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电电缆接头局放和温度在线监测智能传感器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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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电电缆线路长期处于高湿、霉变等恶劣环境中，而且比较隐蔽，大量的直埋电缆难以

给监测设备提供可靠的供电电源，使得配电电缆的日常运维工作很难开展。如何及时了解电

缆的各项参数，及早发现电缆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故障隐患，避免因绝缘失效等情况造成大的

运行安全事故，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调研中发现，配网电缆运行环境恶劣，现场设备工作电源很难获得，现有的便携式检

测设备防护等级过低，功耗很高，难以在现场长期可靠工作。

同时，现有的检测设备功能单一，如果要对电缆的运行状态进行全面可靠的监控，需要

安装暂态地电压局放、超声局放、温度等多种检测设备，这些设备有时还不是一个厂家生产

的，导致现场安装、调试的工作量很大，不利于产品的大规模推广，严重时会导致整个监测

系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真对以上问题，结合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联合国内相关的研究专家和生

产企业，制定了该规范，以满足现场对配电电缆运行状态的实时掌控，避免击穿等影响供电

可靠性的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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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电缆接头局放和温度在线监测智能传感器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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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清

未来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建皓圣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中开维电气有限公司、华北电



力大学、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邯郸供电公司等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杨会轩、李立生、苏明、徐立力、淡文刚、周振宇、于希彬、廖海君、王磊、

郭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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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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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鉴于传统局放传感大多采用分体式设计、不方便部署；功耗高；难以在电缆隧道中

的高湿、腐蚀性环境中长期稳定工作等问题。本标准以技术领先性、创新、可推广性

为基础，规范电缆接头局放和温度监测智能传感器的功能设计和技术指标，制定《配

电电缆接头局放和温度在线监测智能传感器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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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了配电电缆接头局放和温度监测智能传感器的环境条件、功能要求、技术指标、机

械性能和电气性能等方面的要求。适用于配电网中电缆接头局放和温度监测装置的应用、研

发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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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传感器、超声波法局放检测、暂态地电压局放检测、一体化设计。

(4) 使用条件

规定了传感器所工作的环境温度和湿度，大气压、海拔高度等技术要求。

(5) 功能要求

主要规定了监测功能、记录功能、通讯功能、维护功能。

(6) 技术指标

主要规定了外观与结构、性能技术指标、抗电磁干扰能力等技术参数。

(7) 标志和包装

规定了外部包装要求、名牌要求、随机文件以及存储与运输等内容。



3、主要技术差异

针对配电电缆的运行环境和结构特点，特殊规定了可以长期在现场工作的结构形式、供

电方式和功耗限制。

为了满足现场可能会长期浸水和高湿、霉变的环境中正常工作，要求采用一体化设计形

式，取消产品与外界的导线连接，避免因节点过多而导致的内部电子电路进水的可能，提高

设备现场运行的可靠性。

由于现场无法获取可靠的供电电源，结合目前的微功耗处理技术，规范中规定了采用一

次性锂电池供电情况下装置的静态功耗和平均功耗，从而保证传感器能够长期可靠工作。

将探头、处理电路和电源模块做一体化设计，并用环氧树脂灌封，一方面避免了以往产

品外接连线较多给传感器带来的进水等隐患，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整体防护等级和产品运行

的环境适应性。

4、解决的主要问题

1、通过将探头、处理电路和电源模块进行一体化封闭式设计，解决传感器在浸水和高

湿、霉变的环境中正常工作问题。

2、通过微功耗处理技术，解决传感器能够长期可靠工作问题。

3、通过地电压监测技术解决电缆接头局放灵敏感知问题。

4、通过将局放和温度监测相结合，提高电力接头数据分析的可靠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电缆接头局放和温度监测智能传感器经国网山东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和华北电力科学研

究院监测，设备性能均满足《Q/GDW 11063-2013 暂态地电压局部放电检测仪技术规范》要

求。传感器产品并已在山东多地进行试点应用，监测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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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电缆线路占城市供电线路的比例越来越大，目前非架空电

缆约150万公里，接头约300万个，电缆故障次数随着公里数同步增加， 据统计电缆故障约



每1000公里每年会发生5起电缆系统故障，绝缘失效尤其是电缆接头的失效是电缆系统故障

的主要因素，严重影响着配电网的正常运行。

电缆从发生轻微局放到绝缘击穿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及时发现并消除故障隐患是保证

电缆系统可靠运行的最好途径，采用电缆接头局放和温度监测智能传感器对电缆运行状态进

行实时监测及评估可有效支撑配电精益化管理。帮助检修人员及时发现电缆故障并进行精准

定位，提升电缆的检修效率，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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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与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行了

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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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