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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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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运维需求、平台研发

要求、交付验收要求、售后支持要求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由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源

专业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和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秘书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168号朗琴国际大厦 A 座 806，邮编:1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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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光伏电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建设的运维需求、平台研发要求、交付验收要

求和售后支持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T 2505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37138 电力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32399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参考架构

DL/T 2075 电力企业信息化架构

GB/T 40849 全息位置地图数据内容

GB/T 35645 导航电子地图框架数据交换格式

GB/T 25597 地理信息万维网地图服务接口

GB/T 35652 瓦片地图服务

GB/T 16820 地图学术语

GB/T 18317 专题地图信息分类与代码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及代码

GB/T 1779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GB 21139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标准基本规定

GB/T 25529 地理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技术架构

以技术特点为依据，将系统划分成了不同的系统元素，并确定了各元素间关系，技术架

构指元素与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

3.2

地理信息系统

对通用地理空间数据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软件系统。

3.3

VR

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利用并综合三维图形技术、多媒体技术、仿真技术、显示技术、伺

服技术等多种高科技的最新发展成果，借助计算机等设备产生一个逼真的三维视觉、触觉、

嗅觉等多种感官体验的虚拟世界，从而使处于虚拟世界中的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4

AR

一种将虚拟信息与真实世界巧妙融合的技术，广泛运用了多媒体、三维建模、实时跟踪

及注册、智能交互、传感等多种技术手段，将计算机生成的文字、图像、三维模型、音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7%AE%97%E6%9C%BA%E6%8A%80%E6%9C%AF/112756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BB%B4%E5%9B%BE%E5%BD%A2/56129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5%AA%92%E4%BD%93%E6%8A%80%E6%9C%AF/14352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BE%E7%A4%BA%E6%8A%80%E6%9C%AF/58511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9%9A%E6%8B%9F%E4%B8%96%E7%95%8C/85999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9F%E5%AE%9E%E4%B8%96%E7%95%8C/63144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BB%B4%E5%BB%BA%E6%A8%A1/467240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BB%B4%E6%A8%A1%E5%9E%8B/68462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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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等虚拟信息模拟仿真后，应用到真实世界中，两种信息互为补充，从而实现对真实世界

的“增强”。
3.5

数字孪生

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

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

数字孪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概念，可以被视为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彼此依赖的装备系统的数

字映射系统。

3.6

地理数据

地理数据是以地球表面空间位置为参照，描述自然、社会和人文景观的数据，它直接或

间接关联着相对于地球的某个地点的数据，是表示地理位置、分布特点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

象的诸要素文件，包括自然地理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

3.7

地理数据坐标系统

使用三维球面来定义地球表面位置，以实现通过经纬度对地球表面点位引用的坐标系。

3.8

等级保护对象

指由计算机或其他信息终端及相关设备组成的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信息进行收集、

存储、交换、处理的系统，主要包括基础信息网络、云计算平台/系统、大数据应用/平台/资源、

物联网和采用移动互联技术的系统等。

3.9

热备份

系统处于正常运转下的备份。

3.10

物理机

指实体计算机。

3.11

虚拟机

指通过软件模拟的具有完整硬件系统功能的、运行在一个完全隔离环境中的完整计算机

系统。

3.12

容器化

容器化是将应用程序代码和依赖项捆绑到一个单一的虚拟包中。容器化应用程序通常与

其他应用程序并排放置,并通过计算机、服务器或云上的共享操作系统运行。

3.13

金丝雀发布

金丝雀发布是指在生产环境中逐步推出新版本应用程序，只在一小部分用户或流量中使

用该版本，并根据反馈逐步扩大规模，最终完全替换旧版本。

3.14

三维模型

三维模型是物体的多边形表示，通常用计算机或者其它视频设备进行显示。

4 运维需求

4.1 一般要求

4.1.1平台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

4.1.2 平台宜满足数字孪生场景、数据监测、故障预警、远程控制、资产管理、数据分析、问

题处理、组织管理等各方面的运维需求。

4.2 数字孪生场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7%BA%AC%E5%BA%A6/11134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D%90%E6%A0%87%E7%B3%BB/153151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8%BE%B9%E5%BD%A2/100766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6%E9%A2%91%E8%AE%BE%E5%A4%87/971565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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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平台应利用 GIS技术、三维建模技术等构建数字孪生场景，实现光伏电站物理实体与数

字实体的映射。

4.2.2 平台应利用物联网技术采集设备、人员等实时数据，在数字孪生场景中显示其实时状态。

4.2.3 平台应根据用户使用的终端类型提供合适的人机交互界面。

4.2.4平台宜利用 AR、VR等技术增强沉浸式体验。

4.3 数据监测

4.3.1平台应具备在云、边、端不同的部位接收光伏电站数据的能力。

4.3.2 平台应兼容主要设备类型的不同接口类型和接口协议，如逆变器、汇流箱等。

4.3.3 平台应提供供用户查询监测数据的界面。

4.4 故障预警

4.4.1平台应能够对某项数据或多项数据设置阈值。

4.4.2 平台应能够实时对数据进行阈值检测。

4.4.3 平台应能够根据阈值检测结果实现故障预警。

4.5 远程控制

4.5.1平台应能够对接光伏电站内的可控制设备。

4.5.2 平台宜能够通过网络在线下发、文件离线下发等方式控制光伏电站内的可控设备。

4.6 资产管理

4.6.1平台应能够实现对光伏电站内的设备、建筑等的管理。

4.6.2 平台宜具有资产出入库、盘存等管理功能。

4.6.3 被管资产应具有唯一编码。

4.6.4 平台应对资产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4.6.5 平台宜通过二维码、NFC等技术辅助资产管理。

4.7 数据分析

4.7.1平台宜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的管理。

4.7.2 平台应将地理信息数据、三维模型数据、属性数据等进行数据融合。

4.7.3 平台宜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数据挖掘。

4.8 问题处理

4.8.1平台应通过故障预警、数据分析等及时发现光伏电站问题。

4.8.2 平台应具备自动化组织问题处理人员的能力。

4.8.3 平台应具备监控问题处理进度和问题处理结果的能力。

4.9 组织管理

4.9.1平台应具备对光伏电站相关组织进行管理的能力。

4.9.2 平台应具备在组织内部建立业务处理流程的能力。

5 平台研发要求

根据光伏电站的运维需求，平台在研发过程中需要在技术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

数据组成、业务流程、平台接口、运行模式、部署环境、安全要求等方面满足光伏电站的运

维需求。

5.1 技术架构

5.1.1一般要求

（1）平台的技术架构宜分为基础设施、企业中台、业务应用三个层次。

（2）平台的技术架构应满足企业的标准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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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技术架构应满足企业的安全防护要求。

5.1.2基础设施层

（1）基础设施层应按照企业的硬件条件选择配置。

（2）基础设施层应选择满足当前需求的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

（3）基础设施层应具备热备份的能力。

（4）基础设施层应具备扩展计算、存储、网络资源的能力。

（5）中间件应能够满足企业的标准规范和平台系统架构要求。

（6）基础设施层应根据需求提供物理机、虚拟机、容器等不同类型的资源。

5.1.3企业中台层

（1）企业中台层宜包括物联网平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和技术中台。

（2）物联网平台应能够实现对光伏电站设备的接口对接，接收各设备的实时数据，可远

程控制设备。

（3）物联网平台的数据吞吐应满足光伏电站管理的要求。

（4）物联网平台应能够适配多种接口协议和数据类型。

（5）数据中台应能够实现地理数据、模型数据、属性数据等不同的数据类型的存储。

（6）数据中台应能够对数据进行编辑。

（7）业务中台应实现光伏电站业务的管理。

（8）技术中台宜包括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系统、身份认证等技术模块。

（9）物联网平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和技术中台应能够相互调用，彼此支撑。

5.1.4业务应用层

（1）业务应用层应根据使用场景提供桌面、web、移动等不同形式的业务应用。

（2）业务应用层宜实现数字孪生场景，增强用户体验，如支持 VR、AR、数字孪生等三

维新技术方式进行展现。

（3）业务应用层应根据用户设置操作权限。

图 1 技术架构

5.2 功能要求

5.2.1一般要求

（1）平台应按照用户角色配置相应的功能。

（2）平台应按照用户使用场景将功能配置到不同的操作终端。

（3）平台宜包括运维、配置、查看、控制、分析等功能。

5.2.2运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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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台宜具有监控存储、网络、计算等资源的功能。

（2）平台宜具有更新某个模块的功能，如升级算法模块。

（3）平台宜具有数据备份、还原功能。

（4）平台宜具有金丝雀发布功能。

（5）平台宜具有日志查询功能。

（6）平台宜具有调用链查询功能。

5.2.3配置功能

（1）平台应具有配置平台用户的功能。

（2）平台宜具有配置企业组织关系功能。

（3）平台宜具有配置用户角色功能。

5.2.4查看功能

（1）平台宜具有查看光伏电站三维场景的功能。

（2）平台应具有查看光伏电站设备配置的功能。

（3）平台应具有查看设备采集信息的功能。

（4）平台应具有分类查询、搜索查询功能。

5.2.5控制功能

（1）平台宜实现对光伏场站的设备控制功能，如控制清扫机器人实现光伏组件清洁等。

（2）平台宜实现对被控制设备实时监视，如无人机巡检实时监视等。

5.2.6分析功能

（1）平台宜实现对光伏电站的 AI分析功能，如通过 AI技术对无人机的巡检数据的故障

识别分析等。

（2）平台宜实现对光伏电站的运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功能，如故障统计等。

5.3 性能要求

5.3.1一般要求

（1）平台建设过程中应保障吞吐量、响应时间、并发访问等性能。

（2）平台建设过程中宜保障可靠性、可维护性、可扩展性等性能。

5.3.2吞吐量

（1）平台吞吐量性能应满足平台用户同时在线且同时处理业务的要求。

5.3.3响应时间

（1）在不考虑网络传输的情况下，用户使用平台应不存在卡顿感。

5.3.4并发访问

（1）平台应满足实际平台用户数的并发访问。

5.4 数据组成

5.4.1一般要求

（1）平台数据应包括地理数据、模型数据、属性数据。

（2）数据传递过程中应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

（3）平台数据应建立关联关系。

（4）平台数据来源应包括国家相关部门、实地采集、根据设计建模等正规渠道，保证数

据的正确性。

5.4.2地理数据

（1）地理数据应满足平台用户对电站相关地理环境的查询、分析等需求。

（2）地理数据应包括矢量数据、数字正射影像图（DOM）等二维数据和数字高程模型

（DEM）等三维数据。

（3）地理数据宜包括倾斜摄影数据、 激光点云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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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理数据坐标系统宜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单位为“度，分，秒”，秒保留到小

数点后 3 位。高程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单位为米，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

（5）二维数据宜数据轻量化处理后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发布成 REST 服务、WMS服

务、WMTS服务等服务形式。

（6）二维数据和三维数据宜数据轻量化后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发布成三维 REST服务。

5.4.3三维模型数据

（1）三维模型的精度应满足平台用户的使用需求。

（2）三维模型应能够进行转换后与地理数据进行叠加显示和分析。

（3）三维模型应基于与地理数据统一的坐标系统和坐标原点。

（4）三维模型宜实现材质的美化。

5.4.4属性数据

（1）属性数据应与相关联的地理数据和模型数据表达范围一致。

（2）属性数据应分类设置。

（3）属性数据应符合唯一性原则，即属性值和属性应相对应。

（4）同一属性值格式和精度应保持一致。

5.5 业务流程

5.5.1一般要求

（1）平台业务流程宜包括层级流程和内部流程。

（2）平台业务流程应与企业组织关系相适应。

（3）平台业务流程应保持数据一致性。

5.5.2层级流程

图 2 组织结构

（1）平台业务层级流程应与企业组织结构相适应，实现不同组织间的业务交互。

（2）各级组织应能够根据职责划分实现本级的业务应用。

（3）平台层级流程应能实现光伏电站运维上传下达的作用。

5.5.3内部流程

（1）平台内部流程应能够完成组织内部各部门或各角色之间的业务交互。

（2）各角色应能够通过平台辅助其履行运维管理相关职责。

5.6 平台接口

5.6.1一般要求

（1）平台宜具有设备接口、其他系统接口、内部接口、人机接口四种接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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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台应具有可满足不同接口接入的接口协议。

（3）平台应具有接口已建设备、已建系统的数据接口能力。

（4）平台宜具有不同版本的兼容性。

（5）平台应根据不同数据特点设计不同的处理方案。

5.6.2设备接口

（1）平台应与全部具有数据交互能力的设备建立接口关系，如逆变器、汇流箱等。

（2）平台应能够适配不同的设备接口类型，如网口、串口等。

（3）平台宜通过多种接口类型与设备实现数据交互，提高系统健壮性。

（4）平台应建立设备数据接入处理机制提高数据的可用性。

（5）平台宜建立协议转换机制实现不同型号设备的数据的统一处理。

5.6.3其他系统接口

（1）平台宜实现与其他辅助系统的接口关系支撑平台功能，如短信接口等。

（2）平台应能够适配不同的其他系统接口类型，如网口、串口等。

（3）平台宜通过多种接口类型与其他系统实现数据交互，提高系统健壮性。

（4）平台应建立其他系统数据接入处理机制提高数据的可用性。

5.6.4内部接口

（1）平台应实现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接口，完成信息的上报和下发。

（2）平台应实现系统内部数据中台、业务中台、技术中台、物联网平台间的信息交互。

（3）平台内部接口应建立数据接入处理机制提高数据的可用性。

5.6.5人机接口

（1）平台应根据使用场景和操作终端类型为用户提供用户人机接口。

（2）平台操作界面宜简洁、美观。

（3）平台宜通过 GIS、VR、AR、三维模型等技术实现数字孪生场景。

5.7 运行模式

5.7.1一般要求

（1）平台宜具有常态化模式、特定模式不同类型。

（2）平台应适应所有不同状态下的使用需求。

5.7.2常态化模式

（1）平台在常态化模式下运行应能够满足日常的值班值勤需求。

（2）平台在常态化模式下运行应能够适配常态化业务流程。

5.7.3特定化模式

（1）平台在特定化模式下运行应能够满足特定情况下值班值勤需求。

（2）平台在特定化模式下运行应能够适配特定的业务流程。

5.8 部署环境

5.8.1一般要求

（1）平台部署应选择不影响平台功能性能要求的软硬件环境。

（2）部署环境应充分考虑当前需求和后期可扩展性。

5.8.2软件环境

（1）平台宜选择适合能够保证功能、性能、安全等要求的操作系统。

（2）平台宜选择与其数据量、数据类型等相匹配的数据库产品。

（3）平台宜根据成本和性能选择虚拟机、容器、负载均衡器等中间件。

5.8.3硬件环境

（1）平台应根据对硬件的开销需求配置 CPU、硬盘、网络等硬件资源，可采用物理主机

或虚拟主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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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台宜采用多个物理主机或多个虚拟主机实现热备份、防灾备份。

（3）平台宜采用云计算、虚拟化等技术实现硬件资源的可伸缩性。

5.9 安全要求

5.9.1一般要求

（1）平台在新建、改建、扩建时应按照 GB/T 25058 规定的等级保护对象实施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工作的主要过程及其活动输入输出执行。

（2）平台的安全等级保护应按照 GB/T 37138规定的基本原则、角色和职责、定级与备

案、测评与评估、安全整改、退运等活动要求实施。

（3）平台应通过具有自身的安全防护措施。

5.9.2环境选择

（1）平台宜选择网络物理隔离的环境进行部署避免入侵或信息泄露。

（2）平台宜选择可通过网间互联控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等级网络的环境进行部署实

现信息的分类管理。

（3）平台宜选择具有防火墙的环境进行部署避免外部攻击。

（4）平台应选择安装了防病毒软件的环境进行部署实现对宏、蠕虫、木马等破坏系统使

用的病毒进行及时发现和清理。

5.9.3系统设计

（1）平台宜采用服务代理设计，设置代理服务器作为网络信息中转站，由代理服务器对

网络信息进行安全性、缓存、内容过滤、访问控制等管理。

（2）平台应具有身份验证设计，采用令牌等方式进行访问身份确认，防止不明身份的服

务访问。

（3）平台宜采用加密通信设计，通过 HTTPS 与服务器进行加密通信，通过 SSL可对交

互数据进行加密。

（4）平台宜采用跨域访问控制设计，通过配置跨域访问策略文件的方式实现对访问的管

理控制。

（5）平台宜采用跨站脚本攻击防护设计，通过跨站请求白名单配置等方式实现对跨站脚

本攻击的防护。

5.9.4数据保护设计

（1）平台宜采用数据加密设计，利用对缓存数据加密等方式，防止数据被非法拷贝。

（2）平台宜采用 SQL注入防护设计，利用开启 SQL注入检测、设置 SQL查询过滤的威

胁字符串等方式，防止执行恶意的 SQL命令，从而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

（3）平台宜采用限制上传文件的工作路径与类型设计，严格限制用户可访问目录的权限，

避免用户访问敏感信息目录。

6 交付验收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平台交付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进行，延期交付应经过合同双方同意并书面确认。

6.1.2 平台验收应包括功能完整性、数据准确性、性能指标、安全性、兼容性、文档资料齐备

等方面。

6.1.3 平台应通过系统测试的方式进行验收，包括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测试等，以验证

平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6.2 功能完整性

功能完整性验收应通过测试的方法验证平台是否具备预期的功能。

6.3 数据准确性

数据准确性验收应通过测试的方法确认平台所收集的数据是否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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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验收应通过测试的方法验证平台的性能指标是否符合合同要求，如数据刷新率、

响应时间、数据存储容量等。

6.5 安全性

安全性验收应通过测试的方法检查平台的安全机制是否完善，包括用户认证、数据加密、

权限管理等，确保平台的信息安全。

6.6 兼容性

兼容性验收应通过测试的方法验证平台是否与现场设备和其他系统兼容，能够正常进行

数据交互和集成。

6.7 文档齐备

文档齐备验收应通过人工检测的方法检查平台的相关文档是否齐全，包括用户手册、操

作指南等，以便用户能够正确使用和维护平台。

7 售后支持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平台验收交付后应提供售后支持服务。

7.1.2 售后支持的内容应包括培训、问题整改、使用咨询等方面。

7.1.3 平台售后支持过程中应保障数据安全。

7.2 培训

平台研制厂家应提供培训，使运维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平台的操作和维护技能。

7.3 问题整改

7.3.1运维人员应记录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反馈给平台研制厂家。

7.3.2平台研制厂家应及时对问题进行分析定位并解决，保障平台平稳运行。

7.4 使用咨询

7.4.1平台研制厂家应提供电话、邮件等方式的平台使用咨询服务。

7.4.2平台研制厂家对咨询的问题答复应详细、准确、容易被理解。



T/CET XX-XXXX

13

《光伏电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建设规范》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按照国家对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聚焦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满足协会成员单位将先进技术、优秀创新

成果转化成自主化标准的需求，扩大先进适用团体标准供给，

经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讨论通过，根据《关

于印发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2021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订计划

的通知》（中电技协（2021）5 号）要求，制订《光伏电站智慧

运维管理平台建设规范》（编号：T/CET2021A10）。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源结构转型势在必行，新

能源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作为清洁能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光伏产

业发展日新月异，光伏电站建设雨后春笋般涌现，光伏电站主

要类型包括位于荒漠、戈壁、山地、水上等环境的集中式光伏

电站和位于建筑屋顶、高速沿线、建筑外立面等环境的分布式

光伏电站，电站人工运维管理难度大，投入成本高。随着数字

化技术的快速发展，GIS、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

联网等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对光伏电站的智

慧运维管理已成为当前光伏电站的发展方向，目前，光伏电站

智慧运维管理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多数平台只能独立运行，

系统兼容性差，很难实现系统间的数据融合、能力整合，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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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了光伏电站的数字化水平。为推进光伏电站智慧化水平的

进一步提升，规范光伏电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的建设，制定了

本规范。

本规范规定了光伏电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建设的运维需求、

平台研发要求、交付验收要求和售后支持要求。

二、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是依据《关于印发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 2021 年第

一批团体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中电技协(2021)5 号）的要求

编制，项目计划编号：T/CET2021A10）。

本文件由国家电投集团绿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核电力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

司、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安徽省

国家电投和新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四川电力

有限公司、大同中电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共同完成规范编制工作。

三、编制条款和编制过程
1、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写符合 GB/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

2、编制过程

（1）2021 年 1 月上报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团体标准项目

建议书，2021 年 2 月 18 日本标准获得立项批复，编号：

T/CET2021A10。

（2）2021 年 4 月 12 日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

源专业委员会发布《关于邀请参加标准编制的函》（中电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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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智能源[2021]7 号）。

（3）2021 年 9 月 28 日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

源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及大纲评审会。会议介

绍了标准立项背景、工作大纲、草案重点内容及实施方式、组

织管理等内容，与会专家及代表对草案进行了集中讨论，提出

了相关意见。

（4）2021 年 10 月至 2023 年 7 月，编制根据期间专家审查

讨论会修改意见，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规范主要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智慧运维

管理平台的建设。

本文件文本框架结构如下：

1.前言

2.范围

3.规范性引用文件

4.术语和定义

5.运维需求

6.平台研发要求

7.交付验收要求

8.售后支持要求

五、采用国内和国外先进规范情况
无。

六、与现行法规标准的关系
文件的编制，遵循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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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文件编制时，引用标准如下：

GB/T 2505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37138 电力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32399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参考架构

DL/T 2075 电力企业信息化架构

GB/T 40849 全息位置地图数据内容

GB/T 35645 导航电子地图框架数据交换格式

GB/T 25597 地理信息万维网地图服务接口

GB/T 35652 瓦片地图服务

GB/T 16820 地图学术语

GB/T 18317 专题地图信息分类与代码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及代码

GB/T 1779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GB 21139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标准基本规定

GB/T 25529 地理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

七、实施规范的要求和措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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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可以作为光伏电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建设的一种

推荐团体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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