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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1 8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小水电电网安全运行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小水电电网安全运行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 

为 G B / T  50960— 2014，自 2 0 1 4年 1 0月 1 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 0 1 4年 1 月 2 9 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 0 1 0年工程建设 

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0〕4 3号）的要求，由 

水利部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发展局和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会同 

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的。

在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7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安全运行、检修与维护、应急管理、事故处理等。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水利部负责日常管理， 

由水利部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发展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水利部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发展 

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二号，邮政编码：100053，电子 

信箱：y q s u n @ m w r .  gov. cn) 0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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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小水 

电电网的安全运行技术管理，规范小水电电网工作人员的岗位行 

为，保障人身、电网和设备安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生 

产的实际，制定本规范。

1.0. 2 本规范适用于以小水电供电为主的地方电网。

1 . 0 . 3 加强电网建设和改造，鼓励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 

新材料，不断改善技术性能，提高电网安全运行水平。

1 . 0 . 4 小水电电网安全运行技术管理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0.1 小水电 small hydropower stations 

小水电系指装机容量5 0 M W 及以下的水电站。

2.0.2 小水电电网 small hydropower grid 

小水电电网系指以小水电供电为主的地方电网。

2. 0. 3 自启动能力 self-starting ability

在没有外来电源供给的情况下，机组在规定时间内（2 h 内）从 

停机状态启动并具备向系统送电的能力。

2.0.4 黑启动 black start

电力系统因故障停运后，不依靠外部网络的帮助，通过系统内 

具有自启动能力的机组启动，带动无自启动能力的机组，逐渐扩大 

系统恢复范围，最终实现整个系统的运行。

2.0.5 孤网 stand-alone power system

孤立电网的简称，一般泛指脱离大电网的小容量电网。最大 

单机容量大于系统容量8 % 的电网，统称为小网；孤立运行的小 

网，称为孤网。

2.0.6 状态检修 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

在设备状态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安排检修时间和项目，并实施 

主动的检修方式。



3 基 本 规 定

3 . 1 机 构 人 员

3. 1. 1 小水电电网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和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体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3 .1 .  2 小水电电网运行管理单位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置 

相宜的人员。

3 . 1 . 3 小水电电网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应职责明确并承担 

相应的责任。

3 . 2 安 全 制 度

3 . 2 . 1 小水电电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 

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G B  2 6 8 6 0和《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力  

线路部分》G B  2 6 8 5 9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制度，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现场勘察制度；

2 工作票、操作票制度；

3 工作许可制度；

4 工作监护制度；

5 工作间断制度；

6 工作结束和恢复送电制度。

3 . 2 . 2 小水电电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 

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G B  268 6 0和《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力  

线路部分》G B  2 6 8 5 9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制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停电；



2 验电；

3 装设接地线；

4 使用个人保安线；

5 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围栏）。

3. 2. 3 小水电电网应建立健全各级反事故措施、安全技术及劳动 

保护措施制度。

3 . 2 . 4 小水电电网应结合防洪调度，制定小水电电网应急预案和 

反事故演习方案。

3 . 2 . 5 各类作业人员应经过安全生产和岗位技能培训，持证上

同 O

3 . 3 规 划 建 设

3. 3 . 1 小水电电网电力负荷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农村水电供电区的实际情况，并宜按电力负荷增长 

和电力发展要求，综合平衡，满足五年到十年的发展需要，合理制 

定负荷规划；

2 电力负荷宜包括地方企业、乡镇企业、城镇和农村生活（含 

小水电代燃料）、电力排灌、农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畜牧饲养等 

用电负荷；

3 高耗能工业的负荷宜单列，并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 

经济发展要求；

4 单项负荷计算应以一种方法为主，多种方法校核。

3 . 3 . 2 小水电电网电源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电力资源和需求分布，优化电源电网结构布局，合 

理确定输电范围，实施电网分层分区运行和无功就近平衡；

2 电源建设应与区域电力需求相适应，合理布局，就近供电， 

分级接入电网；

3 电源规划应以农村水电资源开发为主，实行就地使用、就 

地电力电量平衡；



4 应加强分布式电站规划建设，提高就地供电能力和应急供 

电保障能力；

5 农村水电季节性电能较多时，宜根据当地需求设置季节性 

负荷；

6 电站及出线的电压等级应坚持尽量少的原则，不宜超过两 

个电压等级。

3. 3 . 3 小水电电网发展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负荷预测和电源点选定的基础上，确定电网电压等级及 

接线方式、合理布局变电站，并优化联网方式；

2 坚持“小容量、密布点、短半径”的原则，满足安全可靠经济 

灵活等要求；

3 网架结构既要满足近期电能输送和电能质量要求，又能与 

电网中长期发展相结合；

4 小水电电网运行应能适应丰枯期潮流变化；

5 对骨干电源输电线路、骨干网架及变电站、重要用户配电 

线路以及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等重要电力设施，宜提高设防标准。

3 . 4 设 备 安 全

3 . 4 . 1 小水电电网应使用合格产品和设备，优先选用性能可靠稳 

定、节能环保的产品和设备。

3 . 4 . 2 小水电电网应采用新型设备监测、试验技术，准确掌握设 

备的运行状态。

3 . 4 . 3 运行管理单位应对设备进行定期巡视、检査、试验与安全 

维护。

3 . 4 . 4 在多雷区，宜采用综合防雷保护措施。



4 安 全 运 行

4 . 1 设 备 管 理

4. 1. 1 小水电电网的设备、设施应符合并网技术要求后方可投入运行。 

4. 1. 2 小水电电网的设备、设施应定期进行评级，并应根据设备、 

设施评级报告制定三类设备、设施整改计划，并按时完成。

4. 1. 3 国家限期淘汰的设备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更新改造。 

4 . 1 . 4 小水电电网的设备、设施应有明确的标志。特殊的杆塔及 

拉线应按有关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4 . 2 运行与操作

4 . 2 . 1 运行值班人员应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当值运行、操作、维护 

和日常管理工作。

4 . 2 . 2 运行管理单位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 

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G B  26860和《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 

路部分》G B  26859中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规定。

4 . 2 . 3 运行管理单位宜采用“五防”措施。

4 . 2 . 4 运行管理单位应在变电站明显位置悬挂下列图表：

1 主接线模拟图板；

2 安全运行揭示板；

3 设备巡视路线图。

4. 2. 5 变电站应具备下列提示图表：

1 主要设备参数表；

2 有权签发工作票人员、工作负责人和工作许可人名单；

3 接地选择顺位表；

4 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定值表；



5 紧急情况电话表。

4 . 2 . 6 变电站应设置下列有关运行、巡视、动作、检修、试验、调试

等各种记录：

1 值班记录；

2 设备缺陷记录；

3 断路器跳闸记录；

4 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调试记录；

5 设备检修、试验记录；

6 变压器分接开关调整记录；

7 避雷器动作记录；

8 运行分析记录；

9 事故、故障、异常记录；

1 0 反事故演习记录；

1 1 安全活动工作记录；

1 2 指令、指示记录；

1 3 上岗人员技术培训记录；

1 4 电气绝缘工具、安全用具检查试验记录；

1 5 蓄电池测试记录；

1 6 万用钥匙使用记录；

1 7 外来人员记录。

4 . 2 . 7 变电站应制定下列各种岗位责任制及管理制度：

1 变电站站长岗位责任制；

2 专责工程师(技术员）岗位责任制；

3 变电站安全监察员（安全员）岗位责任制；

4 变电站值班长岗位责任制；

5 变电站值班员岗位责任制；

6 安全保卫岗位责任制；

7 无人值班看守人员岗位责任制；

8 工作票制度； •



9 操作票制度；

1 0 交接班制度；

1 1 设备巡回检查制度；

1 2 设备定期试验轮换制度；

1 3 设备、设施缺陷及处理管理制度；

1 4 设备、设施评级管理制度；

1 5 安全管理制度；

1 6 备品备件管理制度；

1 7 工器具管理制度；

1 8 消防管理制度。

4. 2. 8 线路运行单位应建立健全线路管理专责制，并应按下列要 

求执行：

1 运行维护人员应按有关要求巡线并做好记录，并经专责签 

字确认，发现缺陷应立即处理和报告。在天气恶劣和特殊情况下， 

应进行特殊性巡视。

2 应按有关规定对线路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提出预防 

事故措施。

3 对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林木和高杆作物，应修剪。

4 应具备接地线管理制度，工作人员不得擅自移动或拆除接 

地线，装拆接地线应做好记录。

4 . 2 . 9 线路运行单位应具备下列提示图表：

1 电力系统接线图；

2 送电线路地理位置图。

4 . 2 . 1 0 线路运行单位应设置下列有关运行、巡视、动作、检修、试 

验、测量等各种记录：

1 送电线路设备一览表；

2 运行分析记录；

3 送电线路故障记录；

4 设备缺陷及处理记录；



5 送电线路巡视记录；

6 检修记录；

7 交叉跨越及对地距离测量记录；

8 导线、避雷线弧垂测量记录；

9 接地电阻测试记录；

1 0 绝缘子测试记录；

1 1 电气绝缘工具和安全用具检查试验记录；

1 2 工具及备品备件记录；

1 3 安全活.动工作记录。

4 . 2 . 1 1 线路运行单位应具备下列各种岗位责任制及管理制度：

1 送电专责工程师(技术员）岗位责任制；

2 送电负责人岗位责任制；

3 安全员岗位责任制；

4 运行维护人员岗位责任制；

5 运行分析制度；

6 设备缺陷管理制度；

7 设备评级制度；

8 技术档案和技术资料管理制度；

9 工作票和操作票制度；

1 0 事故统计调查制度；

1 1 备品备件管理制度；

1 2 线路巡视检修制度；

1 3 安全管理制度；

1 4 工器具管理制度。

4.3 电 网 调 度

4. 3.1 小水电并网前应向电网经营企业提出申请，依法签订并网 

调度协议并应严格执行。新投运的小水电站和变电站在投入运行 

前，其二次系统应完成与调度机构的联合调试、定值和数据核对等



工作，投入运行后应当根据调度要求向调度机构传输运行相关信息。

4. 3. 2 小水电站和变电站应严格执行电力调度的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干预电网调度系统的值班人员发布的调度指令，不得 

无故不执行或延误执行调度员的调度指令。

4. 3. 3 电网调度应保证小水电站等可再生能源并网。

4 . 3 . 4 小水电电网调度运行应当充分利用水能资源，服从电源点 

所在流域的防洪总体安排。

4. 3. 5 电网运行中遇有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的情况时，运行值班 

人员可按照有关规定立即处理，事后立即报告。

4.3.6 电网调度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 充分发挥本地区电网供电设备能力；

2 实现本地区电网安全运行和可靠供电；

3 供电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偏差》 

G B / T  12325和《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偏差》G B / T  15945的有 

关规定。

4. 3. 7 小水电电网应制定经济合理调度方案，实现各厂（站）间或 

机组间的最优负荷分配。实施联合运行的梯级水库群，小水电站 

应当向调度机构提出优化调度方案。

4. 3 . 8 小水电电网应与上级电网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并应服从上 

级电网统一调度。

4 . 4 通信、继电保护与安全自动装置

4 . 4 . 1 各骨干电站、变电站、重要用户与调度中心之间应配置灵 

活可靠的通信设施，并应保证通信畅通。

4. 4 . 2 调度通信应防雷击，采用以光缆通信为主，其他通信为辅 

的通信方式。

4 . 4 . 3 小水电电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技术规程》G B / T  1 4 2 8 5的要求装设相应的继电保护与安全自动 

装置，配置和整定参数应与上级电网相协调。



5 检修与维护

5. 1 检 修

5 . 1 . 1 小水电电网的设施、设备应定期检修。

5. 1. 2 小水电电网应根据设施、设备的检修周期编制检修计划。 

5 . 1 . 3 设施、设备检修结束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人运行。

5 . 1 . 4 运行管理单位宜根据设备状态信息，对设备的运行工况和 

技术状态分析判断，进行状态检修。

5 . 2 预防性试验和安全检测

5 . 2 . 1 设施、设备的预防性试验工作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电力设 

备预防性试验规程》D L / T  5 9 6规定的试验周期和试验项目开展。

5. 2. 2 运行管理单位应开展电网设备的安全检测和评价工作。 

5 . 2 . 3 运行管理单位宜将历次试验结果分析、比对，判断设备健 

康状况。

5 . 3 设 备 维 护

5 . 3 . 1 运行管理单位应定期监督、检查设备维护工作，开展设备 

维护工作。

5 . 3 . 2 运行管理单位应按有关规定、设备维护使用说明书、技术 

标准、工作标准等制定设备维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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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 急 管 理

6 . 1 应 急 预 案

6 . 1 . 1 小水电电网应按统一指挥、分工负责、预防为主、保证重点 

的原则，结合防洪调度，建立健全应急体系，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制 

定小水电电网应急预案。

6. 1. 2 小水电电网运行管理单位应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

6 . 1 . 3 小水电电网应急预案应结合安全生产及工作实际，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当地、上级应急管理及相关应急预案的规定。

6 . 1 . 4 每年应对应急预案作一次修订、补充和完善，并应进行演 

习。

6 . 2 抢 险 抢 修

6. 2. 1 小水电电网应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和执法力度。

6. 2 . 2 小水电电网主管部门应成立电网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在当 

地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指挥和协调下，组织开展应 

急处理工作。

6 . 2 . 3 小水电电网应按照分层分区、统一协调、各负其责的原则 

建立事故应急处理体系。

6. 2. 4 电网事故处理应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将事故控制在最小 

范围内，防止发生系统性崩溃。应先保证主干网架、重要输变电设 

备、重要用户的电力恢复和安全，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6. 2 . 5 小水电电网应分级组织应急抢险抢修力量，接受应急领导 

小组的统一领导，组织抢修电力设施。

6. 2. 6 电力抢修抢险应做好应急临时电源、通信、设施设备、物 

资、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相关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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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孤 网 运 行

6 . 3 . 1 小水电电网应具备孤网运行能力。

6. 3 . 2 承担调频任务水电站（厂）的调速系统应符合静态特性、动 

态响应特性和稳定性等技术指标。孤网运行后，电网频率变化应 

满足有关要求。

6. 3 . 3 小水电电网应构建合理可靠的电网结构，保持电压支撑能 

力，提高电网安全运行水平。

6.4 黑 启 动

6 . 4 . 1 小水电电网应制定科学可行的黑启动方案。黑启动方案 

应得到小水电电网主管部门的批准，并应报上一级主管机构备案。 

6 . 4 . 2 小水电电网内应至少具有一个黑启动电源。黑启动电厂 

的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黑启动电源由小水电电网主管部门依据相关试验统一确定；

2 应选择调节性能好的、启动速度快、具备进相运行能力的机组; 

3 应选择电网中接人较高电压等级的电厂；

4 应有利于快速恢复网内其他电源；

5 应距离负荷中心近。

6 . 4 . 3 黑启动电源应具备独立的黑启动手段和路径，具有较好的 

调频调压手段。黑启动电源应根据调度统一安排，按顺序并列电网。 

6 . 4 . 4 负荷恢复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黑启动方案中应列出负荷恢复的优先顺序和数量；

2 在负荷恢复过程中，电力系统频率和电压应控制在允许范 

围内。

6 . 4 . 5 在设定的黑启动区域内，宜定期进行黑启动试验。根据测 

试结果，编制试验报告，提出优化、完善和改进建议。

6 . 4 . 6 小水电电网应根据黑启动研究方案和试验报告编制电网 

黑启动调度方案。各级调度、各厂站的方案应协调一致。

• 13 •



7 事 故 处 理

7 . 0 . 1 小水电电网发生事故后，应按规定报告事故情况，开展应 

急处置工作，防止事故扩大，减轻事故损害。应尽快恢复电力生 

产、电网运行和正常供电。

7 . 0 . 2 小水电电网发生事故后，应按有关规定确定事故等级，规 

范事故管理和调查行为。

7 . 0 . 3 小水电电网发生事故后，应分析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完善 

应急预案、事故抢险与紧急处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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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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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偏差》G B / T  12325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G B / T  14285

《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偏差》G B / T  15945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G B  26859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G B  26860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D L / T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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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小水电电网安全运行技术规范

GB/T 50960-2014

条文说明



明说订制

《小水电电网安全运行技术规范》G B / T  50960— 20 1 4经住房 

城乡建设部2 0 1 4年 1 月 2 9 日以第3 1 8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小水电电网安全运行技术规 

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 

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 

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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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 . 0 . 1 本条是对小水电电网安全运行目的的说明。小水电电网 

是农村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农村电力网的基本特点，又有城 

市电力网的某些特点。小水电电网与大电网农网相比尚有其特殊

性。

1 . 0 . 2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适用范围和地域。本规范是由住房城 

乡建设部发布，是国家标准，适用于以小水电供电为主的地方电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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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 . 1 机 构 人 员

3 . 1 . 3 各单位应对本单位的各级领导、各部门、各岗位制定明确 

的安全生产职责。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全面 

负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相互协调。

3 . 2 安 全 制 度

3. 2 . 4 小水电电网特点是小水电站多，各级小水电站水库都有防

洪调度的要求。

3. 2. 5 各生产经营单位的员工应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掌握本 

岗位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 

和应急处理能力。

3 . 3 规 划 建 设

3. 3 . 1 负荷计算目前主要有趋势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单耗法以 

及弹性系数法，根据不同的负荷特性选择其中的一种方法，其他方 

法可用来复核。

3. 3 . 2 在拟定电源开发方案时，需对现有水电工程、风能、太阳 

能、生物质能等电源和其他配套电源的装机容量、逐月出力过程、 

总发电量以及水电站调节性能等进行复核。新开发的农村水电工 

程与所在流域的水能开发规划一致。对水电、风能、太阳能、生物 

质能和其他配套电源的若干种开发方案中，任一拟建电站工程可 

能的分期建设方案，皆应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3 . 3 . 3 科学合理确定电网设施设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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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设 备 安 全

3 . 4 . 2 开展状态检修工作，大量地采用新技术是必要的。要充分 

利用新型成熟的在线离线监测装置和试验技术，如红外热成像技 

术、变压器油气相色谱测试等，对设备进行测试，以便分析设备的 

状态，保证设备和系统的安全。

3 . 4 . 4 小水电电网大多分布在山区，落雷几率高，单独采用某一 

种防雷保护措施往往不能奏效，因此条文规定，宜采用综合防雷保 

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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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 全 运 行

4 . 1 设 备 管 理

4. 1. 1 本条规定了小水电电网的设备、设施投入运行前按规定进 

行试验、检测、调试，由相关部门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验收，符合运行 

要求后方可投入运行。

4 . 1 . 2 本条规定了小水电电网定期进行设备、设施评级，检查单 

元划分是否符合设备、设施评级要求，完好率计算是否准确。本条 

还规定了小水电电网根据设备、设施评级报告，制定三类设备、设 

施整改计划，并按计划完成。一类设备：技术状况全面良好，外观 

整洁，技术资料齐全正确，能保证安全经济满供稳供，绝缘定级和继 

保二次设备均应为一级，重大的事故措施或完善化措施已完成，检 

修和预防性试验不超周期。二类设备:个别次要元件或次要试验结 

果不合格，但暂时尚不影响安全运行，外观尚可，主要技术资料具备 

且基本符合实际，检修或预试超周期不满三个月，绝缘定级和继保 

二次设备定级不低于二级。三类设备:有重大缺陷，不能保证安全 

运行，渗漏严重，外观很不整洁，主要技术资料残缺不全，检修或预 

防性试验超周期一季度以上，上级规定的重大反事故措施未完成。

4. 1 . 3 本条规定了选用的设备符合规程要求，小水电电网使用的 

国家限期淘汰设备要制定更新改造计划，并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4 .1 .  4 标志牌的名称、编号及颜色应符合《农村水电配电线路、配 

电台区技术管理规程》S L  526、《农村水电送电线路技术管理规程》 

S L  527、《农村水电变电站技术管理规程》SL  5 2 8的规定。

4 . 2 运行与操作

4 . 2 . 3  “五防”主要包括：防止误分、合断路器；防止带负荷分、合

• 26 •



隔离开关；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接地开关）；防止带接地线（接 

地开关)合断路器（隔离开关）；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4. 2. 8 在天气变化较大时，如大风、特大雨雪天气、气温急剧升高 

或降低等情况，巡线人员按照有关规程的规定,对线路进行特殊巡 

视，以便及时掌握线路运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维修，确保线 

路安全运行。

4.3 电 网 调 度

4 . 3 . 2 严格电力调度是保证电网安全经济运行的需要。

4 . 3 . 3 小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全额上网，优先调度。

4. 3. 7 使整个电网的能耗或运行费用最少，按汛期、丰水期、枯水 

期不同阶段，在不弃水或少弃水原则下，合理安排厂（站）间或机组 

间的负荷分配，使发电量最大。

4 . 4 通信、继电保护与安全自动装置

4 . 4 . 2 小水电电网处于山区和环境恶劣下，电网线路长，跨越区 

域复杂，雷电活动较强，落雷密度高，雷电流强度大，对输电线路安 

全运行及调度通信造成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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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修与维护

5. 1 检 修

5 . 1 . 1 本条规定了小水电电网的设施维护，设备检修、试验按照 

规程规定周期进行。

5. 1. 4 状态检修是根据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检修，是有目的工 

作，状态检修的前提是要做好状态检测。状态检测有两个主要功 

能：一是及时发现设备缺陷，做到防患于未然；二是为主设备的运 

行管理提供方便，为检修提供依据，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由此 

可见，状态检测是状态检修的必要手段。

状态检修就是设备在有可靠的保证措施（如在线监测设备的 

发热、运行参数、运行中测试绝缘油及气体分析数据)及依据（历次 

的检修、调试、试验情况良好）的情况下，适当延长或缩短（如果数 

据不良也可能缩短）检修周期，根据设备的运行工况和绝缘状态进 

行检修的一种做法。

5 . 2 预防性试验和安全检测

5. 2 . 1 本条是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D L / T  5 9 6的规定定期开展预防性试验，及时发现设备隐患。

5 . 3 设 备 维 护

5. 3. 1 设备维护是指为维持设备正常运行工况，对运行设备所采 

取的除检修、技术改造外的检查、维修、维护、试验、保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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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 急 管 理

6 . 1 应 急 预 案

6. 1. 1 小水电电网特点是小水电站多，各小水电站水库都有防洪 

调度的要求。为了应对农村小水电电网供电范围内突然发生或自 

然灾害发生的电网突发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影响，危及地方电网系统安全与稳定并 

可能波及社会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 

应对的紧急事件，应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

6 . 1 . 2 针对电网安全、人身安全、设备设施安全、社会安全、网络 

与信息安全等各类事故或事件，明确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各个阶 

段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职责，形成上下对应、相互衔接、完善健 

全的应急预案体系。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对于机构设置、预案流 

程、职责划分等具体环节，应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和特点，保证预 

案的适应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6. 1. 4 应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变化情况、小水电电网安全性 

评价和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应急处理经验教训等，及时评估、 

修改与更新应急预案，不断增强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 

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应急预案质量，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6 . 2 抢 险 抢 修

6.2. 1 加强电力安全工作，突出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有效防止 

重特大电力生产事故发生；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宣传工作和行政执 

法力度，提高公众保护电力设施的意识，维护电力设施安全。

6 . 2 . 2 当电力生产发生突发性重特大事故、电力设施大范围损 

坏、严重自然灾害、电力供应持续危机时，应急机制启动。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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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立即组织开展事故处理、事故抢险、电网恢复、应急救援、维护 

稳定、恢复生产等各项应急处理工作。

6 . 2 . 4 在‘网事故处理和控制中，将保证电网的安全放在第一 

位，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将事故限制在最小范围内，防止发生系统 

性崩溃和瓦解。在电网恢复中，优先保证主干网架、重要输变电设 

备恢复，提高整个系统恢复速度。在供电恢复中，优先考虑对重要 

用户恢复供电，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6 . 2 . 5 应急小组可由电网调度室、客户服务中心、修试所、吊装 

队、各电力所相关人员组成。在接到报警后，按照事故预案、保电 

方案，结合当时电网实际情况，指挥各运行、维修、试验单位进行电 

力设施受损抢险，并确保应急救援与处理期间的指挥畅通。

6 . 3 孤 网 运 行

6 . 3 . 1 孤网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网中有几台机组并列运行，单机与电网容量之比超过8 %  ；

(2)网中只有一台机组供电，成为单机带负荷；

(3)甩负荷带厂用电，称为孤岛运行工况，是单机带负荷的一 

种特例。

6 . 3 . 2 小水电电网孤网运行后，发电机由负荷控制转变为频率控 

制，承担调频调压的电站能够保证在用户负荷变化的情况下保持 

电网的稳定运行。

6.4 黑 启 动

6 . 4 . 1 为了有效预防和正确、快速地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 

最大限度地减少大面积停电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保障经济安全、社 

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开展大面积停电恢复控制研究，统筹 

考虑电网恢复方案和恢复策略，按照电网结构和调度管辖范围，制 

定科学有效的“黑启动”预案，不断提高电网安全运行水平。黑启 

动方案包括黑启动研究方案、黑启动试验方案和黑启动调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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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6 . 4 . 3 应能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操作步骤恢复系统供电； 

尽量减少不同电压等级的变换;距离下一个电源点最近，以尽快恢 

复电网内的主力电厂，建立相对稳定的供电系统。

6 . 4 . 4 黑启动过程中，负荷应当在调度的统一指挥下按轮次有序 

恢复。

6. 4 . 5 试验目的：验证黑启动研究方案的可行性，检验机组黑启 

动能力，检验仿真计算的结果，发现黑启动研究方案中未涉及的技 

术问题，提出为实施黑启动方案改造现有系统的建议。

试验的基本内容：选定黑启动机组— 启动机组—给线路充 

电—给负荷送电— 向外扩充启动其他电厂机组—与系统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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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事 故 处 理

7. 0 . 2 按国务院颁发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电力生产事故调查暂行规定（电监会4 号令）》及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现行的有关规定确定电力生产事故。事故根据其性质的严 

重程度及经济损失的大小，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 

故和一般事故。

• 3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