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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党中央基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施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期能源行业以及相关

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有利于加快我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步伐，推

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当前，新型电力系统呈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的双高特征，用电需求夏、

冬季负荷高峰的双峰特征凸显，电网潮流方向多变，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快速增加。部分地区及线

路的电力平衡需求偏紧张，尚缺乏有效解决措施。虚拟电厂是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国家双碳战

略实施最具市场化的重要路径。虚拟电厂可有效提升电网全息感知、灵活控制、系统平衡能力，可

有效支撑源网荷储协同互动，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虚拟电厂实现用户负荷精准调控和常态

化、精细化的用能管理，助力大电网的实时动态平衡，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目前接入虚拟电厂的资源类型多样、禀赋各异，对聚合资源的管理未有统一、明确的要求，相

关业务术语不规范，资源管理功能建设缺乏标准规范，严重影响了虚拟电厂对内部聚合资源的统一

管理、调控、服务和优化，制约了虚拟电厂服务于电网经济安全的市场化进程。为解决虚拟电厂资

源管理功能的业务功能要求不统一、不明确、不规范的问题，适应虚拟电厂技术发展的需要，指导

浙江等地区的虚拟电厂资源管理功能的设计、开发、建设。本标准对虚拟电厂资源管理功能做了规

定，主要包括资源对象管理、逻辑聚合管理、调节能力管理、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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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本标准的条文撰写力求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避免自相矛盾或模糊不

清的表述，使标准易于理解和执行。 

（b）先进性。本标准基于当前的技术水平，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对未来技术发展的

趋势和方向进行合理预测，为行业长远发展提供指导。 

（c）时效性。本标准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根据不同地区、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

灵活应用。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确保其在实施过程中易于理解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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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参考 GB/T 31464-2022 电网运行准则、GB/T 35681-2017 电力需求响应系统功能规

范、DL/T 2473.1-2022 可调节负荷并网运行与控制技术规范 第 1部分：资源接入 、DL/T 

2473.3-2022 可调节负荷并网运行与控制技术规范 第 3部分：负荷调控系统 、DL/T 2473.4-2022 可

调节负荷并网运行与控制技术规范 第 4部分：数据模型与存储、Q/GDW 11853.2-2018 电力需求响

应系统 第 2部分：系统功能规范的基础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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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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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电力有限公司温州供电公司牵头，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温州供电公司、浙江浙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乐清市供电公司、浙

江图盛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温州科技分公司、浙江杭泰数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思极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温州市东屿发电厂、国网浙江绍兴供电公司、正泰安能

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长园深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华电（浙江）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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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温州供电公司汇总形成标准初稿； 

2023年 3月，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温州供电公司向浙江省电力学会提出申请制订《虚拟电

厂资源管理功能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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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电厂资源管理功能规

范》团体标准立项； 

2023年 6月 13日，工作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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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虚拟电厂资源管理功能要求，包括包括资源对象管理、逻辑聚合管理、调节能力管

理、性能要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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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对象管理部分对资源对象注册、资源对象维护、资源对象分类、资源对象测试验证进行了

规定。资源对象注册的内容包括档案信息、可调节能力信息、运行控制信息。资源对象维护包括分

类、可调参数等功能内容。按照源性、荷性、源荷双性对资源对象进行分类。从调节能力测试、调

节性能测试、调节安全测试等方面对资源对象测试验证功能做了规定。 

逻辑聚合管理部分从聚合策略、聚合对象生成、聚合对象维护、聚合对象建模等方面进行了明

确规定。聚合策略主要包括调节区域、响应级别、调节方向、适用场景等。对聚合对象生成、聚合

对象维护、聚合对象建模做了统一的要求。 

调节能力管理部分对分析决策、调节能力分析评估、调节能力上报维护、模拟演练等方面进行

了规范。 

性能要求部分对资源对象的信息采集覆盖率、模型信息完整率、遥信传动时间、遥测变化传送

时间、可持续时长、次级虚拟电厂运营商平台网络延迟、平台数据丢包率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6 条文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