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设备电磁暂态建模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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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3 年 1 月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组织成立起

草工作组，工作组针对相关工作内容进行了文献和资料的收集，查看了标准编

写有关的标准、规范，并同步开展项目立项工作。

（2）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8 月

标准编写工作组成员单位：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北

电力试验研究院、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中国

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华

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思源清能电气电子有限公司。各工作组成员单位分别对具体负责的

章节内容进行编写和校核，由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北电

力试验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汇总形成标准草案。

（3）2023 年 8 月 9 日

《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设备电磁暂态建模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工作组

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在北京市大唐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召开。

会议由工作组副组长王劲松主持，并向工作组成员介绍了标准的立项背景、目

的、应用范围以及重点内容，工作组成员针对标准的名称、框架结构、编写工

作方案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4）2023 年 8 月 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各承担单位分别对所负责的章节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中国大唐集团科

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汇总形成标准草案

（第二版）。

（5）2023 年 12 月 20 日

《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设备电磁暂态建模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工作组

第二次工作组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在北京市大唐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召开。



会议由工作组副组长王劲松主持，并向工作组成员介绍了标准编写工作的开展

情况，工作组重点对标准草案（第二版）的内容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6）2024 年 1 月

《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设备电磁暂态建模技术规范》编写工作组完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并提交至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大电机（专业）

工作组进行审核。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

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思源清

能电气电子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

郭洪义、王劲松、殷波、任树东、谢小荣、张天保、付俊杰、黄子夜、王

乐、曹天植、郭锐、刘闯、姚谦、魏星、邵章平、张超、杨海超、杨玉新、李

鹏、许诘翊。

所做的工作：

郭洪义，本标准编制工作总负责人；

王劲松，本标准编制工作技术总负责人；

殷 波，本标准编制工作风机等部分技术负责人；

任树东，本标准编制工作输电线路、阻塞滤波器等部分技术负责人；

谢小荣，本标准编制工作同步发电机组等部分技术负责人；

张天保，本标准编制工作管理负责人；

付俊杰，本标准编制工作技术负责人；

黄子夜，本标准编制工作管理负责人；

王 乐，本标准编制工作总体编写人；

曹天植，本标准编制工作变压器、线路、负荷等编写人

郭 锐，本标准编制工作风机等部分编写人；

刘 闯，本标准编制工作风机等部分编写人；

姚 谦，本标准编制工作同步发电机组等部分编写人；

魏 星，本标准编制工作静止无功发生器等部分编写人；

邵章平，本标准编制工作光伏发电单元等部分编写人；



张 超，本标准编制工作光伏发电单元等部分编写人；

杨海超，本标准编制工作校核工作负责人；

杨玉新，本标准编制工作文字校核；

李 鹏，本标准编制工作文字校核；

许诘翊，本标准编制工作文字校核。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符合产业发展原则，立足于电力行业现存问题，着眼于新型电力系

统发展难点。

随着国家“十四五”计划的加速推进，“双碳”目标加速实现，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也进入快车道。而且，各大发电集团布局多能耦合发电系统领域，未来

将会建成一批大型甚至特大型多能耦合能源基地。如何保证这类型电力系统的

安全稳定运行成为了近些年行业内研究的重点与难点。特大型多能源耦合能源

基地电力系统呈现“双高”特性，即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这

也导致单纯的关注工频或者相近频率范围上的设备、场站或者系统运行状态，

无法全面获悉设备、场站或者电力系统运行的真实情况，所以基于数字仿真技

术的电力系统电磁暂态仿真和计算越来越重要，行业内亟需系列标准对电力系

统电磁暂态建模、仿真计算与分析等各工作进行技术规范。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应用在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内设备的电力系统电磁暂态设

备级建模工作，规定了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内同步发电机、风力发电机、

光伏发电单元、静止无功发生器、静态无功补偿器、输电线路、变压器、负荷

等的电磁暂态模型的建模技术要求，适用于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内上述设

备电磁暂态模型的建模，其他形式发电系统也可参考使用。

3、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重点关注仿真步长为 100 微秒及以下的设备级电磁暂态建模，适用

于电力系统电磁暂态计算与分析，如：宽频振荡分析、过电压分析等。

4、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实际电磁暂态建模工作中，设备级的建模和场站级或系统级的电磁暂态

过程分析会由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单位承担。其中，受限于设备供应厂商的商业

和技术保密原因，设备级的建模通常由设备厂商承担，电磁暂态过程分析通常

由电科院、设计院或高校研究所等机构承担。这就造成设备级、场站级、系统



级的三级电磁暂态仿真模型的构建无法实现统一规划和实施。同时，电磁暂态

过程分析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会导致设备供应商提供的设备级

的模型无法满足相应电磁暂态过程分析的确切需求。因上述原因，不仅增加了

设备厂商和分析计算机构的工作量；同时会增加设备厂商和分析计算机构沟通

工作的成本，影响项目进度；甚至会导致电磁暂态分析计算不准确，影响系统

投产后的安全稳定性。

本标准主要针对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所用设备，如：同步发电机组、

风电机组、光伏发电单元、静止无功发生器等设备，规范相关人员对上述设备

在电力系统电磁暂态建模工作中，具体包括：设备级电磁暂态建模商用软件平

台、设备级电磁暂态建模类型、仿真步长、接口设置以及模型结构等部分的技

术要求。通过解决上述问题，提高仿真计算的工作效率，保证相关计算和分析

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标准不需要进行试验或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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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应用本标准，可以提高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或同类电力系统电磁

暂态计算与稳定性分析等工作效率，确保相关计算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

性。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相较于同类国际、国外标准，本标准规

范的技术细节更为明晰，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实际应用价值更强，属于国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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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完全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要

求和规定，完全与相关强制性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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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