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电力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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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 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主笔

人、 起草单位，确定工作方法及工作内容，并于 2022年 4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9月开始，标准起草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调研，收集意见和建议。 

2021 年 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意见和建议，完成标准初稿，2022 年 1 月-3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初稿进行讨论修改后形成标准草案。 

2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亿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国网

信通埃森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四川大学、安徽继远

软件有限公司、四川中电启明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成员：李强、赵峰、邱镇、刘迪、庄莉、李炳森、廖逍、黄晓光、刘永清、谢可、

向辉、谭洪恩、苏少春、杨迎春、周孔均、王晓东、钟加勇、彭舰、王秋琳、黄飞虎、王金

策、田鹏、吕小红、厉仄平、宋卫平、苏江文、费长顺、邢国用、丘志强、禹国印、杨成、

王蓓、张琳瑜、崔迎宝、刘璟、刘晓飞、阎誉榕、宫晓辉、尹玉、周伟、梁翀、李温静、王

乖强、伍臣周、王晓辉。 

所做的工作：标准起草工作组主要成员查阅并收集了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

及技术要求相关资料，通过整理分析，确立了主要内容，主要由国网信息通信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完成标准初稿编制，其他主要成员提出修改意见。2022 年 12月

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以下原则编制： 

a）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可靠性与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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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原则，以标准化为引领，服务国民经济科学发展。 

b）采用会议讨论的形式，集合信息技术、人力资源、人才评价等专业专家，

以评价矩阵的方式将不同业务维度的评价指标融合在一起，体现了标准编制的科

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c）认真研究国内外现行相关的行业标准、企业标准，达到相关标准的协调

统一，并考虑系统的扩展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要求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方法和

评价要求，适用于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的评价。 

本标准主题章分为 7 章，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架构要求、技术要求、算法模型共享要求。 

其中，架构要求包含了总体架构、技术架构、数据架构等内容。 

技术要求包含了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安全要求等内容。 

算法模型共享要求包含了算法模型文件、算法模型描述性文档、算法模型共

享应用方式等内容。 

3、主要技术差异 

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标准集中在信息技术的评价与界

定，并未针对电力专业人才的相关内容。本标准与国内现有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

构及技术标准的主要技术差异在于增加了电力专业能力维度的相关内容及评价

标准，使得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要求更具行业针对性，有利于电力行业

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专业化评定与纵深发展。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规范规定了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标准的相关内容，解决

了目前行业内尚未有专门针对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评价标准、

电力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评价指标颗粒度不一致、无统一且通用的认证

标准的难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相关内容已经在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推广实施，并支撑平

台架构、算法模型共享等技术的验证工作。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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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电力行业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验证将

具备更具针对性的验证方法和验证要求，与现有电力人工智能技术验证工作相结

合，有助于形成更加精准的电力行业电力人工智能技术验证体系，促进电力行业

电力行业人工智能技术纵深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时未对国外的样品、样机进行测试。 

本标准的总体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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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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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团体标准《人工智能平台总体架构及技术要求》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

施。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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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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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