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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双碳”政策的推动，可再生能源大量接入电网成为趋势，分布式智能电网技术

成为国家战略。但是，由于可再生电源的不确定性特性，对电网的稳定调控带来难度。同时，随着我国

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用电负荷增长也很迅速，电力系统的供需不平衡矛盾更加凸显，用电高峰期多地

拉闸限电，对企业生产及人民生活都造成了较大冲击，用电的峰谷差更加显著。面对上述问题，虚拟电

厂提供的分布式能源及柔性可调负荷聚合与协调优化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有效解决系统平衡

及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新方案。国内各地陆续开展了虚拟电厂的实践探索，但目前国内尚无系

统的标准作为指导依据。 

由于现有虚拟电厂管控平台产品来源众多、内容多样，平台功能规范尚未统一，相关术语还不规范，

严重制约了我国负荷侧虚拟电厂管控工作的进展。为解决虚拟电厂管控平台建设应用过程中的业务功

能重复设计以及定义不统一的问题，项目拟规范虚拟电厂管控平台生产运行、管理交互、市场交易等方

面功能，明确功能定位、功能架构、功能描述、功能要求，为推广虚拟电厂试点、规范管理虚拟电厂业

务功能提供标准化手段，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解决国内在虚拟电厂标准方面尚为空白的问题。虚拟电厂可以聚合分散资源，提升电网对清洁能源

的接入能力和消纳能力，促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符合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需要，已成为近期电力行

业的热点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指出：“开展工业可调负

荷、楼宇空调负荷、大数据中心负荷、用户侧储能、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能量互动等各类资源聚合的虚拟

电厂示范”。2022年5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跟进印发《浙江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规划

指出“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推进虚拟电厂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目前已有的虚拟

电厂技术多以单一来源（如需求侧资源）的聚合为主，各聚合主体也大都简单接受调度指令，参与调峰。

尚未实现多种异构资源聚集、需求侧可调节负荷与源侧不确定性电源友好互动与协同调度的虚拟电厂

应用，未能充分发挥虚拟电厂的调节灵活性。亟需研究云-边-端协同的虚拟电厂调度管理技术，以灵活

的结构突破传统单一固定的资源聚合模式，充分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不确定性，挖掘需求侧可调资源

的响应潜力，促进源-网-荷-储的多层次良性耦合互补，提升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削峰填谷改善供需

平衡。 

依托浙江省“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高比例新能源虚拟电厂云-边-端智能协同运行关

键技术与装备研究》，紧密围绕高比例新能源虚拟电厂发展的核心需求，由国网浙江新兴科技有限公司

牵头，联合浙江大学、浙江浙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组建了项目

团队，针对基于“端内自治-边端互动-云边协同”的云-边-端智能协同运调控系及其关键技术研究，研

发全自主可控的边缘计算终端，建设包含多种调节资源，容量大，灵活性高，调节能力强，响应快速的

虚拟电厂示范工程，为高比例新能源虚拟电厂技术的复制与推广提供技术支撑，积累工程经验。 

本标准将成为浙江省电力行业领域的基础性标准。该标准规定了虚拟电厂接入电力系统运行应遵

循的一般原则和技术管理要求，对虚拟电厂申请并网程序和条件、虚拟电厂并网与接入、虚拟电厂调度

运行、虚拟电厂运行安全规定等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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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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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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虚拟电厂系统实际运行情况，为建设运行进行规范、统一，使本标准则更加适用和有

针对性，便于推广。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3.1 本标准是在参考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13730 地区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通用

技术条件、GB/T 31991 电能服务管理平台技术规范、GB/T 32127 需求响应效果监测与综合效益评价

导则、GB/T 32672-2016 电力需求响应系统通用技术规范、GB/T 33593 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GB/T 

35681 电力需求响应系统功能规范、GB/T 36548 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网测试规范、GB/T 37136 电

力用户供配电设施运行维护规范、DL/T516-2017 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运行管理规程、DL/T 1008 电力

中长期交易平台功能规范、DL∕T 1644-2016电力企业合同能源管理技术导则、DL/T 1867-2018电力需

求响应信息交换规范、DL/T 2162-2020用户参与需求响应基线负荷评价方法、DL5003 电力系统调度自

动化设计技术规程、Q/GDW 373-2009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功能规范的基础上编制。 

3.2 本标准依托浙江省“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高比例新能源虚拟电厂云-边-端智能协

同运行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3.3 本标准的编制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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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使用问题。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2年12月成立了以国网浙江新兴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浙江大学、浙江浙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国

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

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供电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台州供电公司等参加单位组成的标准起

草工作组，并确定了标准的总体框架和任务分工； 

2022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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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调研等，反 

馈各自编写章节至牵头单位，国网浙江新兴科技有限公司汇总形成标准初稿； 

2023年3月，国网浙江新兴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省电力学会提出申请制订《虚拟电厂系统通用技术

条件》团体标准； 

2023年5月，浙江省电力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组织答辩后正式通过《虚拟电厂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团体标准立项； 

2023年6月13日，邀请有关专家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对已编制的标准初稿进 

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商定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会后，起草工作组针对专家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 

改和完善。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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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虚拟电厂系统通用技术条件技术要求，包括系统架构、基本功能、性能指标、控制与通

讯技术要求等内容。 

系统架构部分对虚拟电厂通用的系统架构进行了规定，整体分为云-边-端三层，汇集用户侧资源接

入主站平台，通过传感器将物理设备及其状态信息实现就地感知与融合，运用虚拟电厂智能终端及优化

控制策略，赋予末端用电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响应能力，通过各设备协同优化运行，实现低功耗、低延

时的就地实时控制，释放用户侧资源灵活性参与电网互动。 

系统功能与关键技术部分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可视化交互、市场交易、资源调控等

方面进行细化。 

性能与功能指标部分对虚拟电厂通用的指标进行统一规范。包括虚拟电厂容量、可调节资源总量、

快速调频指令响应时间、虚拟电厂灵活性提升率等。 

控制与通讯技术部分对平台交互方式、协议要求、安全防护要求、通信要求等方面进行规范。 

6 条文说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