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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目的

为规范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45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质量

管理，减少工程质量通病的发生，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等规定，结合本工程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2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45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的质量通病防治管理。

3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电质监〔2004〕18 号光伏电力质量通病防治工作规定 Q/CN123c20102-2013 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管理手册 Q/CN123c20922-2013 工程建设和服务过程控制程序。

4管理职责

4.1 施工单位是工程质量的主体，要充分发挥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的职能作用。项目经理

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使用功能产生重要影响的质量问题的分析和处理；落实各级质量的管理

责任，对工程质量检查人员的工作行为进行检查和监督。施工过程中应按照批准的施工组织

设计和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工程质量满足规程规范和设计要求。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及时进

行处理，保证措施和标准的落实。

4.2 项目经理负责项目部在通病防治工作中的人员分工；督促指导本部门人员完成在工程质

量通病防治任务中的本职工作；对本部门人员在此工作中的业绩评价。

4.3 技术质检部门人员，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明确工程质量和安全要求。应深

入施工现场，随时把控施工质量，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每月对工程质量通病防

治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向上级主管提交总结报告；参与对工程使用功能产生重要

影响的质量问题的调查和处理。向相关人员传达工程质量通病防治的重要性。负责技术标准，

新材料及新工艺的确认和推行；

4.4 项目部各专业负责收集工程出现质量通病的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主管进行汇报；向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传达有关指令；参与易发生质量问题部位的隐蔽验收和工序验收；协调

各方人员，确保质量通病防治有关质量标准的贯彻执行。

5管理规定

5.1 技术部门认真编写《光伏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方案和施工措施》，经监理单位审批，批准，

建设单位备案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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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项目部必须做好原材料和构配件的第三方试验检测工作，未经复试或复试不合格的原材

料不得用于工程施工。在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时，出应有产品合格证，有效的鉴定证书外，

还应进行必要检测。原材料，构配件的试验检测必须坚持见证取样制度。

5.3 项目部记录，收集和整理通病防治的方案，施工措施，技术交底和隐蔽验收等相关资料。

5.4 项目部根据经批准的《光伏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方案和施工措施》，对作业班组进行技术

交底，样板引路。

5.5 专业分包单位应提出分包工程的通病防治措施有总包单位核准，监理单位审查，批准，

建设单位备案后实施。

5.6 工程完工后，项目部应认真填写《光伏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内容总结报告》。

6质量通病主要内容

6.1 运输、堆放时产生变形：

6.1.1 存放场地应夯实坚固、防止场地受压后产生沉降。

6.1.2 构件堆垛下应设木枕，堆放平稳。

6.1.3 重大构件尚应标明重量、重心位置及定位标记。

6.1.4 构件在运输和起吊时，应采用临时加固措施，防止变形。

6.2 连接板拼装不严密：

6.2.1 光伏支架构件安装前应检查构件是否垂直，如有变形应及时矫正后，方可使用。

6.3 构件表面有锈蚀，油污等杂物：

6.3.1 认真清除表面，确保表面干净。

6.4 螺栓安装方向不对，螺栓为紧固：

6.4.1 安装前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规范螺栓安装方向

6.4.2 螺栓安装时，必须紧固。

6.6 单个支架垂直偏差：

6.6.1 可采用经纬仪或水平尺对构件立柱进行校正。

6.7 成列组支架平行度偏差：

6.7.1 用线绳子提前放线校准。

6.8 成列组太阳能板垂直度偏差：

6.8.1 可采用经纬仪或水平尺对构件立柱进行校正。

6.9 成列组太阳能板平行度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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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用线绳子提前放线校准。

7.0 太阳能板超过横梁长度：

7.0.1 安装前检查太阳能板尺寸是否与图纸相符。

7.1 太阳能板的安装：

7.1.1 安装前检查是否有破裂现象。

7.1.2 安装前检查太阳能板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7.1.3 太阳能板要轻拿轻放，当心背板有划伤现象。

7.1.4 安装太阳能板时，压块螺栓一定要紧固。

7.1.5 太阳能板安装时，要测量角度；检查是否能够符合设计要求；角度偏差范围不能超出

±1°。

7.2 接地不规范：

7.2.1 搭接长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须三面焊接。

7.2.2 接地扁铁必须刷防腐漆。

7.3 电缆的敷设不规范:

7.3.1 电缆敷设时尽量做到顺直美观，拐弯处电缆满足转弯半径要求，不能出现死结现象。

7.3.2 电缆敷设前，精心策划，尽量不要出线交叉现象。

7.3.3 电缆在进入钢管时，钢管口用磨光机打平，不能有毛刺（或把钢管口敲成喇叭口），钢

管口用废余电缆皮做好防护，避免造成对电缆绝缘层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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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支架拼装

1.支架拼装时管桩与立柱连接不牢固。

2.立柱与斜撑连接处，螺栓、螺母未及时紧固。

3.支架外观损伤。

4.支架用铁制工具进行敲击安装。

5.支架规格型号与现场不符。

6.支架偏差角度过大。

7.支架前后、左右中心线不在一条线上。

9.垂直度偏差过大。

1.管桩与立柱连接，要确保连接牢固度，不得过多使用垫片、垫板

等固件。

2.支架螺栓安装后，要及时进行紧固，确保安装一组、紧固一组。

3.加强拉筋构件要严格按照图纸要求进行安装，在安装合格后方可

进行支架工程后续施工。

4.外观及防腐涂镀层应完好无损。

5. 支架安装过程中不应强行敲打，不应气割扩孔。对热镀锌材质的

支架，现场不宜打孔。

6. 型号、规格及材质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附件、备件应齐全，

7.支架角度偏差不应大于±1°。

8. 中心线偏差≤2mm。

9. 垂直度偏差（相同标高）≤2mm。

项目内容 原因分析 预防及改进措施
备

注

1 支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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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装

1 低压侧安装 原因分析 预防及改进措施 备注

1.1 组件安装

1.1.1 组件卸车、搬

运

1.组件用吊车从车辆上卸下时，吊带未套牢，导致组件

翻箱。

2.吊装人员指挥不当，致使组件受损。

3.叉车卸车时，损坏包装纸箱，造成组件破裂。

4.从堆料区运输到现场过程，采用叉车运输，造成组件

损伤。

1.组件用吊车从车辆上掉下时，需要将吊带套牢固，之后在专业指挥

人员指挥之下，进行吊装。

2.使用吊车时，施工单位需要安排安全员进行旁站。

3.使用叉车运输组件，司机需要有叉车操作证书。

4.从堆料区搬运到现场，时速不得超过 5km/h。

1.1.2 组件安装

1.组件背板划伤。

2.组件边框损伤。

3.接线盒损坏。

4.MC4 插头破损。

5.钢化玻璃划伤。

6.组件正反面污渍严重，无法去除。

1.安装组件前检查组件反面是否损伤，搬运中避免尖锐物品与背面接

触。

2.安装时保护组件边框不被刮伤，防止氧化层被破坏。

3.安装时确保接线盒牢固扣紧，不得随意打开盖子。

4.Mc4 插头在进行串接时注意安装方式，要求扣紧，并听到’啪’的一

声响。

5.安装时避免尖锐物与组件正面接触，避免划伤。

6.组件正反面的污渍必须清楚干净，以免产生热斑效应。

1.1.3 组串接线

1.MC4 接头制作不规范，接头不牢固。

2.MC4 插头制作时被雨水淋过。

3.组件 MC4 插头在未连接电缆线时放置在空气中，可

能被氧化。

4.插头在进行电缆线连接时连接不牢固，易松开。

5.插头密封圈遗失。

6.雨天进行组串线接线。

1.mc4 插头制作按照厂家操作规范进行，不得随意制作。

2.mc4 插头被雨水淋过之后，应将相应段电缆线剪掉，重新制作插头。

3.放置在空气中未串接的 MC4 插头，应做防水防潮措施。

4.插头在进行插接后，应检查插头是否插接牢固，不牢固的重新插接。

5.插头密封圈遗失的插头不得使用，需更换为带密封圈的插头。

6.雨天不得进行组串线的电气连接。

1.2 逆变器安装

1.2.1 逆变器搬运

1.单人搬运逆变器。

2.搬运时损伤显示屏。

3.随意调转逆变器朝向。

1.逆变器搬运应当是两人相抬，双手分别伸进包装中逆变器两侧的抠

手槽中，抠住逆变器两侧的搬运把手。

2.搬运时注意保护显示屏和边角不被碰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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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拽逆变器进出线端口。

5.私自打开逆变器，查看内部结构。

3.逆变器搬运时应正面朝上，水平搬运。

4.禁止手拉逆变器进出线端口。

5.施工现场不得私自拆下逆变器紧固件。

1.2.2 逆变器安装

1.安装孔位打孔尺寸过小或过大。

2.逆变器安装未水平。

3.安装在支架上之后，随风较大晃动。

1.安装孔尺寸在相应的紧固件尺寸基础上大1-2mm。

2.逆变器安装时用水平仪校准水平。

3.应采用较为稳固的支架固定逆变器。

1.3 交流汇流箱安

装

参照 1.2 逆变器安装 参照1.2逆变器安装

2 二次安装

2.1 屏柜、端子箱二

次接线

1. 连线交叉。工艺不美观。

2 芯线段子螺栓未紧固或接线松动。

3.一个端子接多个芯线。

4.电压回路短路或贿赂不正确。

5.备用芯处理不规范。

6.号码商标手写。施工与厂家长度不一致，排列不整齐。

7.二次电缆芯线损伤。

8.电缆吊牌型号、尺寸不一，标识手写或用纸质过塑品

牌，吊牌工艺部美观。

9.通信屏柜接线凌乱，标识不规范。

1. 二次接线分区分柜明确责任人，严格执行验收责任制，凡工艺不

美观的坚决整改；二次接线采取单股绑扎形式，精心策划，确保不交

叉。

2. 接线式确保螺栓紧固，完工由专人负责验收（抽查紧固率），对

厂家接线应逐一紧固，防止有接线松动现象。

3. 一个端子严禁接多根芯线。

4. 端子箱、测控屏等二次接线因未接稳，CT二次接线备用端子未短

接接地造成开路。

5. 备用芯头单股绑扎整齐，芯头采用塑料绝缘护筒，标识清晰规范。

6. 号码筒采用激光打印，排列整齐，确保厂家与施工号码筒长度、

打印字体和大小一致（技术协议中明确）。

7. 严格加强成品保护，防止刮伤电缆，电缆开破时要小心用力，防

止割伤导线。

8. 动力、控制电缆吊牌分色激光打印（红、黑），吊牌绑扎固定规

范、排列整齐、工艺美观。

9. 对通信屏柜接线严格验收把关，施工方对不规范地方进行整理，

确保工艺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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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缆走线

1.电缆布线凌乱，交叉、弯曲、跌落电缆比较多，影

响工艺。

2. 室内外接口处，电缆沟交叉处、电缆夹层处等电

缆捆扎不规范，走线凌乱。

3. 高频电缆及其沿线敷设的屏蔽铜排敷设不正确。

4. 动力与控制电缆不有效隔离。

5. 屋外电缆沟进保护室的入口位置布置在两端头的

大门底下，不合理。

6. 屋外设备（主变、断路器、隔离开关）之间的联

系电缆签订技术协议时由厂家配套，但没有明确由谁

施工安装。

7. 对冷却器全停回路设计没有正确按照国家电网公

司有关反措文件执行，导致修改二次回路。

1.电缆支架宽度从设计出发增加宽度，确保转角处电缆满足转弯

半径要求，走线圆滑美观。放电缆前，精心策划，确保走线不交叉，

2.重点注重室内外接线处、电缆沟交叉处、电缆夹层处等电缆施

放，确保不交叉，顺直美观。绑扎牢靠，分类排放，电缆沟交叉处特

制转弯托架。

3. 高频保护电缆敷设采用绝缘铜排等电位接地，严禁直接与主网

连接或二点以上接地。

4. 按照反措要求，在设计时就应明确动力、控制电缆分开。

5. 优化入口位置，从保护小室的侧面进入。

6. 明确厂家配套的联系电缆由施工单位敷设安装，设计院在电缆

敷设要求开列安装工作量（包括敷管等）。

对冷却器全停回路设计一定要正确按照国家电网公司有关反措

文件执行。

2.3 空洞封堵（防

火涂料）

1.空洞未封堵，或封堵不规范（堵泥变相或者跌落）。

2.封堵处电缆未刷防火涂料或工艺不合格。

1.备用屏柜空洞用镀锌钢板锚固，备用穿墙套管、防火墙扩建预

留管等用橡皮泥封堵；屏柜孔洞有不锈钢框固定封堵，设备二次电缆

备用管用专用套筒封堵。

2 防火涂料一定要刷涂均匀，不遗漏；采用成品保护措施，防止

对电缆、地面等造成二次污染。

3 接地

3.1 接地焊接工艺，焊渣未除，焊缝不饱满，厚度超标。

接地严格按照2012版接地规程要求施工，并确保焊接质量工艺美

观。

3.2 设备接地引下线搭焊长度不够。
设备接地引下线搭焊长度必须是扁钢宽度2倍，并三面有效焊接。

3.3 操作机构箱无明显接地。

操作机构箱用不小于16mm2多股软铜线与设备接地引下线相连，

引下线上焊螺栓（厂家一般采用黄绿相间绝缘铜线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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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爬梯与接地引下线未焊接或焊接面积不够。

每段爬梯应保证有二点可靠焊接，焊缝美观、无药渣并刷好防锈

漆，焊接长度符合规范要求。

3.5 设备未与主网明接地；设备金属栏杆、机构箱门未跨接；电容器网、

蓄电池室框架等拼装处用螺栓连接，未跨接。

设备本体与构支架接地引下线跨接；门柜、框架组装处用软铜线

跨接。

3.6 接地标志色不规范或未做接地标识。

刷黄绿相间漆，贴接地标识。

3.7 屋外高压设备本体金属底座保护接地未明确采用专用接地铜绞线或

铜排。

建议明确采用专用接地铜绞线或铜排，截面大小根据短路电流计

算所需热稳定截面配置。

3.8 电流回路开路或多点接地。

不允许二次接线开路或多点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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