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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光伏电站容配比优化改造工程项目的通信、调试质量控制措施等执行强

制性条文的监理实施细则。

一，材料、设备控制

1-1 监理项目部除了对施工单位报审的进场材料、设备的数量清单、质量证

明文件、自检结果及复试报告进行审查外，依照设计施工图及订货设备技术协议，

对进场电气设备参数、现场实际情况污秽等级等进行核实，出现与施工图不符及

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及时解决设备参数问题，防止因问题延长工程进度。对于有

复检要求的材料或设备，组织复检、见证取样等检验；落实材料、设备到位情况；

落实保管情况及设备材料缺陷处理等。

1-2 施工机具、检测、计量器具的控制

审查施工单位报审的施工机具、检测、计量器具的清单及检验、试验报告、

安全准用证等，并现场落实施工机具、检测、计量器具的数量、规格、型号是否

满足项目管理实施规划（施工组织设计）及本阶段工程施工需要。

因本工程作业面广且分散、工作量大，工期紧的特点，所以土建安装施工必

须统一协调，合理安排施工顺序，确保土建和安装施工协调进行，实现总体工期

目标。

在施工程序上，前期以土建为主，安装配合预留、预埋，在施工中后期，以

安装为主，土建积极配合并为安装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土建前期应该优先进行

支架和电气设备基础施工，为太阳能面板的支架安装和电气设备安装创造条件，

确保按时并网发电。

1-3作业过程控制

（1）.监理项目部针对单位工程施工作业项目，加强生产区的作业过程控制。

1）施工现场电焊机的使用。

2）方木及模板堆放。

（2）.对保护装置调试、电气设备试验等关键点、关键部位进行平行检验、

巡检、停工检验、旁站等方法和措施，按照设计施工图及验收规范要求，填写现

场施工作业监理检验记录。

1-4 作业环境控制

施工现场或生活区、仓库发生消防事故，督促施工单位项目部启动消防应急

措施，项目经理负责现场的全面领导，负责施工现场内、外部各项工作的协调。

由专人负责施工现场人员的管理和保护设施及时到位，为了使施工现场消防得到

更有效的管理，确保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项目部人员要认真执行及覆行自己的主

要职责把施工现场的消防管理做好。

1-5、电缆敷设、防雷接地与防火封堵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1）.整体汇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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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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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应采用双护套多股铜软线,放线完毕后可穿￠32PVC 管。线管要做到横平竖直,

柜体内部的电线应用色带包裹为一个整体,以免影响美观性。

2）连接太阳能电池板连线。同样要先断开开关。

（2）.电缆线敷设

施工准备→放线→电缆沟开挖→预埋配管→电缆敷设→电缆沟回填→接线

1）施工准备：电缆穿越墙体、基础和道路时均应采用镀锌保护管，保护管

在敷设前进行外观检查，内外表面是否光滑，电缆管切割后，管口必须进行钝化

处理，以防损伤电缆，也可在管口上加装软塑料套。电缆管的焊接要保证焊缝观

感工艺。二次电缆穿管敷设时电缆不应外露

2）管内穿线：管路必须做好可靠的跨接，跨接线端面应按相应的管线直径

选择。

3）电缆敷设：电缆敷设前电缆沟应通过验收合格；铠装电缆直接埋地敷设，

电缆埋设段内严禁接头。

4）整体防腐：施工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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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间距时间不得少于 8小时。

（3）．电缆割剥时不得损伤电缆线芯绝缘层；屏蔽层与 4mm
2
多股软铜线连接

引出接地要牢固可靠。

（4） 防雷接地安装

1）施工顺序：接地极安装 接地网连接 接地网由接地体和接地扁

钢组成。地网分布在立柱支架周围,接地体采用热镀锌角钢。接地极一端加工成

尖头形状,方便打入地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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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截面积不得小于 6m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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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接地扁铁采用热镀锌扁钢,接地扁钢应垂直与接地体焊接在一起；以增大

与土壤的接触面积。最后扁钢和立柱的底板焊接在一起.焊后应作防腐处理,应采

用防腐导电涂料.回添土尽量选择碎土，土壤中不应含有石块和垃圾。

1-9、太阳能电池组串及支架安装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1）.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1）安装组件前，应根据组件参数对每个太阳电池组件进行检查测试其参数

值应符合产品出厂指标。

2）一般测试项目有开路电压、短路电流。

3）应挑选工作参数接近的组件装在同一子方阵内。

4）应挑选额定工作电流相等或相接近的组件进行串联。

5）组件接线盒上穿线孔应加工完毕。

6) 熟悉设备安装技术说明。

7) 检查施工单位人员、材料、机具、方案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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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查设备基础尺寸、标高是否和设计要求相一致。

（2）.太阳能电池系统安装

1）支架安装

钢支柱应竖直安装，与砼良好的结合。连接槽钢底脚时，槽钢底脚的对角

线误差不大于±10mm，检验底梁（分前后横梁）和固定块。如发现前后横梁因运

输造成变形，应先将前后横梁校直。

具体方法如下：

① 先根据图纸把钢支柱分清前后，把钢支柱底脚与基础预埋件进行连接，

然后紧固螺栓。再根据图纸安装支柱间的连接杆，安装连接杆时应注意连接杆应

将表面放在光伏站的外侧，并把螺丝拧至六分紧。

② 根据图纸区分前后横梁，以免将其混装。

③ 将前、后固定块分别安装在前后横梁上，注意勿将螺栓紧固。

④ 支架前后横梁安装。将前、后横梁放置于钢支柱上，连接底横梁，并用

水平仪将底横梁调平调直，并将底梁与钢支柱固定。

⑤ 调平好前后梁后，再把所有螺丝紧固，紧固螺丝时应先把所有螺丝拧至

八分紧后，再次对前后梁进行校正。合格后再逐个紧固。

2）电池板杆件安装

① 检查电池板杆件的完好性。

② 根据图纸安装电池板杆件。为了保证支架的可调余量，不得将连接螺栓

紧固。

3）电池板安装面的粗调

① 调整首末两根电池板固定杆的位置的并将其紧固紧。

② 将放线绳系于首末两根电池板固定杆的上下两端，并将其绷紧。

③ 以放线绳为基准分别调整其余电池板固定杆，使其在一个平面内。

④ 预紧固所有螺栓。

4）电池板的进场检验

① 太阳能电池板应无变形、玻璃无损坏、划伤及裂纹。

② 测量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下的开路电压，电池板输出端与标识正负应吻

合。电池板正面玻璃无裂纹和损伤，背面无划伤毛刺等。

5）太阳能电池板安装

机械准备：用叉车把太阳能电池板运到新增光伏组串就近处，目的是加快施

工人员的安装速度。在运输过程中要注意不能碰撞到支架，不能堆积过高（可参

照厂家说明书）。

① 电池板在运输和保管过程中，应轻搬轻放，不得有强烈的冲击和振动，

不得横置重压。

② 电池板的安装应自上而下，逐块安装，螺杆的安装方向为自内向外，并

紧固电池板螺栓。安装过程中必须轻拿轻放以免破坏表面的保护玻璃；电池板的

联接螺栓应有弹簧垫圈和平垫圈；电池板安装必须作到横平竖直，同方阵内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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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板间距保持一致；注意电池板的接线盒的方向。

6）电池板调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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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以放线绳为基准分别调整其余电池板，使其在一个平面内。

③ 紧固所有螺栓。

7）电池板接线

① 根据电站设计图纸确定电池板的接线方式。

② 电池板连线均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

③ 接线采用多股铜芯线，接线前应先将线头搪锡处理。

④ 接线时应注意勿将正负极接反，保证接线正确。每串电池板连接完毕后，

应检查电池板串开路电压是否正确，连接无误后断开一块电池板的接线，保证后

续工序的安全操作。

⑤ 将电池板串与控制器的连接电缆连接，电缆的金属铠装应接地处理。

8）新增组串布线

① 新增组串的布线应有支撑、固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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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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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新增组串布线完毕 应按施工图检查核对布线是否正确。

④ 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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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新增组件连线引出电缆应固定绑扎在支架上。

⑥ 新增组串布线及检测完毕 应盖上并锁紧所有接线盒盒盖。

⑦ 新增组串的输出端应制作号码管和子汇流箱号码管相同一致。

9）方阵测试

① 测试条件：天气晴朗，太阳周围无云，太阳总辐照度不低于 700W/m2。

在测试周期内的辐照不稳定度不应大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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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被测方阵表面应清洁。

10）技术参数测试及要求：

① 新增组串的电性能参数测试按《地面用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方法》和《太

阳电池组件参数测量方法（地面用）》的有关规定进行。

② 新增组串的开路电压应符合设计规定。

③ 新增组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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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新增组串输出端与支撑结构间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50MΩ。

二． 质量控制标准及验评

2-1．质量控制标准

《国家电网公司工程建设质量管理规定（试行）》国家电网基建〔2006〕699



5

号

《输变电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管理规程》Q/GDW 248—2008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 号

《35kV 及以上送变电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DL/T 782—2001

《电力建设施工质及验收标准（汇编）》下册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DL/T 5161.1～17—200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2006

《国家电网公司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试行）》国家电网生技〔2005〕

400 号

《输变电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管理规程》国家电网科〔2009〕642

号

国网公司《输变电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工作规定》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

19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54—199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J 147—199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2—1992

国家及行业颁发的现行施工验收规范、技术规程和质量验评标准

2-2分部验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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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规范。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与电网间在联接处应有明显的带有标志的分界点，应通过

变压器等进行电气隔离。

检测方法：对系统设计图和配置设备清单进行检查。

（2）.安装、布线工程检查

太阳电池新增组串并网保护装置等设备安装应符合设计施工图的要求，布线

应符合相关要求。

检测方法：对太阳电池新增组串并网保护装置等设备的安装对照设计施工图

进行检查，验证是否一致；检查安装、布线的施工记录。

（3）.防雷接地

太阳电池新增组串必须有可靠的接地网防雷措施。

检测方法：检查太阳电池新增组串的接地线与防雷接地线是否牢固连接。

（4）.绝缘性能

太阳电池新增组串、接线箱、保护装置的主回路与地（外壳）之间的用

DC1000V 欧姆表测量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4MΩ。

试验方法：将太阳电池方阵、接线箱、并网保护装置等设备的连接回路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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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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Ω。

（5）.绝缘耐压

太阳电池方阵、接线箱、保护装置的主回路与地（外壳）之间的应能承受

AC2000V，1 分钟工频交流耐压，无闪络、无击穿现象。

试验方法：将太阳电池方阵、接线箱、并网保护装置等设备的连接回路断开，

分别用 AC2000V 工频交流耐压仪测量主回路各极性与地（外壳）的绝缘耐压。

（6）.工作特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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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经一定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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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电池新增组串的发电功率（电压）达到设定值

并经一定延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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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设定值并经一定延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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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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