)系统建模。

C.6 计算分析

从以下方面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a)负荷造成的电能质量问题分析，包括拟接入公用电网负荷水平年的电能质量水平分析等；

b)不同规划年份的计算结果汇总、分析。分析包括：指标达标情况，对电网、用户设备及其他用户
的影响等。

C.7 措施与建议(根据需要)

预测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研究提出相应的电能质量控制措施或建议，以指导评估对象制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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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相应的工程方案，包括不同方案的论述、仿真结果、技术经济比较及推荐方案。对于规划(设备)属于

分期投入的，应对过渡方案及措施进行论述。

C.8 结论

预测评估结论、控制措施(建议)及监测要求等。

C.9 附件

谐波、负序潮流计算资料及主要计算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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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相应的工程方案，包括不同方案的论述、仿真结果、技术经济比较及推荐方案。对于规划(设备)属于

分期投入的，应对过渡方案及措施进行论述。

C.8 结论

预测评估结论、控制措施(建议)及监测要求等。

C.9 附件

谐波、负序潮流计算资料及主要计算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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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

D.1 数据结构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的构成如下：

a) 电力用户基本经济成本数据和电力用户和公共配电网的经济评价；

b) 电能质量相关监测数据；

c) 设备和系统参数。

D.2 电力用户经济成本的基础数据

电力用户的基本经济成本数据如下：

a) 不可修复的废物和可修复的废物的数量；

b) 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能源和电力成本；

c) 可修复废物的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能源和电力成本；

d) 不可修复废物的生产过程和废物修复过程中分摊的制造费用，包括按规定进行的固定资产的

折旧、从外部租赁的各种固定资产的租金等；

e) 停工期；

f) 停工期间的人工成本、原材料逾期损失和分摊的制造费用；

g) 产品的额外检验费用；

h) 额外的人工成本、加班补贴、营业费用等。由于生产补充教育造成的；

i) 生产线清洗费用、重启辅助工艺费用、重启期间自备发电机费用；

j) 因电能质量问题引起的再采购设备的采购成本、运输成本、安装成本、调试成本；

k) 损坏设备的剩余使用寿命；

1) 设备的现场维护消耗了维修材料、人工成本和设备成本；

m) 运输费、修理费、返修造成的土建环境修理费；

n) 设备的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受到电能质量，固定资产的净残值报废时，设备的年度恶化价

值，和剩余的使用寿命的设备受到电能质量；

o) 第三方电能质量监控成本；

p) 额外累计用电量和电价；

q) 产能减少或产能增加时，产能价格；

r) 协议需求和超容量电价；

s) 违约赔偿、与电能质量相关的赔偿/补偿、人员和设备疏散费用、人员伤害和延误费用和其他直

接损失；

t) 因生产中断造成的被动成本节约，如拖欠工资、节能等；

u) 由于影响、补救产品的数量和有缺陷产品的数量而导致的产品数量减少；

v) 正品单位利润和缺陷产品单位利润；

w) 用于计算资本等价性的贴现率和时间周期；

x)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及其配套设施的初始成本、运维成本、退役处置费用；

y) 分析了电能质量控制项目的初始成本、运维成本和退役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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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D

(资料性)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

D.1 数据结构

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数据的构成如下：

a)电力用户基本经济成本数据和电力用户和公共配电网的经济评价；

b)电能质量相关监测数据；

c)设备和系统参数。

D.2 电力用户经济成本的基础数据

电力用户的基本经济成本数据如下：

a)不可修复的废物和可修复的废物的数量；

b)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能源和电力成本；

c)可修复废物的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能源和电力成本；

d)不可修复废物的生产过程和废物修复过程中分摊的制造费用，包括按规定进行的固定资产的

折旧、从外部租赁的各种固定资产的租金等；

e)停工期；

f)停工期间的人工成本、原材料逾期损失和分摊的制造费用；

g)产品的额外检验费用；

h)额外的人工成本、加班补贴、营业费用等。由于生产补充教育造成的；

i) 生产线清洗费用、重启辅助工艺费用、重启期间自备发电机费用；

j)因电能质量问题引起的再采购设备的采购成本、运输成本、安装成本、调试成本；

k)损坏设备的剩余使用寿命；

1)设备的现场维护消耗了维修材料、人工成本和设备成本；

m)运输费、修理费、返修造成的土建环境修理费；

n)设备的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受到电能质量，固定资产的净残值报废时，设备的年度恶化价
值，和剩余的使用寿命的设备受到电能质量；

o)第三方电能质量监控成本；

p)额外累计用电量和电价；

q)产能减少或产能增加时，产能价格；

r) 协议需求和超容量电价；

s)违约赔偿、与电能质量相关的赔偿/补偿、人员和设备疏散费用、人员伤害和延误费用和其他直
接损失；

t)因生产中断造成的被动成本节约，如拖欠工资、节能等；

u)由于影响、补救产品的数量和有缺陷产品的数量而导致的产品数量减少；

v)正品单位利润和缺陷产品单位利润；

w)用于计算资本等价性的贴现率和时间周期；

x)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及其配套设施的初始成本、运维成本、退役处置费用；

y)分析了电能质量控制项目的初始成本、运维成本和退役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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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公共配线网经济成本基础数据

公共配线网的基本经济成本数据如下：

a) 维修材料、人工成本和设备成本消耗于因电能质量问题引起的设备现场维修；

b) 因电能质量问题返回设备的运输费、维修费和土建环境维修费；

c) 设备固定资产原值、报废时固定资产净残值、设备年变质值；

d) 设备在开始受到电能质量问题影响时的固定资产净残值；

e) 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和在电能质量问题的影响下的折旧寿命；

f) 因电能质量问题引起的重新采购设备的采购费用、运输和安装费用、调试和测试费用；

g) 额外检测和紧急服务的设备成本和人工成本；

h) 经济补偿，用户责任赔偿收入；

i) 由于电力销售利润、电力销售和电能质量问题而导致的电力销售减少；

j)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及配套设施的初始成本、运维费用、退役处置费用；

k) 分析了电能质量控制项目的初始成本、运维成本和退役处理成本。

D.4 电能质量相关监测数据

有关电能质量的监测数据如下：

a) 电能质量监测的原始数据；

b) 造成经济损失的事件类型电能干扰的详细信息，包括干扰类型、持续时间、振幅和事件影响描

述等；

c) 连续电能质量电流指数的年统计值：最小值、最大值、算术平均值、95%概率最大值；

d) 连续电能质量电压指数的年统计值：最小值、最大值、算术平均值、95%概率最大值；

e) 造成经济损失的事件型电能质量的年度统计结果；

f) 电气设备基本电压、运行功率、主要监测数据的年度统计数据；

g) 电气设备的工作温度。

D.5 设备和系统参数

电气设备及供电系统的参数如下：

a) 电气设备的额定参数，如额定容量、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负荷损耗、额定空载损耗、设计使

用寿命、额定工作温度等；

b) 电气设备的特性，如谐波等效阻抗、热应力系数、额定条件下的谐波特性、功率质量干扰/耐受

特性、功率波动特性等；

c) 供电和消耗系统的运行参数，如短路容量、运行方式、无功补偿设备配置、保护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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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公共配线网经济成本基础数据

公共配线网的基本经济成本数据如下：

a)维修材料、人工成本和设备成本消耗于因电能质量问题引起的设备现场维修；

b)因电能质量问题返回设备的运输费、维修费和土建环境维修费；

c)设备固定资产原值、报废时固定资产净残值、设备年变质值；

d)设备在开始受到电能质量问题影响时的固定资产净残值；

e)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和在电能质量问题的影响下的折旧寿命；

f) 因电能质量问题引起的重新采购设备的采购费用、运输和安装费用、调试和测试费用；

g)额外检测和紧急服务的设备成本和人工成本；

h)经济补偿，用户责任赔偿收入；

i)由于电力销售利润、电力销售和电能质量问题而导致的电力销售减少；

j)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及配套设施的初始成本、运维费用、退役处置费用；
k)分析了电能质量控制项目的初始成本、运维成本和退役处理成本。

D.4 电能质量相关监测数据

有关电能质量的监测数据如下：

a)电能质量监测的原始数据；

b)造成经济损失的事件类型电能干扰的详细信息，包括干扰类型、持续时间、振幅和事件影响描

述等；
c)连续电能质量电流指数的年统计值：最小值、最大值、算术平均值、95??率最大值；

d)连续电能质量电压指数的年统计值：最小值、最大值、算术平均值、95??率最大值；

e)造成经济损失的事件型电能质量的年度统计结果；

f)电气设备基本电压、运行功率、主要监测数据的年度统计数据；

g)电气设备的工作温度。

D.5 设备和系统参数

电气设备及供电系统的参数如下：

a)电气设备的额定参数，如额定容量、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负荷损耗、额定空载损耗、设计使

用寿命、额定工作温度等；

b)电气设备的特性，如谐波等效阻抗、热应力系数、额定条件下的谐波特性、功率质量干扰/耐受
特性、功率波动特性等；

c)供电和消耗系统的运行参数，如短路容量、运行方式、无功补偿设备配置、保护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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