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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陕西欧舒特 5.5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规模 装机容量 5.04108MWp

建设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 2路 26 号陕西欧舒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厂区

本工程于陕西欧舒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厂区的 5 个厂房（座椅装配车间、调试车间、底盘车间、纵梁车间）

的闲置屋顶建设屋顶光伏电站，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和区域优势，年太阳总辐射约

为 4395.6MJ/m2,屋面可利用面积约为 50000 平方米，本光伏发电系统采用分块发电集中 并网方案，将系统分

成 4 个并网光伏方阵，分别经 1 台 10KV/0.5KV 箱变升压后汇集实现上网发电，逆变器选择 50KW 的组串式逆变

器，共设置 102 个发电单元，逆变器最大输入电压 1100V，每组开路电压为 22x38.8=853.6voc，组件开路电压

为 38.8V，组件采用 285W单晶硅，组件尺寸：1650x991x40(mm）22块电池组件组成一个电池组串，容量为 6.27KW,

彩钢瓦屋面组件底边缘距屋面 350mm，南坡采用 10°倾角铺设，光伏组件串联数量为 22 块，配 50KW 逆变器的

组件并联路数为 8 路（每一路组件串联的额定功率容量=285x22=6270w）组成一个光伏发电单元，共计 102 个

50kw 光伏发电单元，23 台汇流箱，屋面组件采用单排竖铺的铺设方式，彩钢瓦屋面上南坡光伏组件间距 500mm、

北坡组件间距 550mm、光伏组件采用 4.4°倾角铺设，辅房的混凝土屋面组件屋面组件底边缘距屋面 400mm，

间距为 650mm、采用 10°倾角铺设光伏组件。1#箱变总容量 1191.3KWP（4180 块）、2#箱变总容量 1291.62KWP

（4532 块），3#箱变总容量 1279.08KWP（4488 块）、4#箱变总容量 1279.08KWP（4488 块）,每单元约 1.25MWP,

装机容量约 5.04108MWP（总 17688 块）。组件底边缘至屋面 350mm、北坡 5.5°倾角敷设，本工程光伏区采用

PLC 通讯，由组串式逆变通过 PLC 耦合信号经交流电缆传输至箱变低压侧，再传输至数据采集器，箱变的信号

经过 RS485 线接入数据采集器，进而形成环网通过光缆接至交换机（光缆型号 GYXTW53-8B1，其中通讯采用 2

芯、视频采用 2 芯、备用 2芯，路径：环网交换机-1#发电单元数据采集器-2#-3#-4#发电单元数据采集器-环

网交换机），监控装置采用 RS485 通讯方式，连续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对所有并网逆变器运行状态和数据进行检

测，电池组件间采用 1*2.5 平方接地线在组件接地孔位置相互串联后，在组串两端与组件支架可靠连接，水平

接地网采用 40*4 热镀锌扁钢在屋顶沿各光伏发电单元四周敷设一圈闭合的接地网，每排组件两端均与接地网

可靠连接，闭合接地网与原屋顶避雷带多点可靠连接，形成新的屋面防雷接地网，其接地电阻不大于 4欧姆；

室外接地干线埋深-1.0m 水平接地体遇基础需绕过或埋与基础以下，垂直接地体采用 L50*50*5 热镀锌角铁，

箱变、SVG 及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电子信息系统接地等采用联合接地系统，要求接地电阻不大于 0.5 欧，地

下防腐采用环氧煤沥青漆。SVG 无功补偿装置容量 1Mvar,箱变采用千盛电气生产的型号为 SCB11-1250/10 的干

式变压器共 4 台。电气主接线共分为 4 个 1250KWp 光伏方阵，#1-#4 光伏方阵组成 2 条 10KV 集电线路，分别

是 1#-2#发电单元进光伏进线 1#柜、3#-4#发电单元进光伏进线 2#柜，经 2 回 10KV 汇集线路接入新建 10KV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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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室，10KV 配电室再经 1 回 10KV 直埋线路接入欧舒特高压室 T接完成并网。

承
建
方
式

工
程
规
模

欧舒特 5.5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主
要
单
位

项目法人 陕西国力光电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调试单位 陕西鼎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运行单位 陕西国力光电能有限公司

主要设备 型 号 制 造 厂 家

单晶硅组件 LR6-60-285W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一体化盘柜 JX-GZDW-A 100AH 千盛集团江苏锦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0KV 盘柜 YB-12 千盛集团江苏锦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直流汇流箱 JXF 千盛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逆变器 30-50KTL 千盛集团江苏锦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SVG FG SVG-C1.0 新风光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箱 变 YB-12-/1250/10 千盛集团江苏锦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高低压电缆 全场区各种电缆 明超电缆有限公司

主
要
形
象
进
度

1、开工时间：2017.09.25

2、土建施工完成：2017.11.10

3、光伏区安装完成：2017.12.01

4、10KV 配电系统设备安装完成：2017.11.29

5、一、二次设备试验时间：2017.12.03---05

6、全站并网时间：201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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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各参建单位：

二. 建设单位：陕西国力光电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联西北工程设计院研究所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总包单位：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调试单位：陕西鼎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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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执行规范标准及质量验收情况
1）规范标准

1、光伏组件

1、 IEC61215 多晶硅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

2、 IEC6173O.l 光伏组件的安全性构造要求

3、 IEC6173O.2 光伏组件的安全性测试要求

4、 GB/T18479-2001《地面用光伏（PV）发电系统概述和导则》

5、 SJ/T11127-1997《光伏（PV）发电系统过电压保护—导则》

6、 GB/T 19939-2005《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

7、 EN 61701-1999 光伏组件盐雾腐蚀试验

8、 EN 61829-1998 多晶硅光伏方阵 I-V 特性现场测量

9、 EN 61721-1999 光伏组件对意外碰撞的承受能力(抗撞击试验)

10、EN 61345-1998 光伏组件紫外试验

11、GB 6495.1-1996 光伏器件第 1部分:光伏电流－电压特性的测量

12、GB 6495.2-1996 光伏器件第 2部分:标准太阳电池的要求

13、GB 6495.3-1996 光伏器件第 3部分:地面用光伏器件的测量原理及标准光谱辐照度数据

14、GB 6495.4-1996 多晶硅光伏器件的 I-V 实测特性的温度和辐照度修正方法

15、GB 6495.5-1997 光伏器件第 5部分:用开路电压法确定光伏(PV)器件的等效电池温度(ECT)

16、GB 6495.7-2006《光伏器件第 7部分：光伏器件测量过程中引起的光谱失配误差的计算》

17、GB 6495.8-2002《光伏器件第 8部分:光伏器件光谱响应的测量》测量

18、GB/T 18210-2000 多晶硅光伏（PV）方阵 I-V 特性的现场测量

19、GB/T 18912-2002 光伏组件盐雾腐蚀试验

20、GB/T 19394-2003 光伏（PV）组件紫外试验

21、GB/T 13384—1992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22、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3、GB 20047.1-2006《光伏（PV）组件安全鉴定第 1部分：结构要求》

24、GB 20047.2-2006《光伏（PV）组件安全鉴定第 2部分：试验要求》

25、GB6495-86 地面用太阳能电池电性能测试方法；

26、GB6497-1986 地面用太阳能电池标定的一般规定；

27、GB/T 14007-1992 陆地用太阳能电池组件总规范；

28、GB/T 14009-1992 太阳能电池组件参数测量方法；

29、GB/T 9535-1998 地面用多晶硅太阳电池组件设计鉴定和类型；

30、GB/T 11009-1989 太阳电池光谱响应测试方法；

31、GB/T 11010-1989 光谱标准太阳电池；

32、GB/T 11012-1989 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设备检验方法；

33、IEEE 1262-1995 太阳电池组件的测试认证规范；

34、SJ/T 2196-1982 地面用硅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方法；

35、SJ/T 9550.29-1993 地面用多晶硅太阳电池单体质量分等标准；

36、SJ/T 9550.30-1993 地面用多晶硅太阳电池组件质量分等标准；

37、SJ/T 10173-1991 TDA75 多晶硅太阳电池；

38、SJ/T 10459-1993 太阳电池温度系数测试方法；

39、SJ/T 11209-1999 光伏器件第 6部分标准太阳电池组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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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标准、规范及规程仅是本工程的最基本依据，并未包括实施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标准、

规范和规程，并且所用标准和技术规范均应为合同签订之日为止时的最新版本。

2、配电系统设计遵循标准

1、《地面用多晶硅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 GB/T 9535-2005

2、《地面用光伏（PV）发电系统概述和导则》 GB/T18479

3、《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2001

4、《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特性和安全要求》 GB17478-2007

5、《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1-2012《光伏器件》GB6495

6、《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GB/T17626-2008

7、《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 DL/T620-2014

8、《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DL/T621-2011

9、《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232－82

1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2005 版)

11、《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2000

1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

13、《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14、《3~110K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50060-2011

15、《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50217-2007

3、并网接口参考标准

1、《光伏并网系统技术要求》 GB/T 19939-2005

2、《光伏发电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GB/Z 19964-2005

3、《光伏系统电网接口特性》 GB/T 20046-2006

4、《地面用光伏（PV）发电系统》 GB/T 18479-2001

5、《太阳能光伏系统术语》 GB/T 2297-1989

6、《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GB/T 12325-2003

7、《安全标志（neqISO 3864:1984）》 GB/T 2894-1996

8、《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T 14549-1993

9、《电能质量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 GB/T 15543-1995

10、《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 GB/T 15945-1995

11、《安全标志使用导则》 GB/T 16179-19956

12、《地面光伏系统概述和导则》 GB/T 18479-2001

13、《光伏发电系统的过电压保护—导则》 SJ/T 11127-1997

4、电气仪表工程

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232-2008

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8-2016

3、《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2016

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70-2012

5、《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化装置技术规程》 GB14285-2006

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56-2014

7、《金属穿线管和固定件》 IEC423

8、《根据颜色和数字鉴别导线》 IEC446

9、《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件》 IEC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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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逆变器

1、GB 18479-2001 地面用光伏(PV)发电系统概述和导则

2、DL/T 527—2002 静态继电保护装置逆变电源技术条件

3、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4、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5、GB/T 14537—1993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冲击与碰撞试验

6、GB 16836—1997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安全设计的一般要求

7、DL/T 478—2001 静态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8、GB/T 19939-2005 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

9、GB/T 20046-2006 光伏（PV）系统电网接口特性（IEC 61727:2004,MOD）

10、GB/Z 19964-2005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11、GB/T 2423.1-200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 A：低温试验方法

12、GB/T 2423.2-200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 B：高温试验方法

13、GB/T 2423.9-200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

14、Cb：设备用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15、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IEC 60529:1998）

16、GB 3859.2-1993 半导体变流器应用导则

17、GB/T 14549-1993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18、GB/T 15543-1995 电能质量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

19、GB/T12325-2003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20、GB/T15945-1995 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

21、GB 19939-2005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并网技术要求

22、SJ 11127-1997 光伏（PV）发电系统的过电压保护——导则

23、GB 20513-2006 光伏系统性能监测测量、数据交换和分析导则

24、GB 20514-2006 光伏系统功率调节器效率测量程序

26、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27、GB/T4942.2-1993 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

28、GB 3859.2-1993 半导体变流器应用导则

29、Q/SPS 22-2007 并网光伏发电专用逆变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30、电磁兼容性相关标准：EN50081 或同级以上标准

31、EMC 相关标准： EN50082 或同级以上标准

32、电网干扰相关标准： EN61000 或同级以上标准

33、电网监控相关标准： UL1741 或同级以上标准

34、电磁干扰相关标准： GB9254 或同级以上标准

GB/T14598.9 辐射电磁场干扰试验

GB/T14598.14 静电放电试验

GB/T17626.8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14598.3-936.0 绝缘试验

JB-T7064-2010 半导体逆变器通用技术条件

35、并网逆变器应满足国家电网公司 2009 年 7 月下发的《国家电网公司光伏电站接入电网技术

规定（试行）》要求。

上述标准、规范及规程仅是本工程的最基本依据，并未包括实施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标准、规

范和规程，并且所用标准和技术规范均应为合同签订之日为止时的最新版本。

6、性能保证

系统应满足国家电网公司 2011 年 5 月下发的《光伏电站接入电网技术规定》要求和北京



9

鉴衡认证中心 2011 年 4 月 14 日下发的 NCA/CTS004-2010《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工程验收基本要

求》的要求。

7、质量检验评定

1、《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J321-2002

2、《工业金属管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50184-2011

3、《工业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50252-2010

4、《自动化仪表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J131-90

5、《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50185-2001

6、《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 —2012

7、《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12-2001

8、《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2014

9、《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16

1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0—2001

11、《电气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1—2012

1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2—2012

13、《电气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J147—2002

1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Jl48—2014《电气装置安

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Jl49—2002

15、《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起重机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6—2012

1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7—2012

17、《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照明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9—2014

18、《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50231-2008

19、《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5-2010

20、《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6-2011

2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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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验收情况：

设备性能要求

序号 评估要求 核 查 情 况

1、光伏组件

1

光伏组件通过国际 (CE, ISO)和国内（ CQC、CGC）认证及测试，

并且取得金太阳认证，选用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具有

IEC/TUV 标识，多晶硅组件的转换效率不低于 14.5%，非体硅

组件的转换效率不低于 6.49%，每块组件功率误差为正偏差。

符合要求

2

给出电池组件的所有材料和配件列表，并提供该材料和配件的

生产厂家、规格型号、通过哪些认证、执行标准及其他技术参

数（以上资料要求尽量详细）。

符合要求

3
光伏组件具有良好的品质，不应出现玻璃破裂现象、具备一定

承重能力和防止组件内部短路等问题的措施。
符合要求

2、支架

1

出具支架的安装图纸、有荷载、风压荷重、积雪载荷、地震载

荷的计算，并符合相关要求，风压荷重必须计算因从支架前面

吹来（顺风）的风压及从支架后面吹来（逆风）的风压引起的

材料的弯曲强度和弯曲量。支撑臂的压曲（压缩）以及拉伸强

度，安装螺栓的强度符合整体设计要求。

符合要求

2

基础稳定性计算，当受到强风时，对于构造物基础要考虑以

下问题：

①受横向风的影响，基础滑动或者跌倒

②地基下沉（垂直力超过垂直支撑力）

③基础本身被破坏

④吹进电池板背面的风使构造物浮起

⑤吹过电池板下侧的风产生旋涡，引起气压变化，使电池板

向地面吸引

符合要求

3

所有的支架材料须为高质量的防腐蚀铝合金材料或低碳钢（表

面须作防腐处理刷防锈漆两遍底漆两遍面漆或者热镀锌）。需提

供支架生产商所用支架材料的强度等认证信息。

符合要求

4

提供产品的盐雾测试报告、材料表面防腐处理检验报告；铝合

金支架结构须经过静力学计算验证,提供整个系统的静力学报

告,报告应该表明该设计能保证防止侧滑,翻倒所需的最小负载

或固定力;须提供配重量信息:如为锚栓固定方式,上拔力相关

信息。

符合要求

3、电缆材料和接地

1
用光伏直流电缆要求防潮、防紫外线、防暴晒、防酸、阻燃、

耐腐、耐高温等。若穿管安装，导管须耐热 90℃以上。 符合要求

2
方阵内部和方阵之间的连接，选取的电缆额定电流为计算所得

电缆中最大连续电流的 1.56 倍。
符合要求

3
汇流箱逆变器的连接、逆变器至电网的连接，选取的电缆额定

电流为计算所得电缆中最大连续电流的 1.4 倍。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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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伏组件至汇流箱电缆,考虑电压降不要超过 1.5％，汇流箱至

直流柜或逆变器电缆，考虑电压降不要超过 2%。
符合要求

5

防雷接地：包括直击雷和感应雷，感应雷：防止雷电感应、雷

电波侵入，等电位连接；直击雷：避雷针的投影不能落在太阳

电池组件上；防雷应考虑防雷接地应该独立设置，要求 R≤30

欧姆，且和主接地装置在地下的距离保持在 3m 以上。

工作接地：变压器的中性点、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

线圈。

保护接地：光伏电池组件机架、控制器、逆变器、及配电屏外

壳。

屏蔽接地：电子设备的金属屏蔽。

符合要求

4、逆变器

1 输出电压变化范围：不应超过额定值的±10%。 符合要求

2
输出频率范围：光伏逆变器应与电网同步运行，输出频率偏

差不应超过±0.5Hz。
符合要求

3
并网运行时，光伏逆变器向电网馈送的直流电流不应大于逆

变器输出电流额定值的 0.5%。
符合要求

4
功率因数要求：当光伏逆变器输出功率大于额定输出功率的

50%时，滞后功率因数应不小于 0.98。
符合要求

5
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出功率为额定值的 125%时，光伏逆变

器安全工作时间应不低于 1min。
符合要求

6
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出功率为额定值的 150%时，光伏逆变

器安全工作时间应不低于 2s。 符合要求

7
具有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及软启动的功能；较宽的 MPPT

电压范围。
符合要求

8

保护性能：光伏逆变器应具有过压/欠压保护、过频/欠频保

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极性反接保护、恢复并网、反放电

保护、孤岛效应保护等。防孤岛效应保护应在 2 秒内完成，将

光伏系统与电网断开。

符合要求

9 通讯接口要求：采用 RS485 通讯接口。 符合要求

10 外壳防护等级：IP20 符合要求

11

电网监控

电磁兼容性

电网检测
有

5、汇流箱

1
采用智能型汇流箱，符合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的要求，

防护等级为 IP65，满足室内外安装要求。
符合要求

2

每路具备在线监测功能，能指示接入的光电池串是否故障，能

测量汇流后电池电压。带开关量输入，能采集直流断路器。每

一路电流回路正负极均串入熔断器。
符合要求

3
具有直流防反接、短路、过载、浪涌及雷击、过电压保护、

光伏电池串开路报警等状态检测功能。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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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直流柜

1 直流柜质量优质，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符合要求

2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32，柜内设备自然对流冷却。 符合要求

3
直流柜应能承受 20kA 的短路电流，柜内母线采用绝缘铜母线。

配线的绝缘、耐压等要求符合相应的国标或部标。
符合要求

4

所有馈线开关采用优质、知名产品或合资直流塑壳断路器，塑

壳断路器报警触点引至系统监控模块，通过通讯和硬接线至监

控系统，用于监视其工作状态。

符合要求

5

控制回路的导线均选用绝缘电压不小于 900V、截面不小于

1.5mm2 的多股铜绞线。导线两端均要标以编号，导线任何的连

接部份不能焊接，对外引接电缆均通过端子排，出线端子采用

压接式连线鼻子。

符合要求

6
直流配电柜每一个直流输入回路都具有可分断的直流断路器，

输出回路应具有防雷功能。
符合要求

7 柜体标有警示标示，如“有电危险或小心有电”标示。 符合要求

7、10KV-0.4kV 配电装置

1 所有配电装置质量和技术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符合要求

2

400V 配电柜为变配电系统,要求所有的电器元器件均采用 国

际知名品牌或在中国国内的合资企业产品。外壳防护等级：不

低于 IP20。

符合要求

3
低压柜为 PEN 接线系统应有 PE 线和 N线，PE 线安装在柜的

下部。
符合要求

4

框架和外壳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应能承受所安装元件及

短路所产生的动、热稳定。同时不因成套设备的吊装、运输等

情况而影响设备的性能。相邻盘柜和成列柜的水平度、不平度、

垂直度应满足电气装置安装验收规范。通风孔的设计和安装应

使得当断路器在正常工作时或在短路情况下没有电弧或可熔

金属喷出。通风孔的形状、尺寸及安装位置不应使整个外壳的

强度有明显的下降或降低外壳的防护等级。外壳顶部的通风孔

应有覆板遮盖。

符合要求

5

控制回路的导线均应选用绝缘电压不小于 500V，柜内连线截

面不小于 1.5mm²多股铜绞线，电流回路不小于 2.5mm² 。导线

两端均要标以编号，导线任何的连接部分不能焊接。（测量回路

至少 4mm²）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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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方应按有关国家标准对开关柜进行工厂试验并向用户提供

完整的试验报告。供方应提供给需方开关柜进行工厂试验的项

目、试验标准及试验方法，供需方参考。

开关柜出厂检验项目如下，但不仅限于下列各项：

1．辅助回路通电试验

2．断路器操作及机械特性试验

3．机械及电气联锁操作检查

4．主回路工频耐压试验

5．辅助回路工频耐压试验

6．加工工艺质量检查

7．外观检查

8．接地连续性试验

符合要求

7 柜体标有警示标示，如“有电危险”或“小心有电”标示。 符合要求

8、电气微机监控系

1

电站需要设置集中控制室对电站各个独立发电单元进行集中

控制，

LCD 液晶屏显示。计算机监控系统应自备 1 个具有两小时及

以上的脱网供其操作用电容量的 UPS 电源。

符合要求

2

测量和显示光伏发电各系统的各类参数；逆变器（含工频隔

离变压器）、低压开关柜的电压和电流、光伏发电各系统的工作

状态、组串直流侧的电压和电流，交流输出电压和电流、功率、

功率因数、频率、故障报警信息以及环境参数（如辐照度、环

境温度等），二氧化碳减排量，统计和显示日发电量、总发电量

等信息，并形成可打印报表。

符合要求

3
计算机监控系统应能实现对采集到电能量处理、分时段统计

计算，并输出报表。
符合要求

4

报表分成正常打印和异常打印，启动方式分为定时启动，人

工召唤和事件驱动。

定时启动:定时打印运行人员所需的各种报表，如按时、值、

日、月报表打印等。打印时间应可设定。

事件驱动：自动随事件处理结果输出，包括：系统设备运行

状态变位；测量值越限。

人工召唤：由运行人员通过人机界面召唤启动打印所需的报

表。

符合要求

5

系统具有数据存储查询功能，能够记录 5 年以上数据，可以

方便的归档查询。数据库应能进行在线维护，增加、减少、修

改数据项。数据库应有极高的安全性，所有经采集的数据不能

修改。计算机系统故障消失后，数据库能恢复到故障前的状态。

符合要求

6

允许不同程序对数据库内的同一数据集进行并发访问，保证

在并发方式下数据库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具有良好的可扩性和

适当性，满足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充及应用程序的修改。系统应

对所有工作站上的相关数据同时进行修改，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符合要求

7
系统采用卫星时钟信号接收装置实现与全站计算机的时钟同

步。整个系统对时精度： ≤1mS。
符合要求

8 通过键盘可实现对逆变器、低压开关进行遥控。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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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报警方式应分为两种:一种为事故报警，一种为预告报警。 符合要求

10

屋顶气象参数测量装置，可测量辐射、环境温度、组件温度、

风速、风向等指标并通过通讯电缆将数据传输到集控室的微机

监控系统。

符合要求

工程安装

序 号 评估要求 核 查 情 况

1、光伏组件及支架

1
构件倾角、方位角偏差、构件直线度和紧固件安装方式符合设

计要求。
符合要求

2 紧固用螺丝无松动，牢固可靠。防腐措施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符合要求

3
支架开口处需密封处理。刷防锈漆防腐的，需刷两遍底漆、两

遍面漆。
符合要求

4
组件安装位置和排列方式、平面度、直线度、相邻组件标高偏

移和相对位移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符合要求

5
布线方式合理，便于后期维护维修，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影响，

避免发生短路及接地故障。组件有防雷措施，接地引线可靠。
符合要求

6
所有的电线连接牢固可靠，连接电缆外皮无破损.用专用的连

接头连接。 符合要求

7 所有组件正确连接,都处于导通状态。 符合要求

8 光伏组件表面清洁，无杂物或遮挡，无破损。 符合要求

9 为了提高发电效率每一组串的电池组件来自同一个批次。 符合要求

10
接入同一个直流汇流箱的，各个光伏组件串的输入电流，其偏

差应不超过 5%。
符合要求

11 安装造成光伏组件破损在合同规定范围之内。 符合要求

2、直流汇流箱

1
安装方式可靠、牢固度高。布置便于接线、运行操作及维护。

接地可靠、安装高度符合设计要求。
符合要求

2
所有线缆接线端压接线端子后可靠连接，有防松动措施并有松

动标记。
符合要求

3 汇流箱全部合闸状态,箱门关闭可靠。 符合要求

4 箱体及线缆标示清晰正确美观并与图纸一致，箱内无杂物。 符合要求

3、直流配电柜

1
安装方式可靠、防护及通风措施到位，接地措施完善，布置便

于接线、运行操作及维护。
符合要求

2
直流配电柜内各个接线端子连接可靠，有防松动措施并有松动

标记。
符合要求

3 接地连接牢固可靠，电阻不得大于4欧姆并有明显的接地标识。 符合要求

4、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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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方式可靠、防护及通风措施到位，接地措施完善。布置便

于接线、运行操作及维护。 符合要求

2
交直流侧两侧接线正确，连接牢固可靠，有防松动措施并有松

动标记，线色使用正确。
符合要求

3
接地连接牢固可靠，电阻不得大于 4欧姆 ，并有明显的接地

标识。
符合要求

5、交流配电设备

1
安装方式可靠、牢固度高，防护及通风措施到位，接地措施完

善。布置便于接线、运行操作及维护。
符合要求

2 各接线端连接可靠，有防松措施及松动标记。 符合要求

3 各支路电源绝缘良好，无过热现象。 符合要求

4 接地连接牢固可靠，电阻不得大于 4欧姆并有明显的接地标识 符合要求

6、配电室

1 内墙表面钢结构喷漆及抹灰 符合要求

2

当配电装置室设在楼上时，应设吊装设备的吊装孔或吊装平

台。吊装平台、门或吊装孔的尺寸，应能满足吊装最大设备的

需要，吊钩与吊装孔的垂直距离应满足吊装最高设备的需要。

符合要求

3
配电所各房间经常开启的门、窗，不宜直通相邻的酸、碱、蒸

汽、粉尘和噪声严重的场所。 符合要求

4
应设置防止雨、雪和蛇、鼠类小动物从采光窗、通风窗、门、

电缆沟等进入室内的设施。
符合要求

5

消防设施的设置：一类建筑的配变电所宜设火灾自动报警及固

定式灭火装置；二类建筑的配变电所可设火灾自动报警及手提

式灭火装置。

符合要求

6

长度大于 7m 的配电室应设两个出口，并宜布置在配电室的两

端。长度大于 60m 时，宜增加一个出口。当变电所采用双层布

置时，位于楼上的配电室应至少设一个通向室外的平台或通道

的出口。

符合要求

7

安装照明设施,在配电装置室内裸导体上空布置灯具时，灯具

的水平投影与裸导体的净距应大于 1m。灯具不应采用软线吊装

或链吊装。

符合要求

8
位于炎热区域的配变电所，屋面应有隔热措施。且考虑通风，

也可装空调。
符合要求

9 室内人员操作电器设备处,地面铺设绝缘垫，地面清洁。 符合要求

10 除以上所述外，其他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处。 无

并网实验项目

序号
检查项目名称 核查情况

1 并网试验合格,逆变器并网时应与电网同步运行，相序正确。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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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逆变器交流输出端频率的允许偏差为±0.5Hz，电网额定频率

为 50Hz。
符合要求

3
逆变器交流输出端单相电压的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10%、

-15%，三相电压的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10%。
符合要求

4
孤岛效应试验正确若逆变器并入的电网供电中断，逆变器应

在 2s 内停止向电网供电，同时发出警示信号。
符合要求

5 逆变器自动启停机试验正确。 符合要求

6 各电器柜绝缘电阻不大于 2兆欧。 符合要求

7

所有光伏组串串联连接，而且导通。所有汇流箱全部合闸。

接入同一个直流汇流箱的，各个光伏组件串的输入电流，其

偏差应不超过 5%

符合要求

8 交直流配电柜运行正常，电表计量正确。 符合要求

9
电气设备的接地电阻 R≤4欧姆，全光伏电站总的接地电阻 R

≤1欧姆，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重复接地，R≤10 欧姆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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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质量事故及其处理情况
在施工全过程中没有发生质量事故。

五、竣工资料审查情况
序号 评估要求(完整) 核查情况

1 系统图 完整

2 所有设备基础图 完整

3 所有与土建基础相关的埋件、开孔等基础设计图 完整

4 电池支架钢结构基础图 完整

5 电站电气原理图 完整

6 电站电气接线图 完整

7 竣工图 完整

8 项目设备清单 完整

9 设备合格证书 完整

10 安装工程自检报告（项目经理） 完整

11
分系统调试报告

（调试工程师）
完整

12 整套调试报告（调试工程师） 完整

13 运行规程规范 完整

14 检修规程规范 完整

15 劳动安全管理制度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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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程质量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各分项、分部工程的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验收规范的规定;质保资料

基本齐全；工程观感质量良好；本工程满足验评标准合格等级，评估为合格工程。

工程质量评估结论：

项目监理部根据分项、分部（子分部）、单位工程的质量验收情况认为本工程实物质

量满足设计图纸和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观感质量良好，质量控制资料完整，主要项

目的安全和功能检测资料齐全，因此，项目监理部认为本工程质量达到优良等级。

监 理 单 位 ：盖章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0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