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电网应急供电技术导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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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任务要求，带电作业专家委员会与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电

力不停电检修技术与装备工作组于 2023 年 6 月组织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

组，组织标准编制工作。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在 2023 年 6 月积极组织筹备和

征集标准起草单位。经过近一个月的征集、评审和筛选，并最终确定了标准起草

工作组的成员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 年 6 月在山东省烟台市组织召开编写启动会，会议对

团体标准编写基本要求及规范性要点进行了培训，研讨会前征集的标准编写建议，

确定本标准的编写大纲、结构要素等，确定列入本标准的安全能力建设范围对象、

关键章节、每个章节的编写颗粒度及编写样章，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

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确定标准编写人员及编写分工。

2023 年 7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标准编写首次研讨会，

讨论反馈标准立项专家提出的意见；确定可采纳建议，确定标准大纲及架构调整

内容。2023 年 10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深圳召开了标准编审会，与会专家对标

准初稿内容提出的第二次意见及建议，确定可采纳建议及初稿第二次修改完成时

间节点。

2023 年 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完成了第二次会议中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修改，确定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国网浙

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供电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

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辽宁省电力

有限公司、东莞市纳百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网广东电网公司东莞供电局、广

东电网信通通信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李启江、许崇新、张勇、孙思、于汉启、赵阅群、何亮、刘欣宇、

王邹俊、金童、孙嘉杰、范柏军、陈建波、顾泰宇、崔征、李发生、王传旭、何

小满、曾垂潘

所做的工作：

标准架构设计：李启江、张勇、于汉启、范柏军、崔征、李发生

标准资料收集：许崇新、孙思、赵阅群、何亮、孙嘉杰、刘欣宇、王邹俊、

金童、顾泰宇

标准文本编写：李启江、许崇新、张勇、孙思、于汉启、赵阅群、何亮、孙

嘉杰、刘欣宇、王邹俊、金童、范柏军、陈建波、顾泰宇、崔征、李发生、王传

旭、何小满、曾垂潘

标准内容校对：张勇、孙思、于汉启、范柏军、崔征、李发生、曾垂潘

标准形式校对：孙思

会议组织：孙思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一）符合行业发展实际需求

通过查阅资料、会议研讨、行业调研等方式尽可能全面了解城市电网应急供

电管理及工作现状，了解行业对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诉求，使标准内容科学、合理，

各项标准要求不过高、过低或缺失，既不能阻碍也不能制约，而是推动和规范工

程企业开展安全能力建设，促进和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突出建设重点原则

标准编制旨在构建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管理体系，在标准起草过程中，编写组

充分借鉴行业内先进的安全管理体系，通过研讨，充分听取北京、成都、杭州等

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管理现状，深入分析企业开展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管理的难点痛

点，确定了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的一般要求、处置原则、指挥机构、预警及响应、

保障措施、信息报告及后期处置的要求，以此确立和搭建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管理

体系框架，为后续标准修订完善奠定基础。

（三）与其他标准协调一致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中，起草组细致研究了我国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相关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团体标准，在标准内容上做到与这些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的一般要求、处置原则、指挥机构、预警及

响应、保障措施、信息报告及后期处置的要求，适用于突发应急事件时的城市电

网应急电力供应。主要内容如下：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要求

5 应急供电指挥机构

5.1 总体要求

5.2 功能要求

5.3 功能要求

6 应急供电预警

6.1 预警分级

6.2 监测发布

6.3 预警行动

7 应急供电响应

7.1 先期处置

7.2 响应启动

7.3 响应行动

7.4 响应调整

7.5 响应结束

8 应急供电保障措施

8.1 应急物资与装备

8.2 应急队伍

8.3 通信与信息

8.4 技术保障



8.5 后勤保障

9 应急供电信息报告及后期处置

9.1 报告渠道

9.2 报告内容

9.3 报告要求

9.4 善后处置

9.5 总结评估

附 录 A （资料性） 应急供电保障措施

参 考 文 献

3、主要技术差异

无。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旨在搭建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管理体系，解决目前国内缺少城市电网应

急供电管理标准技术导则，行业内城市电网应急供电能力水平参差不齐，不利于

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管理长远发展的问题，促进城市电网应急供电能力建设水平提

升。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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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对城市电网应急供电能力提升方面提出了重点方向和具体工作系列

措施，用于指导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管理工作，促进城市电网应急供电能力提升。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是国内规范城市电网应急供电能力建设的首个标准，

该标准为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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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现有标准和制定中的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无冲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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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供电公司是标准实施的主体，为促进各供电公司理解标准内容，规范城

市电网应急供电能力建设工作，提高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管理水平，标准发布后，

后续通过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等形式来推动标准的落地实施。

（一）加强宣传，大力推广

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会议、发放宣传资料以及网络、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强化宣传，大力普及标准，营造贯彻标准的良好氛围，提高标准的社会关注度与

知晓度，促进各相关企业准确理解、掌握和执行标准。

（二）政策引导，深化应用

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各供电公司深入开展城市电网应急供电能力建设创新与

实践，不断完善标准管理内容，提高城市电网应急供电管理水平。以标准为基础，

结合企业实际持续深化标准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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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