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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区妙西 3oMwp 地面光伏发电项 R 采用太阳能组件作为光电转换装p1。 1

程主要包括光伏阵列系统 直流系统 逆变系统、 升压系统 、 汇流箱、 3ì 关站等。

、 监理依据

国家现行的法律 法规 、 条例和建设监理的仃关规定

2 《电力建设 程监理规范》Dl / T到 14 20的

オ 国家和行业 制定的施 1 及验收技术规程 规范和质 ! l A验W规程的们效版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 1平定规程》DLバ引引 2002

《电气装置安装 程接地装置施 l 及验收规范》 (GB50 169 2006)
《电气装置安装 程盘 、 柜及二 次回路接线施 ï 及验收规范》G1t50 17 1 92

《电气装置安装 程蓄电池施丁及验收规范》GB50 172 92

《电气装置安装 程 r!+ 电器施 1 及验收规范》G1350 147 20 10

《电气装置安装 程低压电器施 r 及验收规范》G1350254 96

《电气装置安装 程电力变流设备施 I 及验收规范》G[350 255 9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 i由浸电抗器 Lt 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l<j
148 9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T 及验收规范》GB50 149 20 10

《电气装置安装 程电缆线路施丁及验收规范》GB 50 168 2006

《建筑电气下程施丁质量验收规范》G1]羽 0 3 20 12

《火力发电建设二ï ) 动试运及验收规>[ 》 l」1t 田 l <7 岁)(旧

《电力建设安全T 作规程》 (火力发电厂部分)
《电力建设安全施 T 管理规定》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火电施工质量检验及评定标准》 ( 调整试运篇 )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 : 五项重点要求》

4 批准的施T 组织设 i; l 和施下作业指导书
5 施T 技术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施T 图纸 设计变更 、 设备图纸

册 、 往来文件等 )

6 、 监理合同 监理大纲和监理规划
7 甲方依法对外签订的与监理有关的合同

8 、 设备制造厂商提供的设备图纸和技术文件
9 甲方按国家及行业规定制定的木工程建设学理制度 。

10 有关各方商议确定的其它文件等。

二
、
监理工作控制要点和目标值

监理工作控制要 ! !Ã

。制要点及要求 。制要点及要求

1 翼。 ' " ' " 、 验收记录 园昏=l 量装置安装玲收

2 铲。设 接线完毕、 。
22 昏完好

式变及逆变器安装 、 试验记录齐 园国· · · 电源完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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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囫 · · · · · · · 。 。 竺 。' " ' " 报告齐

a隆 弊 。 左铲 ·

25 全所照明能正常投用

6 光伏场内消防设施齐全完好 26 事故照明能正常切换

高低压开关等安装己完成 安装记 全所防雷及过电压保护设施齐
27

全 完好

电气送出系统断路器 、 隔离开关等

定 送出系统二次设备交接试验项
28 灯光 卉响 信号试验合格

设备引线等电气安全距离符合规
29 联锁装置试验合格

盘 屏正面及背面均有名称 、编号

盘 屏内部元件和装置的规格 型

号符合设计 二 次配线正确 标识
30 电缆沟0X坂齐全

各类电气盘柜和其他各部电缆

电测仪表校验合格 并贴有检验合 孔 ( 口 ) 的防火封堵完好 、 有效

11 格证 指针式仪表额定值处画红 3 1 和电缆防火漆涂刷及电线桥架

线 相关回路完整并有正式报告 上的阻燃材料袋设置正确 符

合设 i十和消防规定

各类继电保护装置及 自动装置经

调试 动作正确 并按定值通知单

12 整定完毕 (定值通知单为经审批 32 沟内清洁无杂物 、 排水良好

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正式定值通知

单)

二 次交流 直流回路绝缘良好 接

13 线正确 二 次交流回路负载测量己 33 UPS装置投用正常

进行 并有报告

运行与非运行区域用遮栏隔
14 电气整套系统传动试验已完成 34 离 ; 电气安全警告标识牌内容

和悬挂位置正确

开关设备 (送出和场用电源) 合 、 分

15 35
闸 操作试验 、 联锁试验 保护回 设计变更 、 设备缺陷处理 已 l 】
路整组传动试验均能正确动作和 环

指示

16 故障录波器能正常投入 36 施工 图审查意见己闭环

· 五防 。 功能经试验正确 37
位验评项 FB统计) 已统 I 汇总

施工质量验收签证 (按监理单

调度 通讯通道开通等T 作己完 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涉38
J邕 i n 莪 亘 t 」上布 Jx 川 网问题的落实

''

4 光伏场接地试验记录齐全 2 鲈 $丽 丽 丽 丽 孑丽 丽 丽 丽 孑 コ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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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安装工作监理控制目标值

3 1 铁质锁夹安装

1 根据金属檩条的布置 来同定支座的位置 并结合转接件布置图规定的间距

来安装铁质锁夹。

2 将锁夹夹住在支座的面板肋上 用两支 朝 不锈钢螺拴紧同 螺栓头要置与

有卡线的 端 。 ( 可先不拧紧螺母 到安装 C 型铁龙骨迈平后再紧 )

3 主龙す采用 C 型钢质型材 主龙骨与板下锅次该条间方向安装 透过 '
¡【8 不

锈钢螺栓固定在钢质锁夹上

也 先将 M8 螺栓头置入锁夹上端的导槽中部 再将主龙骨落到锁夹上 龙骨上

预先开好的螺栓孔要对应螺栓 调整主龙骨直线度后紧画螺栓

5 主龙骨安装直线偏差不超过土5mm

3 2 次龙骨安装

l 次龙骨采用钢质导槽型材 次龙骨通过 侣 不锈钢螺栓 定于主龙骨上 与

主龙骨垂直交叉安装

2 每块太阳能组件下安装三 支次龙骨 次龙骨同太阳能组件芝边方向 致 三

支次龙骨间距为 0 65m I司距中对应太阳能组件中

3 先将 朋 不锈钢螺栓头滑入次龙 l十导信中 迈整谋栓位置对应主龙十上预先

开好的螺栓孔 调整次龙骨直线度后紧固螺诠、

4 次龙骨安装直线偏差不超过土5mm

3 3 太阳能电池板安装检查

机械准备检查 检查叉车把太阳能电池扳运豆方阵的行或列之间的玉道上的

情况 R 的是检查施T 人员的安装速度 和在运输过程中要小全テ碰撞多支

不能堆积过高 ( 可参照厂家说明书 )

a 电池板在运输和保管过程中 应轻最轻放 不得有 烈 宁击和振动

不得横置重压 。

b 电池板的安装应 由下而上 逐块安装 螺杆的安装方向为空内 t外 井

紧旧电池板螺栓。 安装过程中必须轻拿轻放以免破坏表面 保护坂鸡 电池受的

联接螺栓应有弹簧垫圈和平垫圈 紧固后应将螺栓露出部分及螺母涂改注漆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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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栓处理 并巨在各项安装结束后进行补漆 电池板安装必须作到横平© 1
' 9 同

方阵内的电池板间距保持 致 注意电池板的接线盒的方向。

3 4 电池板调平检验

a 将两根放线绳分别系于电池板方阵的上下两端 并将其绷紧。

b 以放线绳为基准分别调整其余电池板 使其在 个平面内。

c 紧固所有螺拴

3 5 电池皈接线检验

国 根据电站设计图纸确定电池标的接线方式。

园 电池板连线均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

国 接线采用多股锤芯线 接线前应先将线头揩锡处理 。

园 检查接线时是否将正负 受接反 保iに接线正确 每年电池板连接完毕后

应俭查电池板串开路电压是否正确 连接无误后断开 块电池板的接线 保证后

装工序的安全操作

囤 将电池扳串与控制器的连接电缆连接 电缆的金属铠装应接地处理 。

3 6 方阵布线检

组件方阵的布线应有支撑 同紧 防护等措施 导线应留有适当余量 布线

方式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规定

应选用不同颜色导线作为正极 ( 红 ) 负极 ( 蓝 ) 和串联连接线 导线规格应

符合设计规定、

连接导线的接头应镀锡 截面大于 4 目 的多股导线!芯加装镉接头 ( 鼻子 ) 敝

面小d  4 m 的单芯导线在组件接盒线打接头圈连接时 线头弯曲方向应与紧固螺

丝方向 致 每处接线端最多允许两根芯线 且两根芯线间应加垫片 所有接线

螺丝均应拧紧。

方阵组件布线完毕 应按旌T 图检查核对布线是否正确 。

组件接线盒出口处的连接线应向下弯曲 防雨水流入接线盒。

组件连线和方阵引出电缆应用同定卡因定或绑扎在机架上
。

方阵布线及格39完毕 应盖上并锁紧所有接线盒盒盖

方阵的输出端应有明显的极性标志和子方阵的编号标志 。

3 7 方阵测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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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条件 天气晴朗 太阳周因无云 太阳总搞照度不低于 700W/ m2 。 在测

试周期内的辐照不稳定度不应大于土1% 辐照不稳定度的计算按 《地面用太阳

电池电性能测试方法》中相关规定。

被测方阵表面应清洁。

技术参数测试及要求

方阵的电性能参数测试按 嘿地面用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方法》和 嘿太阳电池

组件参数测量方法 ( 地面用 )》的有关规定进行

方阵的开路电压应符合设 i十规定。

方阵实测的最大输出功率不应低于各组件最大输出功率总和的 60 % 。

方阵输出端与支撑结构1司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50M Q .

3 8 逆变器 、 配电柜安装

开箱检查 分别检 逆变器及配电柜的完好情况

检查配电柜 逆变器各开关初始位置址合正确 断开所有输出 输入开关

主接线盒的方阵输入电缆应分别接至控制器名嘴日子

逆变器交流输出电缆应接至交流配电箱的输入端

逆变器直流输入电缆应接至控制器负载输出端

将外电网电缆接至交流配电箱的输出端子 。

3 8 1 电源馈线敷设的检查

方阵电缆的规格和敷设路由应符合设 : 1规定

馈电线穿过穿线管后应按设计要求对管口进行防水处理

电缆及馈线应采用整段线料 不得在中间接头。

电源馈线正负极两端应有统 红 ( 正极 ) 蓝 ( 负极 ) 标志 安装后的电缆

到头处必须用胶带和护套封扎

3 8 2 通电检查

通电试验

电压表、 电流表表针指在零位、 无卡阻现象

开关、 闸刀应转换灵活 接触紧密

熔丝容量规格应符合规定 标志准确。

接线正确、 无碰地 、 短路、 虚焊等情况 设备及机内布线对地绝缘电阻应符

.



合厂家说明书规定。

通电试验步骤

方阵输入回路应设有防反充二 极管。

应能测试方阵的开路电压 、 短路电流 。

输出电压的稳定精度应符合设 i;】要求。

能提供直流回路的电流监视信号。

电源馈线的线1司及线对地 I司的绝缘电坐应在相对湿度不大于 80 % 时用 500V

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应大于 1 MQ
.

各电源馈线的电压降应符合设计规定。

方阵输出端与支撑结构问的绝缘电阻 耐压强度应符合设 : l 规定

3 9 防雷接地安装

施丁顺序 接地极安装一 接地网连接 接地网山接地体和接地扁钢组成 。 地

网分布在立柱支架周围 接地体采用热镀锌角钢 。 接地极 端加T 成尖头形状

方便打入地下 。

接地线应采用绝缘电线 且必须用整线 中间不许有接头 接地线应能保证

短路时热稳定的要求 其截面积不得小d  6mm
" 避雷器的接地线应选择在距离接

地体最近的位置 。 接地体与接地线的连接处要焊接 接地线与设备可用螺栓连接

接地扁铁采用热镀© 扁钢 接地扁钢应垂直与接地体焊接在 起 以增大与

土壤的接触面积 最后扁钢和立柱的底板梦!接在 起 V 后1 . +乍防腐处理 ì似采川

防腐导电涂料 回添土尽量选择碎土 土壤中不应含有石块和垃圾

3 10 整体汇线

整体汇线前事先考虑好走线方向 然后向配电柜放线 太阳能电池板连线

应采用双护套多股铜软线 放线完毕后可穿¢ 32PVC 管 线管要做到横平怪直 柜

体内部的电线应用色带包裹为 个整体 以免影响美观性

@ 关掉电池的空气开关 。 连接好蓄电池连线。 线的颜色要分开 。 红色为正 。

黑色为负。

圆 连接太阳能电池板连线。 同样要先断开开关。

@ 连接控制器到逆变器的电源连接线。 负载线应根据太阳能电站和移动直

放站的位置 去确定架空或地理的方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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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电Ý 线敷设

施 1 川各 放线一 电缆沟引挖 · 颅J里配© 和理件一 电缆敷设一 电缆沟回填

· 接线

电缆穿越球i体、
J,Wl <41道路l ï 均J/ 采川镀©保护· 保护管在敷设前进行外

观检奋 内外表山í是否光滑 线'j ¢切害叨ï 」闰© 端口应将毛刺处理 。

l l 配的线管宜沿j : B短r 白线路敷设并减少弯曲 埋入倘或地基内的管子 离表

山i的净距 嘶不应小于 15川m 管口及 l1.加管堵封闭严密 。

じ、 管内穿线

管路必须做好可靠的跨接 跨接线 ,i山)苡按相应的管线直径选择 。

d 、 电缆敷设

电缆敷设栉4电缆沟/ 通过验收合格 化装电缆直接J里地敷设 电缆埋设段内

严禁接头 。

3 11 整体防腐

施T 完 后应对整个钢结构进行整体防锈处理 可用防锈漆进行涂装 但涂

装次数不得少于二 遍 中Ili」间距时间不得少于 8 小时

3 12 分部验收测试 ( 调试 程师 )

3 12 1 系统设置与接线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系统接线和设备配置应符合低压电力系统设计规范和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设: l 规范 。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与电网问在联接处应有明显的带有标志的分界点 应通过

变压© 等进行电气隔离。

检测方法 对系统设计图和配置设备清单进行检 。

3 12 2 安装 、 布线 、 防水 程检查

太阳电池方阵 、 逆变器 、 并利保护装置等设备安装应符合设 l 施T 图的要求

布线 、 防水等建筑 程应符合相关要求 。

检测方法 对太阳电池方阵、 逆变器 、 并网保护装置等设备的安装对照设计

施7 图进行检查 验证是否 致 检查安装、 布线、 防水等 程的施工记录 。



3 12 3 防雷接地

太阳电池方阵必须方可 \\\ 的接地网防甫+i
' i 施。

检测方法 检芥太阳电池方阵的接地线与防ì iY接地线是否牢因连接 。

3 12 1 绝缘性能

绝缘电阻

太阳电池方阵、 接线 仃、 逆变器 、 保护装置的主lii 】路与地 ( 外壳 ) 之间的用

Dc 1ooov 欧姆表测 !it 绝缘电阻)颇不小于 l n Q

试验方法 将太阳电池方阵、 接线情、 逆变器 并网保护装置等设备的连接

回路断开 分别用 DC1000V 欧姆表测量主回路各极性与地 ( 外壳 ) 的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M Q .

3 12 5 绝缘耐压

太阳电池方阵 、 接线板 、 逆变器 保护装置的主 l1 l 路与地 ( 外壳 ) 之间的应

能承受 AC20 00V
, 1 分钟1 频交流耐压 无闪络 无击穿现象 。

试验方法 将太阳电池方阵 接线箱 逆变器 并网保护装置等设备的连接

回路断开 分别用 八C200 0V 丁频交流耐压 使测量主回路再极性与地 ( 外壳 ) 的绝

缘耐压
。

3 12 6 工 fl깎与性试验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应在现场对其主要设计工作特性进行验证检测 以证明其

符合性 。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起动和停止 应符合设计的功率 ( 电压 ) 值并经 定延

时确认后动作 防止出现频繁起动和停止现象。

试验方法 调整 ( 模拟 ) 太阳电池方阵的发电功率 ( 电压 ) 达到设定值并经

定延时后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起动并入 电网运行 调整 ( 模拟 ) 太阳电池方阵

的发电功率 ( 电压 ) 低于设定值并经 定延时后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停止 与电网

解列运行 起动/ 停止动作值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

3 12 7 交流电源跟踪

当电网电压和频率在设定范围内变化时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输出应可跟踪
电网电压和频率的变化 稳定运行。 交流输出功率 交流输出电流 (高次谐波)
功率因数应符合设计值。



斤

试© 方法 调整 ( 模拟 ) 电网的电压和频率在规定范削内变化 观察并网光

伏发电系统的输出可以跟踪这种变化 且稳定运行。

3 12 8 效率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在额定输出「I l

节

要求 。

试验方法 在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输出在额定值的 25%、 508 、
100% 偏差土

10%以内时 测量太阳电池方阵输出的直流功率和系统输 l l 的交流功率 i l 算转

换效率 应符合设 i l 要求 。

3 12 9 电压与频率

为了使交流负载正常工作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电压和频率应与电网相匹

配 。 电网额定电压为 110 kv , 额定频率为 5011z o

正常运行时 电网公共连接点 ( PCC ) 处的电压允许f扁差1苡符合 G1312325 90 .

三 相电压的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i 」土 l 나ì l电压「i 」允 i午! \ 差为额定电门 的 ' 7 、

10%.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应与电网同步运行。 电网额定频率为 50 Hz 光伏系统的

频率允许偏差应符合 GBバ 159 15 1995 即偏差值允许土0 5Hz 。 频率工 作范围应

在 49 5Hz 50 5Hz  之 l ij .

试验方法 在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正常运行时 í!Y:l! 」© 并列点处的电压和频率

应符合上述要求 。

3 12 10 电压电流畸变率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在运行时不应造成电网电压波形过度的畸变 和/ 或导致

注入电网过度的谐波电流 。 在额定输出时电厍总谐波畸变率限m 5% 各次清波

电压含有率限值 3% 在 50%和 100%额定输出时电流总谐波畸变率限值为 5% 杵

\

二

次谐波电流含有率限值为 3%。

试验方法 用谐波测量仪在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输出 50%和 100%时 测量解并

列点处的电压和电流总谐波畸变率和各次谐波含有率。

3 12 11 功率因数

光伏系统的平均功率因数在 50%额定输出时应不小于 0 85 在 10饼o额定输

出时应不小于 0 90 。

; 

: 1'

ヨ
、

5( 、
田1 同 转换效率应符合设i 1



试教吉法 蚪3功率因数表在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输出 50 \ 和 100 1时 测量解并

刊点迁的功率闵致£ 符合上述要求

ネ B。 栏 电纸币平整度 (议对三 相输出)

光伏系烧 ( 代对三 柑输出 ) 的运行、 三 相电压不平衡度指标满足 GBバ 1554 3

1995 定。 即电网公共连接点 ( FCC ) 处的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允许值为

试装 智法 召电压表在ヰバ光伏发电系装发出 5o i 阳 1o0 と时 测量解并列点

迁的三 相输出电压应符合上述要求 。

3 12 は 安全与保护试验

ヰ树たf弋发毛系ミ和电i현异零致敬薛宇 为注i = 设冬和人身安全 防止事故

范 :岽r 大 设置 应的井刘汉护装置 。

过 关乐

当并网光伏殳电系获电两接口 处电压超出妩定电压范围时 过 / 欠电压保护

应在 0 2 2 秒内动 í 光代系统与电两断开

定的交 六 电/ c贺 潭量医护装置的动作堕秘三り作对间 应答合设定篮。

过 欠

当并网光伏父电系统电网接口处死袤 起出砭定的颈室 范围时 过 / 欠频率保

护美マ在 00 一 之秒内功作类 ヅ弋系茳与电网新开 。

试 方法 / 井 ベ ヒ 辛乜系 < 士 企二过 火颂ネ设 路中违加

定的变浅砭率直号 烈量注控 装置自动 i 值秕动作己引自 应苻合设定堕。

防孤岛效应

当并网光伏发电系装的电网关压时 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将该光伏系统与电

网断开 防止出理孤岛效应 化设置至少异 件主动参被动防孔岛效应保护 。 防

く岛城 保护Ñ 在之秒内动作将光伏系统与电 断开

试验方法 井网光伏发电系统运行中 谴整隆性负荷 使电网向负荷的供电

功率接近于零 ( 小于领定功率的 5\ ) 模拟电网夫电 检测防孤岛效应保护装置

的动作值和动作时间 应 i守合设定直

电网恢复



由于超限导致光伏系统自网后 光伏系统应保持离网 直到电网恢复到允许

的电压和频率范围后 150 秒以上才可再并到。

试验方法 在过/ 欠压 、 过/ 欠频 防孤岛效应保护检测时 恢复保护装置丁

作范围 并网光伏系统应在规定时问后再并网 。

短路保护

光伏系统对电网应设置短路保护 电网短路时 逆变器的过电流应不大于额

定电流的 150% 并在 0 1 秒以内将光伏系统与电网断开

试验方法 在解并歹l」点处模拟电网短路 测量逆变器的输出电流及解列时间

方向功率保护

对无逆潮流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当电网接口处逆潮流为逆变器额定输出的

5%时 方向功率保护应在 0 2 2 秒内动作将光伏系统与电网断开

试验方法 将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停止解列 在方向功率保护俭i则回路中施加

规定的交流信号 测量保护装置的动作值和动作时间 应符合设定值 。

3 13 系统调试

3 13 1 系统调试前准备工作

系统调试前进行系统柃查 其中包括 接地电阻值的t食测 、 线路绝缘电阻的

检测 、 控制柜的性能测试 充电蓄电池组的检测 光伏11到辅川 电压的险测 控

制器调试 。

太阳能组件方阵的仰角方向宜保持 致 满足最大采光要求 。

太阳能组件安装纵向中心线和支架纵向中心线应 致 横向水平线应与地面

形成设计度角 倾斜方向应该是符合设 : l 要求。 紧固后 n 测虚无歪斜 。

支架同定牢靠 可抵抗 7 8 级风 。 避雷设备符合所有安装要求 。

汇流盒及护线 PVC 管必须做到 l ooM防水保护 安装牢同

系统安装使用的支架 抱箍 、 螺栓 压板等金属构件应进行热镀锌处理 防

腐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金属覆盖及其他有关覆盖层维氏和努氏显微硬度试

验力( GB/ T9 700 )
、 《热喷涂金属件表面预处理通则》( GB门 l 1373 )

、 现行行业标准

《钢铁热浸铝了芝 及质量检验力 ( ZB3j 36 0 11 ) 的有关规定

各种螺母紧固 宜加垫片和弹簧垫 。 紧固后螺出螺母不得少于两个螺距

安装完成后进行检查 确认无误 方可进行分项调试

l 3



3 1 3
艺苕

。 可进行系统调试 甲 联动调试 试运行

3 13 2 1 调试之前做好下列T 作准备

( 1 ) 应有运行调试方案 内容包括调试& 的要求 时间进度计划 调试项

目工 程序和采取的方法等

( 2 ) 按运行调试方案 备好仪表和T 具及调试记录表格

( 3 ) 熟悉系统的全部设计资料 i l 算的状态参数 领会设计意图 掌握太

阳能电池组件 逆变器 光伏系统工作原理

( 光伏调试之前 先应对逆变器 并网柜试运行 设备完好符合设计要

求后 方可进行调试工作

( 5 ) 检查太阳能光伏接线是否正确 逆变器 并网柜的接线是否正确

( 6 ) 检查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二 极管连接是否正确

( 检查保护装置 、 电气设备接线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3 13 2 2 通信网络检测

( 1 ) 检测逆变器到计算机1司的通信线是否通信正常

( 2 ) 检查光伏系统监测软件是否已经安装 是否可在 i : 算机上正常启动使

用

( 3 ) 检查计算机1司的通信联接是否正常 。

3 . 3 2 3 系统性能的检测与调试

电站运行前 运行维护人员必须做好 切准备工作 检查送电线路有无可能

导致供电系统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确认输配电线路无人作业 确认系统中所有隔

高开关 、 空气开关处于断开位置 确认所有设备的熔断器处于断开位置 确认太

阳电池方阵表面无遮挡物 记录系统的初始状态及参数 这是实现电站安全启动

的重要环节

逆变器并网前首先进行以下测试

® 对太阳能发电系统进行绝缘测试 测试合格方可并网

@测试直流防雷箱输出 ( 或逆变器进线端) 电压 判断太阳能电池输出是否

正常

固测量并网点的电压 频率是否在逆变器的并网范围



囤待以上测试完成并达到并网条件时 方可以进行并网U1】试

© 将测试逆变器的输入输出隔离开关闭合 并将并网柜相应的断路器合 l

观察并网电压及电流是否正常 看逆变© 各项参数是否4: ih 如比操作ずi 到各

个逆变器丁作正常 。

将所有逆变器连接上通讯线 同时连接上数据采集© 及传感器 通过通讯线

将数据采集器和 PC 机相连 运行通讯软件 监测光伏发电系统各项参数及指标

是否正常 调整逆变器 数据采集器 监控软件的相关设置 使出/控系统正常。

启动系统设备 观察逆变器 并网板是否n 【作

检查监控软件是否正常显示光伏系统发电量 电压 频率等系统参数 。

电能质量测试 上图所示电路是对光伏并网发电量系统测量的 个测试框

图。 如果电网的电压和频率的偏差可以保持在最高允许偏差的 50%及以内 则" 电

乐和频率可调的净化交流电源 ( 模拟电网 ) 。 可以行路 〒流物系统接入电网进

行测试 。

( 1 ) 正常运行时 本光伏系统和电网接 口 处的电压允 9午* 差符合 G13バ

12325 1990 的规定 三相电压的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 /  7% 单相电压的允许偏

差为额定电压的+ 7% 10%。

( 2 ) 光伏系统与电网同步运行 电网额定频率为 50 Hz 光伏系统并网后的

频率允许偏差符合 GB/ T 1594ト 199 5 的规定 即输出频率允许偏差为额定频率土

0 5Hz .

( 3 ) 光伏系统工作时不应造成电网电压波形过度的畸变和导致注入电网过

度的谐波电流 。 并网逆变器额定输出时 电流总谐波畸变限值小于逆变器额定输

出的 5%

( 4 ) 光伏系统的输出大于其额定输出的 50%时 平均功率因数不小于 0 9 .

( 5 ) 光伏系统并网运行时 电网接口处的三 相电压不平衡度不超过 GB/ T

15543 规定的数值 允许值为 2% 短时不超过 4%。

( 6 ) 光伏系统并网运行时 逆变器向电网馈送的直流电流分量不超过其交

流额定值的 1%。

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 本司还将配备以下的测量仪器

兆欧表 精度等级不低于 1 5 级 500V



温度传感器或具有测温功能的万用电表 精度 .

电流表 精度不低于 0 5 级

电压表 精度不低于 0 5 级

温度计 分度值不大于 I C 频率计 谐波仪 水平仪等。

四、 监理方法和措施

4 1 质量控制

1 制定监理实施细则

2 参加施工 图纸的设计交底及专业会审

3 检查设计变更 设备缺陷处理的执行情况

4 审查原材料 半成品 外购件的出厂合格 i正明 按有关规定需进行复验的项

Æ 审查施工单位的复验报告

5 审查本工程采用的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的技术鉴定文件和试验报告

6 配合质监站组织好阶段性质质监检查 配合质监站对重大项目做好质监中

心站的迎检工作

7 对施T 队伍所完成的工 作量进行审核

8 对单位 工程或单项 程的施T 过程监理

8 1 审查开工报告 施工作业指导书等技术文件及施工准备情况

8 2 对开工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巡检 对重要工序实施旁站见证

8 3 对隐蔽工序进行检查签证 ( 并及时记录在案 ) 发现问题 及时提出整改

意见

8 4 项目完工 按有关技术文件 规范和标准要求进行四级质量检 验收并办

理签证 (注意要求施工单位提供相邻两个接地引下线之间回路电阻测试记录)

9 检查安全文明施工情况 特别需注意不同施T 单位 、 同 施T 单位不同施

工 部门间施工成品及半成品保护 加强现场巡视

1o 工程协调

监理工程师通过专业工程协调会 往来文件 现场协商等方法来处理施工中

发生的各种问题 专业协调无法解决 及时向总监汇报 提请上 级处理

11 质量问题处理

对现场发生的 般性质量问题 (包括质量通病) 监理工程师除口头提请施

16



工单位注意 并通过监理 备忘录 监理工程师通知等 1$面文件 要求施工单位进

行整改

ベ书包场发 ' BeIJ 般质m ·」: 故 除 l 」总u钰和甲方汇报外 组织或参加事故原

因分Ur 会 并<l i 僻施 t <1リカ按 殷质 Fit l jF故处理程序对习: 散做出处理

理场发 / B笊大质量事故 除彩极协助施 ï 单位保护事故现场和采取措施避

免© 故进 步扩大外 立即向总 .l섀 / 告

12 往来文件处】1B

ll1理 1 c'
l 师收到了】关单l 发送来的 l 名文f' I 凡属监理 工作范围 均山监理

1 f 师负 协调处理 并名第二个 】f l t ï 内做出反应 特殊情况可酌 rr' i 延迟

4 2 进度控制

监理人员应依据施工合同的有关条款 施工组织设计 制定进度控制方案

对进度R 标进行风险分析 及时发现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差异 提请承包单位

采取补救措施 以便进行纠 f4)。

1 审查施1 单位编niY「l 」施工组织设计 要求编佑IJ网络计划 并切实要求施工单

位按计划组织施丁 。

2 结合 程具体情况 在编制的综合网络计划的基础上 审理主要了作项 目的

阶段性 i l 划控制门标 确保本细则覆盖范1 1 内 程节 !不转化成关健 节点

不影响关键途径的按期实现 从而 确保丁程综合进度的实施 确保进度总 &

标的实现 。

3 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月度进度计划 对照二 级进度检查图纸 施工材料的供

应计划和施工质量等可能对工程进度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 提出预控措施

1 对施T 进度定期进行盘点 及时发现实际进度与 í 划产生的差异 分析差异

产生的原因及各种不利因素 提清有关单位采取补救措施或研究对象以便进

行纠偏。 当实际进度严重滞后于计划进度时 及时向总监报告 以便总监与

建设单位商定采取进 步措施 。

5 、 检查施T 单位落实劳动力 机具设备 周转材 斗 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情况 。

6 、 组织或参加施 T 专业 销 会议 检丙丁程计划 t] j执行情况 协 i周解决现场各

单位之间需要协调配合的问题 督促施 ï 单位按进度计划进行施下 力保每

个环节都能如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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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安全管理

1、 监理人员必须树立 " 安全第 、 f贞防为主" 的思想 督促施 1 单位做好预防

频发性事故措施 杜绝恶性了31故的发生 。

2
、 监理安全工作可以结合质量控市1」同步进行 并做好监理人员自身的安全保护

T 作。

3 、 专业 1监理 工程目j安全控&JI」颅控玳点为审核承建中位报市施工组织设计和施丁 。

召、 作业指导 伟中有关安全技术措施是否 ïl i确 、 完整和会山: 。 施 1 过 '1中 l 1督空

全技术措施的实施 。

5 、 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在施工前的安全技术交底和交底记录 。

6 、 施工过程中的现场巡视 、 现场旁山tj 见证检验均应以贯彻落实安全措施为首

要目标 。

7
、 现场检 发现安全问题及安全隐患 责令其立即整改并消除隐患 。 发现违章

作业 专业监理工程师和安全监理员均应及时纠正 发生严重违章 并可能

导致重大安全事故时 有权发布停丁指令。

8
、 督促施工中安全防火措施的落实 、 执行。

り 督促检查施工中防止高空坠落安全情施并督促执行。

10
、 安全控制的日常工作 ( 控制施工人员不安全行为 ) 由监理安全员为主 。

B1 、 起重设备未经负荷试验验收合格 不得使用 操作人员必须要有上岗合格证

件 其它人员不得擅自使用 。 负荷试验必须按照规范及施 【作业指导书的

要求进行。

12 、 严格执行安全文明施 1 规定 每天必须把施 1 区域内i 1 i扫干净 做到下完 、

料尽 、 场地清。

13 、 监督安装人员采取以下防触电措施

1
、 穿绝缘鞋 带低压绝缘手套 使用绝缘1 具

2
、 在建筑场地安装光伏系统时 应保护和隔离安装位置上空的架空电线

3
、 不应在雨 、 雪和大风天气作业

六 、 资料管理

6 1 施工准备阶段

单位工程开工前 承包单位须递交以下技术文>l 资料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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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 重要工程开工报市表

6 1 2 专业施工组织设计或作业指导书及报审表

6 1 3 主要材料报验表 ( 包括材料质量证明书及试验报告 并注明各种规格及进

货数量 )

6 1 4 如果发生分包行为 分包单位资质报审表

6 1 5 主要施工计量器具 、 检测仪表检验统计表

6 1 6 特殊工种人员统计表

6 1 7 主要施工机械设备进场使用报验表 $

6 1 8 施工质量检验项 目划分表

6 2 施工阶段

2 1 按电建验标要求及时填写工程施工记录 试验报告

分项及隐蔽工程的验收表

2 2 发现设计疑问 尽快办理 程联系 需要设 i十修改的 递交设려修改建议

单 按设引修改审批程序进行

2 3 在施工 中 如重要的施工方案 工 艺变更 要以书面形式通知监理部 并要

得到认可

2 4 后续进场的材料 构配件及时办理报验

2 5 原材料以及按规定需做的各种试验应及时通知监理 丁程师见证取样

2 6 土建安装交接时填写交接表

6 3 竣工阶段

3 1 递交竣工报告

3 2 办理分部 、 单位 程的验收 证

3 3 办理项目签证交接手续

3 4 承包单位在甲、 乙双方合同要求的时间内完成竣工 资料整理
、 签证

、 装订和

移交工作。

6 4 信息处理

4 I 及时做好文件包的登录下作 当日数据当日清

4 2 设计变更和变更设计应按江苏常源监理公司 Q/ 50 1 206 002 2002 《监理服务

过程控制程序》的有关要求处理 及时在技术文件上做好标识 设计变更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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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上完成所要及 llJ进行封闭 t 1对 : B'/项 1i实施过. 1
i 中发/ i 的问题 根据其对

l 41 
1
ï 影响的不利B1

ic度或 了l 危 1{ 达川外种11/ 川!指令 指令施 l 单位各项丁4'
¡ l 1

标 回 归 受控状 态 。 <B J 行令的内容 条 f  B和发 放 权限 )诬严 格按照

日局0 1 206 002 2002 《监理服务过程控制程序》的规定进行。 监理T 作联系单涉

及需要跟踪的内容 在有关单位执行完毕后 应自我闭环 $

4 3 记好监理 日记 日记内容要完整反映当天{l 」监理活动实况 发现的 i 引匮要进

行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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