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电场风轮机叶片缺陷检测系统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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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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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积极组织筹备和

征集标准起草单位，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

段进度时间。同时，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20000.2—2009《标准化工

作指南 第 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

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标准立项阶段： 标准立项阶段：2023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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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电场风轮机叶片缺陷检测系统技术规范》标准立项；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国科中检（苏州）新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挪亚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保定中科新能源系统

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西安热工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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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大疆创新有限公司等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杨建卫、刘凯、曹蓓、李海芹、张英、戴申华、王琨玥、郭红波、

张鸿飞、姚柳、苏欣、黄善永、王亚顺、佟林、王尊、穆啸天、郭海涛、刘畅、

杨海超、杨磊、张恩享、张建成、曹晟磊等。

所做的工作： 标准编写组收集了风电场风轮机叶片缺陷检测系统配置及检

测流程、结果分析等方面的材料，并通过现场实地测试和试验，理论结合实际，

确定了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主要由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牵头完成标准



初稿编制，其他参与单位配合编制，并负责收集相关资料、对比分析、提出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与起草规则》的编写原则制定，定位为团体标准，是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补充，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坚持实事求是，以符合标准化工作导

则，综合国内外经验、公平公正公开、实际可操作、可复制可验证、综合考虑技

术安全伦理要求，制定了《风电场风轮机叶片缺陷检测系统技术规范》，以多旋

翼无人机对风轮机叶片缺陷的检测和数据处理为基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符合团体标准要求，目的在于规范用无人机进行风轮机叶片缺陷检测的系统要求、

检测流程和数据处理等，以保证检测系统的工作效率，以及系统功能和结果判定

的一致性和标准化。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正文内容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是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第二章是规范性

引用文件、第三章是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是系统配置，主要从系统的软件技术硬件配置要求进行了规范，对无人

机智能飞行系统、基于激光点云的三维模型系统、地面移动站系统、缺陷识别算法

系统、无人机及云台设备、机载计算机及系统服务器等进行了规范化，并对系统的

安全性能提出了要求。

第五章是检测程序， 主要从检测周期、检测流程、数据处理、报告编制、归档

管理等方面对整个系统功能及工作流程进行了规范。

第六章是结果分析，主要对识别的缺陷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并对部分典型

的缺陷等级进行了阐述，给出了附录 A。

3、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无主要技术差异。

4、解决的主要问题

由于小型无人机及智能识别系统的应用，使得风电场叶片的缺陷检测工作效率

大大提高。本标准通过对风电场叶片缺陷检测系统的软硬件参数、系统架构、系统

功能、辅助系统及判定标准等各方面的要求进行规范化，对无人机智能检测系统的

整体功能进行标准化。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的主要试验情况包括无人机飞行系统验证、图像采集系统验证、数据通

信系统验证、算法准确性验证等。这些试验旨在验证无人机检测系统的完整性、安

全性和高效性，通过严格的验证和判定流程，提供可靠的基于实际场景的验证和判

定体系，确保无人机检测系统具备先进性、安全性、高效性、可用性和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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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无人机在新能源电站运行维护、缺陷智能识别等方面已有大量成功的应用

案例，由于无人机及智能识别系统的应用，使得风电场叶片的缺陷检测工作效率大

大提高，随着技术的发展，行业内涌现出众多先进的科技企业对无人机智能检测系

统进行研究和开发，当下市场百家争鸣、产品性能良莠不齐，本标准规范了无人机

智能检测系统的性能和参数，并对其整体功能进行标准化，可以推动风电行业无人

机检测系统相关技术的进步，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未检索到国际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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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行了是

否采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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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