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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双碳”背景下，清洁能源替代需求叠加自然负荷增长，导致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能源资源匮乏的

受端电网电力保供面临巨大压力。加大外来直流受电、深度开发本地新能源是受端系统电力保供和低碳

转型的必然选择。但直流、新能源等电力电子装备具有弱抗扰性与弱支撑性，其大容量馈入将导致受端

电网系统电压支撑强度（简称系统强度）下降，电压失稳风险增加。如何评估电力电子设备馈入能力成

为电网规划中的重点问题。 

因此，需要制定一套电力电子设备馈入系统强度评估与计算规范来评估电力电子设备承载能力。该

技术标准将对电网进行电压支撑强度计算，评估电力系统在接入大量电力电子设备后的电压稳定性和

安全性，为电力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提供理论支撑，为电网未来的发展规划奠定基础。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文件根据以下原则编制： 

1） 以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原则，兼顾规划及运行等不同阶段要求； 

2） 明确电力电子装备馈入系统强度的计算范围，用于评估电力电子设备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及其

接入电网的稳定性。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本文件是对国家标准GB 38755《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国家标准GB/T 40581《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计算规范》和国家标准GB/T 40594《电力系统网源协调技术导则》中涉及短路比相关内容的延伸和落

实。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使用问题。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3年4月17日～4月21日，编写组集中工作，形成标准大纲。 

2023年5月8日～5月12日，编写组集中工作，完成标准初稿。 

2023年5月18日，汇报项目起草情况，通过项目立项申请。 

2023年6月26日～6月30日，编写组集中工作，根据立项评审会意见修改标准初稿。 

2023年7月19日，组织部分内部专家召开了初稿内部讨论会，对标准初稿提出意见。 

2023年8月14日～8月18日，组织编制组内部讨论，根据标准初稿修改意见形成标准初稿修改稿。 

2023年9月25日，召开标准启动会，对标准初稿提出修改意见。 

2023年10月10日～2024年5月30日，编制组对标准中涉及的核心问题开展讨论，根据结论修改完善

标准，形成征求意见稿。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本文件主题章共4章，由总则、电网强度评估与计算方法、装备耐受度评估与计算方法、系统强度

评估与计算方法组成。 

总则规定了电力电子装备馈入系统强度评估与计算的依据、场景和主要流程。 



T/ZJSEE XXXX-YYYY 

3 

电网强度评估与计算方法部分规定了电网强度评估与计算所需要的数据、要求、具体内容和方法。 

装备耐受度评估与计算方法方法部分规定了新能源、常规直流等不同电力电子装备耐受度评估与

计算所需要的数据、要求、具体内容和方法。 

系统强度评估与计算方法部分规定了判断电力电子装备馈入系统强弱程度的依据。 

6 条文说明 

本文件内容的主要条款分析和说明如下: 

本文件第5章中，第5.2条，根据GB 38755—2019《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GB/T 38969-2020《电

力系统技术导则》、GB/T 40581—2021《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计算规范》和GB/T 15544.1《三相交流系统

短路电流计算规范》的要求，对于新能源占比较高或直流馈入较多的地区，在规划设计和运行调度阶段

应展开系统强度评估与计算，尽可能保证新能源、直流接入电网后系统强度仍能维持在合理水平。 

本文件第6章中，第6.1条，受资源时空分布特性差异的影响，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新能源很难同时达

到满发状态，故需结合地区资源特性，在评估电网强度所需潮流数据中应考虑新能源出力的同时率。 

本文件第6章中，第6.5条，广义短路比计算中，考虑到阻抗矩阵为复数形式，应取模后展开计算。

实际电网中，线路电抗远大于线路电阻，若电阻与电抗的比值小于10%，当忽略线路电阻展开计算。  

本文件第6章中，第6.5条，与跟网型设备不同，构网型设备具有主动构建电压频率的能力，故可视

为含内电抗的理想电压源。而采用定有功-无功控制的柔性直流可视为新能源。 

本文件第6章中，第6.5条，在特征子系统理论中，灵敏度矩阵是有功-相角灵敏度矩阵和无功-电压

灵敏度矩阵的平均矩阵，节点导纳矩阵是表征灵敏度矩阵的特殊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