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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30.60”目标下，新能源大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其中，基于成本优化目标的新技术路

线的工程落地和价值推广已成为大家广泛关注和努力的方向，包括海上风电柔性低频集输电这一全新

的技术路线。 

随着国家对新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的重视，未来电网新能源的占比将明显高于其他发电形式，即目

前以同步机电源为主导的情况将会被打破，大量的非同步机电源将会进入电网，导致电力系统的运行特

性发生本质变化。浙江海上风能资源丰富，风能消纳条件优越，大规模海上风电的开发与利用将对缓解

东部沿海地区能源短缺具有重要的作用。受限于陆上可规划利用的电力资源不同，海上风能资源、尤其

是中远海的优质风电资源给输电系统的经济性与可靠性带来了新的技术挑战，保证高效率低成本的电

能输送必然将需要低频输电的新型输电技术形式。然而，现有的国标 GB/T 19963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

统技术规定 第1部分：陆上风电》是针对工频风电场系统，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海上风电经低频交

流输电并网的风电机组及其系统需要制定接入电网准则以填补国内外标准空白，以提供考核等必要的

标准依据。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主要依据以下原则编制： 

a）本标准依据安全可靠、坚固耐用、标准统一、通用互换的原则，规定了海上风电场经低频交流

（15Hz-30Hz）接入电网的技术要求。 

b）本标准在总结现有海上风电场运行接入准则的基础上，明确了 110（66）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线

路与电力系统连接的新建或扩建海上风电场的低频接入要求与运行原则。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通过前期调研，发现目前国内尚无针对低频交流接入相关概念的通用规范准则。本标准的制定明确

了海上风电通过低频交流输电的接入电网的技术概念，认可了低频交流送出技术的价值体现方式，有利

于促进电力行业对新型输电技术方式的认识和界定，帮助电力企业在海上风电的低频化的开发运用与

调度管理。 

在国家标准中，与本标准相关的管理标准与导则有：《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电网运行准则》、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以及《电力系统网源协调技术规范》。本标准中的使用条件、技术参

数等参考了上述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不矛盾、不抵触。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2 年 7 月，成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框架，明确了编写内容； 

 2022 年 11月，参加浙江省电力学会组织召开的团标立项评审会，并成功立项； 

 2023 年 3 月，参加浙江省电力学会组织召开的二批标准编制启动会，完成标准初稿，签订标准任

务书；  

2023年 7月，编写组对标准初稿进行讨论、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完成编制说明。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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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5 有功功率 

5.1 基本要求 

5.2 正常运行情况下有功功率控制 

5.3 平滑控制 

5.4 紧急控制 

6 惯量响应与一次调频 

6.1 基本要求 

6.2 惯量响应 

6.3 一次调频 

7 风电场功率预测 

7.1 基本要求 

7.2 预测曲线和运行情况上报 

7.3 预测性能 

7.4 预测数据交互 

8 无功功率 

8.1 基本要求 

8.2 无功电源及无功容量配置 

8.3 无功电压控制 

8.4 功率因数控制 

9 运行适应性 

9.1 电压适应性 

9.2 频率适应性 

9.3 抗干扰性 

10 故障穿越 

10.1 基本要求 

10.2 低电压穿越 

10.3 高电压穿越 

10.4 连续穿越 

10.5 电压偏差 

10.6 闪变 

10.7 谐波 

10.8 电压不平衡 

10.9 检测与治理 

11 孤岛穿越与孤岛保护 

11.1 孤岛保护 

11.2 孤岛穿越 

12 黑启动 

13 二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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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基本要求 

13.2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13.3 系统调度自动化 

13.4 系统通信 

13.5 保护设置 

14 仿真模型和参数 

14.1 仿真模型 

14.2 参数变化 

14.3 其他 

15 接入电网测试要求 

15.1 基本要求 

15.2 测试内容 

15.3 测试设备要求 

15.4 测试数据要求 

 

6 条文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