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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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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承载力评估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网接纳分布式电源承载力评估的-般原则和技术要求 ， 包括热稳定评估、短路

电流校核、 电压偏差校核、谐波校核和电网承载力等级划分等。

本标准适用于分布式电源及电网的规划、 设计、 建设 、 运行等环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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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2325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GB/T 14549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T 15544 →相交流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GB/T 24337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间谐波

GB/T 33593 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

OL 755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OL/T 5729 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电网承载力 power grid bearing capabi I ity 

在设备持续不过裁和短路电流、电压偏差、谐波不超标条件下 ， 电网接纳电源、负荷的最大容

量。

3. 2 

3. 3 

3. 4 

反向负载率 reverse load rate 

从低电压等级向高电压等级电网流经输变电设备的输送功率与设备运行限值的比值。

热稳定 therma I stab i I i ty 

l圭期运行中 ， 输变电设备承受电流热效应的能力。

公共连接点 point of common coupl ing 

用户接入公共电网的连接处。

4 总则

4. 1 评估应以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促进分布式电源健康有序发展为前提 ， 为分布式电源和电网
规划、设计、 建设、运行提供依据。
4. 2 评估应基于电力系统现状和规划 ， 遵循 "分区分层"原则 ， 从总体到局部、从高压到低压 ， 按

供电区域和电压等级开展。

4. 3 评估直与电网年度方式分析、电网规划同步周期性开展 ， 并结合电网结构、用电负荷及电源变
化适当调整评估周期 ， 对于承载力较弱的区域应缩短评估周期。

4. 4 评估范围应包括分布式电源消纳范围内的各电压等级电网 ， 评估对象应包括相应的输变电设备。
4. 5 评估应开展热稳定计算， 在此基础上进行电压偏差、短路电流、谐波等校核 ， 确定供电区域内
的承载等级和可新增分布式电源容量。

第5/192页



DL / T 2041 - 2019 

4. 6 评估流程(见附录 A) 应按数据准备(见附录 B、附录c)、计算分析、等级划分、措施建议顺

序依次开展。

4. 7 可根据电网的实际运行情况 ， 以 DL 755 为依据开展分布式电源对电网动态稳定、
暂态稳定影响的专题分析和储自由对电网影响的专题分析。

5 热稳定评估

5. 1 热稳定评估应以电网输变电设备热稳定不越限为原则。

5. 2 热稳定评估应根据电网运行方式、输变电设备限值、负荷情况、发电情况、分布式电源出力特
性等因素计算反向负载率 λ 。
5. 3 评估对象应包括变压器和线路。

5. 4 反向负载率 λ 应按式(1)计算。

λ=生二丘x IOO% ( 1) 
S 

式中 • Po 为分布式电源出力 • PL 为同时刻等效用电负荷 ， 即负荷减去除分布式电源以外的其他

电源出力 :

Se 为变压器或线路实际运行限值。

5. 5 热稳定评估应采用评估周期内反向负载率 λ 的最大值也创作为评估指标。评估周期内法定节假

日等引起电网负荷波动的特殊时期的 λ 可不考虑。

5. 6 评估区域内可新增分布式电源容量 Pm应按式 ( 2 ) 计算 ·

凡= ( 1 一 λmax ) x Se x kr 

式中 k， 是设备运行裕度系数 ， 一般取 0. 8 。

6 短路电流校核

( 2 ) 

6. 1 短路电流校核应以接入分布式电源后系统各母线节点短路电流不超过相应断路器开断电流限值
为原则。
6. 2 校核对象应包括评估范围内短路电流有可能流经的所有设备。

6. 3 应根据评估范围内系统最大运行方式下短路电流现状和待校核分布式电源容量， 以 GB/T 15544 、

DL/ T 5729 为依据计算系统母线短路电流。
6. 4 短路电流应按公式 ( 3) 校核。

l u <ι (3) 

I .• -= /~~. ... 1."'- ,-= "1-> ....... ' ''~ 1 式中 日为系统母线短路电流 - m为允许的短路电流限值 ， 应选取与母线联接的所有设备和

锁出线上相应断路器开断电流限值的最小值。

7 电压偏差校核

7. 1 电压偏差校核应以无功功率就地平衡和分布式电源接入后电网电压不越限为原则。
7. 2 校核对象应包括 35kV-220kV 变电站的 10kV-220kV 电压等级母线。

7. 3 应根据评估周期内电网最高和最低运行电压 ， 结合 GB/Tl 2325 给出的电压限值分别计算评估区

域的最大正电压偏差、负电压偏差 ， 分别表示为 ð.UII 车 J L> U, 0 

7. 4 应根据待校核分布式电源容量和 GB/T 33593 要求 ， 按公式 ( 4 ) 计算出新增分布式电源接入后

导致该区域的最大正、负电压偏差 ， 分别表示为 oUH和 oUL 0 

R . P. →ιY 门
δ'U(%) .'L ' max ' "L三旦王

U~， 
( 4 ) 

式中 Qm.. 为依据 GB/T 33593 对不同类型分布式电源的并网点功率因数的要求数值计算出的最

大无功正、负值 • UN 为该区域内母线的额定电压 Rι 、 X， 为电网阻抗的电阻、电抗分量， 在高压

电网中可忽略电网电阻分量。
7. 5 电压偏差应按公式 (5) 校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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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 > oUH 且 t!.Uι 〈 δUι (5) 

8 谐波校核

8. 1 谐波校核应以系统中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节点谐波电流值、间谐波电压含有率不越限为原则。
8. 2 校核对象应包括分布式电源提供的谐波电流和间谐波电压有可能影响的所有节点。
8. 3 谐波电流应按式 ( 6 ) 校核。

I XLh > I h ( 6 ) 

式中 l xz ，h 为第 h 次谐波电流值 Ih 为 GB/T 14549 规定的第 h 次谐波电流限值。
8. 4 校核节点的各次间谐波电压含有率不应超过 GB/T 24337 规定限值。

9 电网承载力等级划分

9. 1 电网承载力评估等级应根据计算分析结果 ， 分区分层确定。评估等级由低到高可分为绿色、黄
色、红色。

9. 2 确定评估等级时 ， 应局部服从总体 ， 下-级电网评估等级低于上-级电网时 ， 评估等级应以上

-级电网为准。

9. 3 评估区域短路电流、电压偏差或谐波校核不通过 ， 其相应的评估等级应为红色。
9. 4 评估区域因分布式 电源导致向 220kV 及以上电网反送电 ， 该区域评估等级应为红色。
9. 5 评估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评估等级划分

评估

等级
依据 含义 建议

反向负载率 · λ=:::; 0 :

绿色
且短路电流、电压偏 可完全就地消纳 ， 电网无

差、谐波含量校核通 反送潮流
推荐分布式电源接入

过

反向负载率 。〈 λ 三三

80%: 
黄色 且短路电流、电压偏

电网反送潮流不超过设 对于确需接入的项目 ， 应开展专

差 、 谐波含量校核通
备限额的 80% 项分析

过

反向负载率 · λ

>8 0% ， 短路电流、 电

压偏差、 谐波含量校
电网反送潮流超过设备

红色
核不通过或因分布

在电网承载力未得到有效改善

式电源导致向
限额的 80% ， 或电网运行 前， 暂停新增分布式电源项目接

220kV 及以上电网反
安全存在风险 入

送电

9. 6 评估结果应至少包括电网承载力评估等级、 评估结果图和可新增分布式电源容量等(见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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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评估流程

(规范性附录)

A. 1 承载力评估流程应按数据准备、计算分析、等级划分、措施建议顺序依次开展 ， 应符合下列规

定 ·

( 1) 明确待评估区域电网范围 ， 画出待评估区域电网拓扑图。

( 2 ) 若待评估区域发生分布式电源向 220kV 及以上电网反送电 ， 则该评估区域各电压等级

电网承载力等级为红色。

(3)按照电压等级从高至低分层进行评估 ， 计算待评估范围内各母线短路电流、电压偏差现状

值， 收集各节点谐波i监测数据 ， 若短路电流、电压偏差或谐波校核不通过 ， 贝IJ该电压等级及以下区

域电网承载力等级为红色。

( 4 ) 在待评估区域电网正常运行方式下 ， 开展热稳定计算分析 ， 确定待评估区域反向负载率及

可新增分布式电源容量。

( 5 ) 根据 ( 4 ) 得出的可新增分布式电源容量 ， 校核短路电流和电压偏差。

( 6 ) 若 ( 5 ) 校核不通过 ， 逐步降低可新增分布式电源的容量， 重复步骤 ( 5 ) ， 直到校核通过 ，

该值即为可新增分布式电源容量结果。

( 7) 在得到上一电压等级电网计算结果后 ， 再根据(3) - ( 6 ) 逐级向下-电压等级开展计算 ，

各电压等级计算结果应进行相互校核 ， 确保计算结果互相匹配。

( 8 )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和第 9 节中的相关原则 ， 确定待评估区域电网分布式电源承载能力评估

等级 ， 画出待评估区域电网评估结果图 ， 列出待评估区域各电压等级可新增分布式电源容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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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1 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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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数据要求

(规范性附录)

且 1-般原则

( 1) 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的承载力评估应以分布式电源并网数据、分布式电源并网性能数据、

电网设备参数、电网安全运行边界数据等为基础开展评估 ， 并充分考虑在建及己批复电源和电网项

目。

( 2 ) 评估数据应来源于历史运行数据、运行设备参数、电网实测数据、电网和电源的建设规划

数据 ， 并充分考虑地理位置、 电网结构、运行方式、负荷类型、负荷水平、时间尺度等因素。

8.2 敖据准备

8. 2 . 1 电网数据

电网二次接线图、电网等值阻抗图、各级母线短路容量表。

8.2.2 设备数据

( 1)电网设备参数、运行限值等。

( 2 ) 电源特性数据 · 电源名称、机组台数、机组类型(同步电机、异步电机或变流器)、发电

机组额定功率、视在功率、机组装机容量、理论发电量、机组功率因数调节范固等。

8.2.3 运行数据

( 1) 运行方式数据 · 包括电网和电源正常运行方式数据。

( 2 ) 电网运行数据 · 评估周期内各电源出力、 电网负荷、断面潮流、母线电压等历史数据。

(3)电网各节点谐波电流、间谐波电压含有率实测值。

8.3 数据处理

( 1)计算电网阻抗参数。

( 2 ) 根据电网内电源装机的实际情况， 将同-分区、同类型、同属性的电源机组归类整理和等

值计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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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待评估区域参数及拓扑图示例

供电区域1

220kVIÐ:线

训院规电源l
.MW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评估图表示例

220kV 
A变电站

供电区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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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kV 
B变电站

~ #1主变
~MVA 

llOkVI-e 
~J 给布或咆源1

.MW 

~MVA 

llOkVII$ 
"队me i ;二IEETJEL

llOkVm
llOk\l 
A变电站

10kvæ 

纱布理电源3
.MW 

3SkV 
A变电站

llOkVm
llOkV 
B变电站

lOkViÐ 

纱布或回l!.ìl8
.MW 

35kVe 

附图 C. 1 待评估区域参数及拓tl、图示例

C. 2 热稳定评估分析示例

附表 C.2 评估区域热稳定评估示例表

PO-P L最大
主变运行限值 5，
(线路运行限值

评估线路\母线
值

5,) 
( MW ) 

( MW ) 

指标量

220kV 某 A 变 220kV 母线

220kV 某 A 变 110kV I 母线

220kV 某 A 变 35kV I i寻线

35kV 某 A 变 35kV 母线

35kV 某 A 变 10kV 母线

10kVA 配变 10kV 母线

1l0kV 线路 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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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短路电流校核分析示例

附表 C. 3 评估区域短路电流校核示例表

设备短
母线短

短路电流

评估母线 路电流
路电流

校核 Pm 
备注

允许值
值 1xz

(通过/不 ( MW ) 

指标量 1m 通过)

220kV 某 A 变 220kV 母线

220kV 某 A 变 110kV I 母线

220kV 某 A 变 35kV I 母线

35kV 某 A 变 35kV 母线

35kV 某 A 变 10kV 母线

其他

C. 4 咆压偏差校核分析示例

附表 C. 4 评估区域电压偏差校核示例表

分布
分布

式电
分布 式电

源接
最大 最大 式电 源接

正电 负电
电网 电网

源提
入后

入后

压偏 压偏
阻抗 阻抗

供的
最大

最大
电压 Pm 

评估母线 值 值 正电 偏差 ( MW 
差允 差允 最大 芷电

( 电 ( 电 压偏 校核 ) 
许值 许值 无功 压偏

阻 R ) 抗 X ) 差值
I::J. UI/ ll U, 值 差值

Q皿 δUH oUι 
指标量

220kV 某 A 变 220kV 母

线

220kV 某 A 变 110kV I 

母线

220kV 某 A 变 35kV I 母

线

35kV 某 A 变 35kV 母线

35kV 某 A 变 10kV 母线

10kVA 配变 10kV 母线

其他

C. 5 谐波校核分析示例

附表 C. 5 评估区域谐波校核分析示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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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点
间谐波电 本节点

评估母线
最小短 谐波电

压含有率 谐波综 备注
路容量 流校核

校核 合校核
指标量 S .. 

220kV 某 A 变 220kV 母线

220kV 某 A 变 110kV I 母线

220kV 某 A 变 35kV I i寻线

35kV 某 A 变 35kV 母线

35kV 某 A 变 10kV 母线

10kVA 配变 10kV 母线

其他

0. 6 评估区域电网分布式电源承载力评估等级示例

附表 C. 6 评估区域电网分布式电源承载力评估等级表

热稳定 短路电 电压偏
谐波i'f 评估等 Pm 

评估母线(线路) vHi古 流评估 差评估
估校核 级划分 ( MW ) 

(λ 【nax) 校核 校核

220kV 某 A 变 220kV 母

线

220kV 某 A 变 110kV I 母

线

220kV 某 A 变 35kV I 母

线

35kV 某 A 变 35kV 母线

35kV 某 A 变 10kV 母线

110kV 线路 1

35kV 线路 1

其他

注 · 下级电网应不高于上级电网的评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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