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2022年 3 月，由山东华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牵头，成立标准编写工作组。2022年 4 月

至 9 月，启动标准编制工作，工作组经过充分讨论，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要求，制定大纲， 并形成标准草案稿。 2022年 10 月，

标准草案稿在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山东华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按照回收意见对草案稿进行

了修改完善。 2022 年 11 月，工作组通过腾讯视频召开工作组讨论会，对标准中的结构、

功能、技术要求等主要技术内容进行重点讨论，并对草案稿中所有要素进行研讨分析。收到 

11 条修改意见，山东华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按照回收意见对草案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并确

定了后续工作计划。 2023年 1月，工作组通过腾讯视频召开工作组第二次讨论会，对草案

稿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讨论，对文稿用词的严谨性、规范性进行充分推敲。收到 7 条修改意

见，工作组对所有要素达成了一致意见，山东华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按照回收意见对草案稿

进行补充、修改、完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标准立项阶段： 

2023 年 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的专家立项评审会，经中国电工技

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批准《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技术规范》

标准立项。 

编写研制阶段：2023 年 5 月-7 月标准编写组根据立项专家组意见和建议，

标准编写组进行标准编写研制，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山东华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陵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宁波矽久微电子有限

公司、天津市普迅电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清未来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中电普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等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杨会轩、李立生、苏明、衡泽超、杨德涛、黄戈、刘万龙、周振



宇、刘洋、于希彬、吕海、廖海君、黄其华等。 

所做的工作：  

负责标准起草阶段的技术论证、标准起草以及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以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要求为指

导，对标准内容进行规范。 

鉴于目前光伏逆变器厂家众多，没有标准协议，实现统一管理难度很大；分布式光伏逆

变器安装分散、数量及型号众多，光伏逆变器接入方式不标准、配置复杂，难以支撑大量快

速、标准接入电网。为指导分布式光伏上网、并网的安全、智能、高效和开放消纳，并以技

术领先性、创新、可推广性为基础，规范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的设计和检测，制定《分

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技术规范》这一标准。 

2、标准主要内容 

从内容来看，该标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结构、工作环境、基本传输特性、电气安全以

及电磁兼容性等方面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分布式光伏并网“可观、可测、可调、可控”方案

的设计、实现、检测、验收以及与之相关的设备装置研发、生产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包括在本文件中规范性引用的若干国家标准。 

（3）术语和定义 

 主要包括：集中器、智能融合终端、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 

（4）结构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转换器接线端子、外壳及其防护性能、外形及安装尺寸等内容。 

（5）功能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通讯功能、数据采集功能、数据转发功能、维护功能、对时功能等功能要

求。 

（6）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条件、工作电源、功率消耗、采集数据可靠性、连续通电稳定性、失

电数据和时钟保持、可靠性指标、抗过压能力、机械影响、绝缘性能、电磁兼容性要求等内



容。 

   3、主要技术差异 

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可适配主流的逆变器，能够接受调度指令并快速生成不同逆

变器的控制指令集，下发到边侧的通用型光伏控制器上，实现低压分布式光伏的接入管理和

数据转发，满足智能融合终端与光伏逆变器等末端设备通信和控制的自适配能力，既扫除了

因逆变器品牌型号差异而产生的数据壁垒，也为未来分布式光伏大规模并网后的群调群控目

标实现提供技术支撑。 

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不仅可实现大规模低压分布式光伏的数据采集，还可以实现

群调群控，柔性并网控制，可对光伏逆变器参数实现多样性精准控制，可调参数包括有功功

率、无功功率、Q-U 特征曲。线、PF-U 特征曲线等，调整方式有固定值降额、百分比降额、

梯度调整等。调整策略不仅针对单点，也可进行区域全局设置，通过不同手段的结合，可满

足电网调度多种自动控制策略要求。 

 

 

4、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分布式光伏大量接入配电网，一方面造成变压器过载、低压开关烧毁等问题，严重

影响供电可靠性。另一方面，由于分布式光伏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光伏电能不能很好消纳。

但由于分布式光伏逆变器设备由用户自行投资管理，型号种类多、接口协议各异，目前无法

实现电网统一调度管控问题。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主要解决分布式光伏逆变器并网管

控问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依据本标准研制的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已成功应用于山东省某地市台区，实现了

对分布式光伏出力实时灵活控制。相对于传统的刚性控制，柔性调控可配合负荷精准预测，

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出力进行柔性连续调节，实现分布式光伏与配电网之间的协调互济、源网

协调。 

通过控制分布式光伏发电线路将该台区反向负载率控制在 80%至 90%以内，同步实现并

网点电压在 220 伏至 230 伏的控制目标。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分布式光伏等新型能源的涌现及大量新型清洁能源的并网，已经使我国的电网形态从无

源单向电网向有源双向电网的潮流结构变化，给电网未端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及挑战。

此外分布式光伏因其自身的高渗透、间歇性、波动性等特性，容易导致光伏并网点末端电压

超过限值，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冲击，这不仅增加了电网企业治理成本，还会影响光伏

并网点周边的居民用电感受，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居民家用电器损坏、烧毁等安全隐患。 

该标准的发布将有助于指导分布式光伏通信规约转换器的研发与生产，有助于调度对所

有并网的分布式清洁能源均做到可观可测可调可控。通过群调、群控助力区域分布式光伏能

源的友好消纳和源网荷储良好的互动协调；通过有效治理电网末端电压越限、功率因素低和

超容量发电等电能质量问题，实现良好的经济价值；通过将柔控技术积极应用于电网调峰和

光伏引发的台区反向重过载治理探索，进一步优化提升光伏参与电网调峰实战经验和反向重

过载治理举措，保障电网安全运行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客户利益。 

总之，该标准的发布将推动分布式光伏以及低压柔性互联控制系统的快速建设，促进配

电网负荷动态自主调节和新消纳，实现台区源网荷储友好互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和“双

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2 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