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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为全面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战略部署，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主动把握多形态可调资源参与电网调节的运行特征，全面挖潜系统调度潜力，逐级提升电网

协同水平，有效提高系统运行效率。推进分布式资源与电网的协同发展，构建绿色、智能、

高效的能源体系，特制定本文件。

2 编制主要原则

2.1 合理性

合理性是指多形态资源参与调度调节的技术评价指标的方法应符合在国际、国家关于电

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的相关要求。

2.2 可扩充性

本标准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和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不断完善而进行充实和更新。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3/T 2515 公共机构“零碳”管理与评价规范

GB/T 44241 虚拟电厂管理规范

GB/T 44260 虚拟电厂资源配置与评估技术规范

DL/T 1709.8 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第 8部分：运行评估

GB/T 40585 电网运行风险监测、评估及可视化技术规范

GB/Z 32880.2 现行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 第 2 部分：公用配电网的经济性评估方法

4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根据各阶段标准任务的工作要求，组织了相关领域的调研，并召开

了多次的研讨会，参与标准研讨的专家多来自电力系统技术研究领域，还包括来自企业一线

的管理人员、全国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等，通过对标准内容进行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

目前的标准文本。

4.1 立项阶段

浙江省电力学会根据学会工作安排，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在杭州召开了 2024 年第二批

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完成了标准立项。

4.2 启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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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17 日，电力系统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浙江省电力学会标准《配电网多形态

资源调节能力评估技术导则》启动会。会议对标准的标准的范围、分工、计划等任务书内容进

行讨论，并确定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丽水供电公司作为标准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包括国网

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丽水市供电公司等。

4.3 调研阶段

2025 年 1 月-2 月，进入调研阶段，标准编制组前期以资料调研方式收集相关标准、项

目文档进行大纲设计。

4.4 起草阶段

2025 年 3 月，标准编制组以标准大纲草案为基础，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单位进行调研，

分析讨论、资料整理、汇总，充分听取并研究各单位的意见及资料，形成了草案稿。

4.5 草案稿研讨阶段

2025 年 4-5 月，标准编制组召开了多次标准草案稿的工作组研讨会。

4.6 征求意见阶段

2025 年 6 月，标准编制组完成《多形态资源参与电网调度调节的经济技术量化评估标

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处理表。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1.范围

简诉了标准包含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介绍了本标准所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引用文件主要包括：

DB33/T 2515 公共机构“零碳”管理与评价规范

GB/T 44241 虚拟电厂管理规范

GB/T 44260 虚拟电厂资源配置与评估技术规范

DL/T 1709.8 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第 8部分：运行评估

GB/T 40585 电网运行风险监测、评估及可视化技术规范

GB/Z 32880.2 现行电能质量经济性评估 第 2 部分：公用配电网的经济性评估方法

3.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电网备用裕度、多形态资源、参与电网调度调节、“四可”能力相关术语和定义。

4.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本标准没有特殊的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5.技术指标框架

介绍了多形态资源参与电网调节的技术指标框架，主要包括能力规模、运行性能、运行

效率、电网经济性。

6.技术指标体系

详细介绍了能力规模、运行性能、运行效率、电网经济性技术指标的内容。能力规模指

标主要包括新能源调节规模、储能调节规模、柔性负荷调节规模和小电源调节规模。运行性

能指标主要包括向上调节裕度、向下调节裕度、电网备用裕度。运行效率指标主要包括新能

源就地消纳率、调峰目标响应率、调峰目标完成率和运行等效碳排放量。电网经济性指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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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系统平均供电可用率、线损率和综合电压合格率。

7.附录

主要介绍了本标准的算例验证。

6 条文说明

无

7 标准实施措施

在部分新能源占比高的区域先行试点，验证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收集反馈并优化。

在试点成功后，逐步扩大实施范围，覆盖所有适用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