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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编制工作列入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 2024 年标准制编制计划，计划

编号与计划名称见下表，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提出并归口。 

 

序号 计划编号 标准名称 

1 JH/T/DZJN88—2024 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1.2编制目的和意义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人们生活还是生产都离不开电力，因此，风

电公司紧跟时代步伐，在建风电场上加大投资力度，使之规模不断扩大，在我国

由于一些地域以及气候的特殊性，广阔的地域使风电场在运行维护管理上，极其

不便，面临着种种的困难。风电企业通过不断的筹建风电场群远程集中监控中心，

在满足电力系统稳定等安全约束条件下，实现了风电场及升压站“无人值班、少

人值守”的压力，实现了远程集中监视控制、科学调度和管理、远程维护，实现

全网络化信息交换，以适应各风电场减员增效的发展需要，保障了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集控中心与各风电场远程数据传输和监控信息的通信可统一相关控制模式

通信规约及相关技术要求。 

风力发电机组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稳定运行对于电力系统的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线状态监测系统通过实时监测风电机组的各项关键

参数，如变流器的状态、齿轮箱的运行状况等，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和故障

征兆，从而采取相应的维护措施，避免设备损坏或长时间停机，保障风电机组的

安全运行。 

具体来说，风力发电机在线状态监测系统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时监测：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风力发电机组的运行状态，包括转速、

温度、振动等参数，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设备损坏或事故发

生。 

2、预测维护：通过监测系统收集的数据，可以进行设备运行状态分析和故

障预测，提前发现潜在问题并进行维护，降低维护成本和停机时间。 

3、降低运维成本：通过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维护措施，可以减少因

设备故障导致的维修成本，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命。 

4、提高运行可靠性：通过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可以优化设备的运行状态，

减少故障发生 9的可能性，从而提高风电机组的运行可靠性。 

5、优化设计和改进：通过收集和分析监测数据，可以对风电机组的设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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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验证和评估发现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改进，进一步提高设备的性能和

效率 

6、远程监控：监测系统可以实现对风力发电机组的远程监控和管理，方便

运维人员随时随地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 

风力发电机在线状态监测系统可以提高风力发电行业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降低运营成本，是风力发电行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统一风电场自动

监测系统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确保风电场监测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亟需制定团体标准《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具体目的包括： 

1、标准化技术要求：通过制定技术规范，明确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

要求，包括硬件设备、软件系统、数据采集与处理等方面的规范，确保系统设计

和实施符合统一标准。 

2、保障风电场运行安全：规范监测系统的设计、安装、运行和维护流程，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确保风电场运行安全，减少事故风险。 

3、提高监测效率：规范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流程，提高监测

效率，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保障风电场的正常运行。 

4、进技术创新：通过制定技术规范，鼓励技术创新和发展，推动监测系统

技术的不断提升，提高风电场的整体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 

总的来说，制定团体标准《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一方面规范了风

电场自动监测系统的监测内容、监测频率、数据处理方式等，确保了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和及时性，提高风电场运行监测的效率，明确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

要求、性能指标、测试方法等，为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提供统一的技术规

范，避免不同厂家、不同项目之间的技术差异和兼容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自

动监测系统对风电场设备、环境等进行实时监测，可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和

故障，为风电场的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规范了风电场监测系统的设计和运行，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效率，保障风电场的安全运行，促进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国家并没有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相关的标准，因此，为便于风电场自动

监测系统的质量把控，内蒙古隆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提

出《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 

1.3主要工作过程 

1.3.1 起草工作组 

按照团体标准制编制工作的规定和要求，为了更好地完成标准编制工作，成

立了由科研单位、检测认证机构、发电企业、输配电系统开发企业、通信网络单

位、新能源系统集成企业等组成的标准编制工作组，本文件起草单位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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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划编号 参编单位 

1 JH/T/DZJN88-2024 内蒙古隆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3.3 开展调研工作 

为加强技术交流，标准研制过程中分别对发电企业、输配电系统开发企业、通信

网络单位、新能源系统集成企业进行了调研，近一年主要调研情况如下: 

 

调研

时间 

调研单位 行业角色 

2024年 7月 1日 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富汇风能电力有限公

司 

 

发电企业 

2024年 7月 5日 大唐巴彦淖尔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企业 

2024年 7月 5日 大唐包头亚能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企业 

2024年 7月 6日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输配电系统开发 

2024年 7月 8日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输配电系统开发 

2024年 7月 8日 内蒙古华耀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监控系统开发 

2024 年 7月 9日 内蒙古东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控制系统开发 

2024 年 7月 9日 北京中科伏瑞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新能源控制系统开发 

2024 年 7月 11日 内蒙古华宇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网络 

2024 年 7月 11日 内蒙古天跃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系统集成 

 

1.3.4 编制标准文本 

1、项目立项阶段 

目前无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相关标准，因此需要制定团体标准。为规范风电

场自动监测系统的质量，内蒙古隆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

提交了《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订申请，并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正式立项。 

《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发布实施，能有效指导风电场

自动监测系统的设计和检验，有利于提高该类系统的质量水平，保障质量监督部

门对该产品的有效监管，满足市场及环境需求。可指导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的制

造和检验，对相关企业标准化管理水平的提升、科技成果认定及今后类似产品的

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2、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

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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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标准的制定原则，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3、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成果，经过数次修改，形成了《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标准草案稿。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标准起草等

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方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明确和规范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要求。起草组

形成了《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于 2024 年 8 月，标准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全国

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同时由标准编制小组进行定向

征求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5、专家审核 

拟定于 2024 年 9 月，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召开

线上标准评审会，对标准进行审查。 

6、发布 

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结合标准制定的实际情况，对标准文本进行调整与修

改，形成标准报批稿，拟定于 2024 年 10 月，交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标准化

工作委员会审查。 

二、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论据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

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

写。 

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

本标准送审稿。本标准的制定引用的标准如下： 

GB/T 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 15278  信息处理  数据加密  物理层互操作性要求 

GB/T 20011  信息安全技术  路由器安全评估准则 

GB/T 20281  信息安全技术  防火墙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试评价方法 

GB/T 30155  智能变电站技术导则 

GB 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DL/T 634.5104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 5-104部分：传输规约  采用标准传

输协议集的 IEC60870-5-101网络访问 

DL/T 719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 5部分  传输规约  第 102篇  电力系统电

能累计量传输配套标准 



 第 6 页 共 8 页 

DL/T 860  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 

DL/T 5136  火力发电厂、变电站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DL/T 5137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NB/T 31067  风力发电场监控系统通信-信息模型 

YD/T 1132  防火墙设备技术要求规范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四、主要指标的确定和依据 

团体标准《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主要指标的确定通常基于以下几

个方面： 

1. 功能性指标： 

• 数据采集精度和频率：需要确保采集到的风速、风向、温度、湿度等关键

参数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以支持风电场的运行和管理决策。依据可能包括行业内

通用的测量标准和技术要求，以及风电场对数据精度和实时性的实际需求。 

• 监测范围和覆盖区域：明确系统能够有效监测的风电场范围，包括风机的

位置和周边环境。这取决于风电场的规模和布局，以及相关法规和标准对监测范

围的规定。 

2. 可靠性指标： 

• 系统稳定性和故障率：保证系统在长期运行中的稳定性，降低故障发生的

概率。依据可以是类似系统的运行经验数据，以及对关键部件可靠性的评估。 

• 数据存储和传输的可靠性：确保采集到的数据能够安全、完整地存储和传

输，不丢失或损坏。这可能基于数据存储和传输技术的可靠性标准，以及对数据

丢失风险的评估。 

3. 安全性指标： 

• 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防止系统受到网络攻击，保护敏感的风电场运行数

据。依据通常是网络安全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以及行业内对数据安全的最佳实践。 

4. 兼容性指标： 

• 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和兼容性：能够与风电场现有的监控、管理系统进行无

缝对接和数据交互。依据可能是相关系统的接口规范和通信协议标准。 

5. 维护和校准指标： 

• 维护周期和成本：确定合理的维护间隔和所需的维护资源，以保证系统的

持续正常运行。依据包括设备的使用寿命、维护难度和成本等因素。 

• 校准精度和周期：保证监测设备的测量准确性，定期进行校准。依据通常

是测量仪器的校准规范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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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这些指标的依据来源广泛，包括但不限于： 

1. 国内外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2. 风电场运行和管理的实际需求和经验。 

3. 先进的监测技术和设备的性能参数。 

4. 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标准实施日期的建议 

实施日期：建议本标准尽快发布，计划定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实施。 

八、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方面： 

团体标准《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有助于规范自动监测系统能够精

准收集和分析数据，优化风机运行，减少停机时间，从而提高发电效率，增加电

力产出和收益。其次，通过准确的监测和故障预警，能够提前规划维护工作，避

免突发故障带来的高额维修费用，降低风电场的整体维护成本。并且科学的监测

有助于及时发现设备的潜在问题，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保养和修复，延长风机等设

备的使用寿命，减少设备更换的频率和成本。在增强市场竞争力方面，遵循统一

规范的风电场在市场上更具信誉和吸引力，能够吸引更多投资和合作机会，提升

其经济价值。 

社会效益方面： 

团体标准《风电场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能够更高效的进行风电场运行，

增加清洁能源的供应，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和可持

续发展。提高风能的利用效率，减少了因能源生产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对缓

解气候变化具有积极意义。规范化的、精准的监测有助于提前预测和应对电力供

应中的问题，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综上所述，

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激发

了在监测技术和设备研发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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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按照推荐性管理规定对外通报。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内容。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