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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项目背景 

目前，国内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电力系统也逐渐发展壮大,社会对电力供应的可靠

性要求越来越高，电气绝缘变化是一个持续的变化,与所处环境、安装施工、材质、加工

工艺、负荷情况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电气设备在运行状态下,绝缘数据处于一个未

知状态,电气设备经常会因绝缘问题造成各种事故,据行业统计中压电气绝缘故障占电气

事故 79.6%。基于此，电力设备在线绝缘监测应运而生，电力系统在线绝缘安全分析装

置系统原理：在线绝缘安全分析系统采用直流叠加法，将直流电压信号注入正在运行的

电力系统中，检测系统对地产生的整体绝缘数值，安装分支回路传感器，检测各支路绝

缘数值。对所测量的数据进行智能换算、大数据统计、分析并给出专家意见，并根据客

户需求提供电力系统的在线绝缘数据分析报告，为客户安全生产运行提供数据支持，保

证客户电力系统长周期安全生产运行。系统组成如下： 

 

 
 

电力系统在线绝缘安全分析装置能够实时掌握电力系统运行时的绝缘数据变化情

况，提早预警故障的发生，极大程度减少了因绝缘故障引发的损失，相当于给电力系统



加装一双慧眼；能够通过云服务平台实时为电力系统绝缘变化提供及时的远程服务；改

变了传统绝缘检测必须停电的被动管理模式；绝缘数值变化低于预警值时，适时安排检

修，将定期检修改为了状态检修，把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大大提高了检修的效果和精

准性；能够定性、定量的分析系统绝缘状态变化，提前预知系统缺陷隐患，并分析定位

缺陷回路；能够在线实时监测电力系统绝缘数据变化，超前预警绝缘缺陷，避免绝缘事

故发生，保障电力系统长周期安全可靠运行，促进在线绝缘安全分析系统在电力系统的

应用。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组对国内相关的标准进行了调研，对国内电力系统在线绝缘安全分析装置相关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进行研讨分析，起草组对标准制定过程中涉及

到的相关方单位进行了统计，充分听取了电力系统在线绝缘安全分析装置建设的前期、

中期、后期涉及到的相关方专家的意见，及时调整了标准的框架和思路，并对其中的技

术参数进行验证、修正。专家通过评审肯定了项目研究思路、方法，建议加强验证试验

后起草团体标准。2023 年 11 月，北京中联太信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机械工艺制造协会

申请立项，经过专家组评审，获得批准，正式立项，标准项目号 CAMMT 2023-28。 

3标准起草任务分工 

标准起草任务分工见下表。 

单位名称 任务分工&工作内容 

中国机械工艺制造协会 组织标准立项、报批、发布 

北京中联太信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调研、资料整理、标准起草、确

认指标、根据修改意见完善标准 

北京中联太信科技有限公司 

辰瑞电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辰越曙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赛恩思电气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指标评审、内部审定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标准制定原则 



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利益相关方的目标和诉求，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进行标准的起

草，使标准更严谨、更规范。标准的制定遵循以下原则： 

a）市场需求导向：在编制标准时，充分考虑了市场需求，同时，也关注了

市场的发展趋势，以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需求。 

b）全面性和准确性：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邀请了领域内的专家、制造商、

高校、用户等各方参与，以确保标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c）合规性与法规： 制定标准时应遵循国家和国际的法规和法律要求，以确

保产品在法律框架内合规。 

d）透明度与可追溯性：标准的编制过程是透明的，任何相关方都能够参与

和了解标准的内容，确保了产品、标准的可追溯性。 

2、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应基于以下依据： 

a）相关法规和标准：相关的法规和标准是确定标准技术内容的重要依据。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电力直流电源系统用测试

设备通用技术条件等标准，都为标准的技术内容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b）市场需求：制定该标准的目的为规范和促进电力系统在线绝缘安全分析

装置的市场发展。因此，标准的技术内容紧密结合了市场需求，为标准的技术内

容提供参考。 

c）专家意见和实践经验：标准技术内容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和实践经验，使

标准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和实际情况。通过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讨论和论证，

以及参考相关实践经验，为标准的技术内容提供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涉及到的通用要求的验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用户反馈：组织用户对产品的使用情况进行反馈，听取用户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用户的反馈，验证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专家评审：组织专家对标准进行评审，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专家

评审，验证通用要求的科学性、合规性、准确性。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不涉及知识产权。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该技术规范为电力系统在线绝缘安全分析提供了指导，促进了相关装置的研

发和生产。系统测量精度达到微安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随着电力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复杂化，对在线绝缘安全分析的需求也越来

越大。该技术规范的推广应用，将有助于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满足

市场需求。 

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扩大和复杂化，传统的离线绝缘安全分析已经无法满足

需求。在线绝缘安全分析能够实时监测和预警绝缘故障，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因此具有必要性。 

该技术规范的推广应用，绝缘缺陷提前预警，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

安全生产。将有助于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减少停电事故和维修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没有可采用的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对标准技术内容通过讨论协商，达成共识并取得统一

结论，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宣传推广：加强对标准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工程技术人员对标准的认识

和了解。 

2．反馈改进：及时收集工程技术人员对标准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

行不断改进和完善，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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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