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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设备红外热像检测现场应用导则》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说明主要内容 

1、工作简况 

（1）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2021 年 6 月，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公司牵头，成立标准编写工作

组。 

2021 年 7 月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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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标准草案稿在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超

高压公司按照回收意见对草案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2 年 1 月，工作组通过腾讯视频召开工作组讨论会，对标准中的检测部

位、检测周期、判断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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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条修改意见，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公司按照回收

意见对草案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并确定了后续工作计划。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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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公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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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阶段：  

送审阶段： 

报批阶段： 

（2）主要参加单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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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压公司（原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

司）、中国电科院、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热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冯新岩 赵廷志 孙佑飞 许渊 李杰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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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工作：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公司（冯新岩）总体负责协调、文

稿起草，中国电科院（许渊）理论研究，国网山东电科院（李杰）、上海交通大

学（王辉）数据分析，上海热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用实施。 

2、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通过实验室模拟验证、现场试验验证，确定检

测方法、缺陷类别识别方法及严重程度判断方法。 

本标准依据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

出的规则起草。 

（2）标准主要内容 

规定了使用红外热像仪检测 GIS 设备的检测要求、检测部位、检测周期、操

作方法和判断方法。用于指导现场人员开展 GIS 设备红外热像检测，分析异常，

判断缺陷严重程度。 

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术语部分。本标准主要参考了 DL/T664 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罐体环流”“罐

体涡流”等术语是本标准的术语。 

检测要求部分。本部分主要对 GIS 红外热成像检测的人员要求、安全要求、

环境条件要求、仪器要求等内容做了描述和界定。 

检测部位部分。本部部分主要对 GIS 红外热成像检测的重点检测部位做了

要求。 

检测周期部分。本部分主要对正常运行 GIS 设备，运行环境差、陈旧或有缺

陷的设备以及设备送电带负荷后的检测周期进行了要求。 

操作方法部分。本部分主要对检测仪的操作方法、检测步骤做了规定。 

判断方法部分。本部分主要对内部接头发热、罐体环流引起的发热、罐体涡

流发热等缺陷的判别及严重程度判断做了规定。 

（3）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非对原标准的修订，此项内容不涉及。 

（4）解决的主要问题 

GIS 设备的红外热像检测与其它敞开式设备不同，存在一定特殊性。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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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 GIS 异常发热判断与评估无标准执行的问题，统一了 GIS 发热故障的判

断准则。方便现场人员开展 GIS 设备红外热像检测，分析异常，判断缺陷严重程

度。 

3、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2020 年 8 月至 2020 年 11 月，开展 GIS 设备发热故障调研统计，收集大量

现场检测及解体检查案例，对发热类型归类分析，建立不同发热故障的典型图谱

库，并初步确定了不同发热故障的严重程度判断方法。 

2020 年 12 月至 2 月，通过 220kV 真型 GIS 故障模拟平台，对 GIS 内部导

体接触不良、罐体环流、罐体涡流等 3 种典型故障进行模拟，进一步完善了典型

图谱库，明确了不同发热故障的检测周期、现场操作方法及判断分析方法。 

2021 年 3 月至 5 月，开展了大量的现场检测验证工作，通过本标准判别分

析方法，准确识别多起 GIS 发热故障，解体情况与判断的故障类别对应。证明本

标准可有效指导现场开展 GIS 设备红外热像检测工作。 

4、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5、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实施后，有利于发现 GIS 设备内部导体接头接触不良、断路器、隔离

开关触头接触不良、GIS 外壳部分元件接触状况不好等引起的发热异常，提升 GIS

设备健康管理能力，有利于 GIS 设备红外热像检测周期、检测要求、故障评判标

准的统一。 

填补了国内外 GIS 设备红外热像检测与判断导则的空白，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与优化升级。 

6、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国际、国外标准中，未见 GIS 设备红外热像检测的相关标准，本标准制定中

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标准水平评价为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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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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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开展红外热像检测主要依据 DL/T 664-2016 带电设备红外诊断应

用规范;该规范中给出了电气设备红外热像检测要求、检测周期以及缺陷判断方

法。但规范中未涉及 GIS 设备的红外热像检测与判断，缺乏对现场 GIS 异常性

质的判断与评估。 

本标准中涉及的 GIS 设备的红外热像检测与判断方法，是对 DL/T 664-2016

带电设备红外诊断应用规范的补充，在 GIS 设备红外热像检测领域属于首创，无

相关规范。 

8、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10、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7 天后实施。 

11、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