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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印发的《2022 年能源行业标准计划立项指南》提出了涉及

能源领域节能的能源行业标准计划，将光伏能耗与能效列为立项重点方向。浙江省

委省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指出要构建绿色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积极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转变，积极发展光伏等低碳能源，大力推进能效提升。《浙江省碳达峰碳

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指出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标准为重点领域

的标准建设，为浙江省守牢能源安全底线，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同

时浙江能监办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发电企业电力技术监督监管工作的通知》中

指出光伏发电企业电力技术监督应包括节能监督。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2021年光伏发电建设运行情况》显示 2021年我国光伏累

计装机量达到 30598.7万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 12.9%，连续 7年稳居世界

首位，其中浙江以 1841.8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排名全国第四，占发电装机容量的

17%。“十四五”加快推进达成“双碳”战略将光伏列为工作重点内容，国家财政

部提前下达的 2022年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光伏以 22.8亿元高额位居首位，我国

的光伏市场还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同时，2021年全国全年光伏发电量为 3259亿千瓦时，约占全国全年总发电量

的 4.0%；浙江省全年发电量 154.6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年总发电量的 3.7%。光

伏电站实际发电量占比远小于其装机容量占比，社会普遍将原因归结于辐照量少导

致利用小时数低，而忽略了变电设备能耗高、关键设备故障率高、系统失配大、组

件衰退率超标、污渍积灰损失大等影响因素。

在国家、地方政策的引导下，全社会广泛开展高碳、高能耗企业的节能提效工

作，而对低碳新能源发电企业能效关注较少，特别是“0”成本的光伏电站。基于

浙江省光伏发电全额消纳的政策，提升光伏电站的能效可为光伏电站带来直接可观

的经济收益。

目前多数光伏电站节能监测管理不规范，其辐照表、电量表等监测装置未按要

求校验，导致精度不符合要求，测试结果误可信度低，光伏电站难以根据测试结果

开展节能工作。且各光伏电站采用的能效测试标准不统一，导致各电站的能效测试

结果高低不一，无法用统一的节能指标给予评价，亦无法在行业内进行对标和交流。

同时，光伏电站对节能管理工作不重视。分布式光伏电站基本无人运维，集中

式光伏电站运维以设备故障维护、安全隐患排查为主。光伏电站缺少日常运维来保

障光伏发电能效，缺少正确的监测方法来获得准确的能效，缺少统一的行业指标来

评估其能想效水平高低，缺少规范的管理办法来对低效高耗的系统/设备开展能效

提升工作。

再者，光伏电站节能技术监督缺少参考标准。光伏电站的能效和能耗是节能技

术监督的主要内容，光伏电站变电设备能耗较高、系统损失大，可挖掘的能效提升

空间大。各地陆续将光伏电站加入发电企业的技术监督范畴，各发电企业和第三方



技术技术服务单位已陆续开展光伏电站的节能技术监督工作，但目前国内外尚无具

体的标准作为指导依据。

制定本标准并以此指导光伏电站或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开展光伏电站节能监

测和管理，帮助光伏电站挖掘节能潜力，提升光伏电站的发电收益，提高关键设备

的运行安全性，缓解区域用电负荷紧张的现象，保证电网的安全运行。

2 编制主要原则

2.1 本标准则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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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确定导则的组成要素。

2.2 本标准按照国家、行业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和规定进行

编制。

2.3 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a) 保证导则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b) 保证导则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c) 尽量与相关的标准、法规接轨，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不与现行的有

关法律、法规、政策冲突；

d) 充分考虑光伏电站实际运行和运维情况，考虑光伏电站节能与安全两者密

不可分的关系，将光伏电站节能指标、分系统能效损失、发电本体侧安全隐患排查

纳入本标准中，用以指导浙江省光伏电站节能技术监督工作的开展，力求保证节能

技术监督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使本标准则更加适用和有针对性，便于推广。

3 与其它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标准规范了光伏电站的节能监测方法，提出了节能技术监督工作内容，将光

伏发电本体侧的安全隐患排查纳入节能技术监督工作范畴内。本标准能指导光伏电

站的节能管理工作，填补光伏电站节能技术监督实施依据的空白，促进我省光伏电

站健康、高效的运行。

目前国内有部分关于光伏电站能效的技术标准，但不够全面，单个标准都不足

以支撑或指导光伏电站节能技术监督工作的开展。

DL/T 1052-2016《电力节能技术监督导则》针对发电企业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节

能技术监督内容、指标、测试方法和实施细则，但未提及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电站的

节能技术监督部分内容。NB/T 10113-2018《光伏发电站技术监督导则》对光伏电

站的技术监督内容和管理办法进行了明确，在 4.11章节中提及了变电设备的节能

监督，但未对各设备能耗构成、测试方法、评价标准、节能优化等方面阐述。本标

准弥补了上述两个标准的不足，可作为光伏电站技术监督服务中节能监督的执行依

据。



《光伏发电效率技术规范》（GB/T 39857-2021）、《并网光伏电站性能检测与质

量评估技术规范》（CNCA/CTS0016-2015）对光伏电站系统效率及损耗的测试方法

进行了规定。本标准将光伏电站节能监测内容进行了梳理，统一并补充了测试方法；

本标准侧重于管理，给出了光伏电站能效和能耗的限值，规定了光伏电站节能日常

管理、专项诊断，提升改造等管理规范。

《光伏发电站运行规程》（GB/T 38335-2019）、《光伏发电站安全规程》（GB/T
35694-2017）、《光伏发电站光伏组件技术监督规程》（NB/T 10635-2021）、《光伏发

电站逆变器及汇流箱技术监督规程》（NB/T 10636-2021）对光伏电站的安全运行部

分的内容作了规定。本标准中的发电本体侧的安全隐患排查内容主要参考了上述 4
个标准。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2年 5月，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向浙江省电力学会提出

申请制订《光伏电站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范》 团体标准。

2022年 7月，浙江省电力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正式通过《光伏电站节能技术监

督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立项。

2022年 9月，浙江省电力学会清洁能源（节能）专委会组织下召开《光伏电站

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范》团体标准启动会，成立了由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国能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

限公司、华能（浙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并确定了标准的

总体框架和任务分工。标准起草工作组以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牵头组织。

2022年 10月～2023年 3月，各编写单位开始按照计划及进度要求，通过收集

相关资料、实际调研、现场试验等完成标准条文的编制，反馈各自编写章节至牵头

单位，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汇总形成标准初稿。

2023年 4月～2023年 10月，结合浙江省光伏电站的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的技

术监督工作，将本标准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2023年 11月～12月，组织工作会议，讨论标准内容的准确性、合理性，并根

据内部修改意见再次对编制的标准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年 1月，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交浙江省电力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挂网征

求意见。

5 标准内容结构

第 1章为范围。

第 2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章为术语和定义，定义了节能技术监督、系统能效、实际装机容量、光伏

方阵面辐照量、光伏组件衰退率、不可用、备用、污渍积灰影响、失配损失、直流

线损、交流线损等术语。

第 4章为总则，包含了光伏电站的节能技术监督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流程图、

开展频次等内容。

第 5章为节能监测要求，对涉及节能技术监督的参数、设备、方法做了规定。

第 6章为节能技术监督主要内容，该部分明确节能技术监督的内容，包括光伏

系统效率（辐照量、发电量、实际装机容量、影响装机容量的设备故障率）及组件

衰退率、积灰影响、串并联失配影响、直交流线损、变电设备能耗等影响系统效率

的各项损失。对每个项目的统计测试方法进行明确，并提供参考值给予评价。

第 7章为光伏发电本体安全技术监督，结合光伏电站节能技术监督现场检查工

作，对光伏发电本体引起设备跳闸、火灾、电网稳定等重要安全隐患进行现场排查，

如发生异常运行情况，应及时及时分析原因并提出处理措施。

第 8章为节能技术监督管理，包含光伏电站节能技术监督实施主体的职责、节

能技术监督报告的要求等。

附录包含了计算公式、节能技术监督自查、检查表等内容。

6 条文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