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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电源接入电网安全管理实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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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布式光伏电源进入电网之后会对具体的电网控制、电网安全运行、电网运维检修都会产生影响，为此在分布式

光伏电源接入电网之后安全管理尤为重要。对在现阶段分布式光伏电源并网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制定具体的安全管理实践，

防范分布式光伏电源并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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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分布式光伏电源应用的时候因为会从传统的单网

辐射形式变成一个全部联系的多个互联形式，这样的结

构形式会增加变电站的工作压力，从单一的流向走向多

个负荷的流动，以此再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风险也会增加，

影响具体的用电安全。而且在大量的分布式光伏电源介

入到配电网中后，会导致配电网的质量和配电网的工作

水平受到影响。为此在分布式光伏电源接入电之后的安

全管理实践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1分布式光伏电源入网安全风险分析

1.1 对配电网运维检修的风险

分布式光伏电源入网之后在停电检修区会出现“孤

岛”以至于形成的“反送电”会威胁送检人员的安全。

逆向变器的分布式电源接入系统之后会因为电源和负荷

不配，产生对公共电网的电源过度依赖，在公网断网之后，

也会因为逆向变器防止孤岛影响运行。而在实际的工作

中，用户并网后逆变器纯爱的隐患影响具体的工作运行

效果。一是运行检测的盲区。例如：在分布式用户负荷

过程中一旦负荷大就会导致公网断网，而且在“孤岛”

形成之后会使得分布式光伏电源接入点的电压或者频率

减少，这会导致稳定值不足，检测孤岛显示失败。二是

分布式光伏电源并网之后逆变器属于个人用户的资产，

可以选择设备的品牌，这使得检修的时候难以把控所有

设备的质量，而且分布式光伏电源用户缺乏专业知识，

导致安全维护困难。

降低了停电检修的效率：分布式光伏电源并入延长

了安全事件的巡查时间，因为分布式光伏电源采用的 T

接入形式，每个电源上都会产生联系，这就延长了为客

户送电的时间。

1.2 对电网控制和安全运行的影响

对配电设备利用率的影响：分布式光伏电源对配电

设备的利用率影响方面：因为分布式电源在工作具有随

机性、波动性的特征，为此在工作中也会有一个间歇式

输出的特点。热电联产机组在工作中一般采用的是以“热

电定电”的发电形式，供热变动会引起聚集体的输出功

率的变化。处于建设成本的考量，一般小型的分布式电

源尚未设置具体的储能设备，无法持续供电，难以提供

稳定电能供压。而想要满足用户的要求，分布式电源在

工作中的配电变压器和上线就会超负荷运行，配电设备

工作的利用率也会降低。

对配网继电保护产生了影响，在工作中因为分布式

光伏电源采用的是分散的低压工作形式，具体的工作中

产生的容量不大回个整个光伏发电的中压段造成的影响

可以忽略，但是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在向上一级的变压器输电的时候，就会对中压的配

电网产生工作影响，导致中压端工作的时候具体的灵敏

度下降，而且可能会导致线路适量。而且在专项电源进

入的时候也没有对配电网的工作造成影响，这对配电网

的电流保护力度不足。

对配电网自动化的影响：在分布式光伏电源并网后

提升了配网的运行复杂性，加大了紧急事件处理的难度，

容易产生调度食物。而且在配网的工作中，若是配网运

行调度需要接入分布式光伏电源实时发电信息，这也会

增加信息安全隐患。

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因为应用中的光照影响过大，

导致分布式光伏电源发电时候的功率较大，若是超出系

统的最大值，会对系统的稳定性产生风险。

2分布式电源并网安全管理实践

2.1 出台规范的制度

在分布式电源应用中可以由国家电网出具具体的规

范、标准制度等，规范应用。如制定：国标、行标编号、

修订工作等，能够发挥指导作用，合理指导分布式光伏

电源应用建设。加强对分布式电源接入的电网检测标准，

规定对分布式光伏电源进行定期的监测，预防性周期测

试等，加强应用规范性。

2.2 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措施

分布式光伏电源计入并网之前应该按照不同的规定

和验收方式进行设备验收，保证具体设备符合应用标准，

而且产品的质量也不会对电网的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

为此在工作中要求分布式光伏电源应用签订具体的接入

协议，签订调度 10伏的并网协议，能够落实各项安全措

施 ,保证在使用测电笔测试的时候属于低压范围。

2.3 开发研制反“孤岛”装置

能够针对分布式光伏电源的“孤岛”运行进行管控，

能够研制反“孤岛”装置，在公网停电的时候，配电网

出现非计划性孤岛，需要将一组接入系统配合接地电阻

合于母线，能够形成扰动，将光伏电源断开，能够达到

配电网完全停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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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管控的措施建议

3.1 严格控制并网设备的安全开关

控制并网逆变器安全合格开关：需要在验收的时候

保证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能够规范并网接口，严格测试，

避免出现反送电的问题。

并网点开断设备安全隔离开关：对高压接入的分布

式电源而言，需要检查并网开断的设备，明显断开的电

网侧应能可靠供电。对低压接入的分布式电源应该检查

并网点开断设备具有的开断显示情况，低压保护必要的

时候采取具体的安全技术防护措施。

放“孤岛”运行安全防护关：因为孤岛反送电的风

险加大，需要加以重视，进行防护，在孤岛的各项安全

措施的落实中，需要确保逆变器的孤岛具有完善的检测

功能，能够在试验合格后在应用，特殊情况按照反孤岛

设备。

3.2 把控作业安全措施关

能够加强对停电验电步骤的检查，能够在工作的过

程中选择适合的分布式光伏电源分布区域，检查是否有

停电情况，能够核对作业地点有没有设置安全防护措施。

能够监督具体的检修现场的安全设置情况，对分布

式光伏电源的应用危险进行排查，能够保证检修布置是

合理的，相关的设备进入作业的时候，严格按照具体规

定进行停电、验电的处理 ,保持有效的隔离。

把好防误送电操作安全关：要求调控人员在工作中

严格把握接入电网的具体情况，如：并网点、运行方式、

联系方式等，在具体的工作中应该按照具体的规则执行。

控制调度规程，运行停电措施，能够防止出现操作失误。

若是电网企业要求进行停电检修，就需要认真旅行自己

的责任，在检查结束后及时供电。

4结语

在分布式光伏电源进入电网后安全管理遭到考验，

在分布式光伏电源并网后对运行控制、运维检修、供电

安全、配电网继电保护等都会造成影响。为保护保证分

布式光伏电源入网应用安全，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具体的

应用标准，同时设置反“孤岛装置”，应该严格把控着

具体的并网变电器开关、并网开断设备隔离管最好将各

项核对。做好各个作业的安全控制，能够检查停电验电

的状态开关核对、检修现场的安全核对，严格防止误送

电开关的设置，综合保证分布式光伏电源入网之后的安

全管理控制。希望通过不同的措施能够保证在分布式光

伏电源接入之后的电网安全，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保

证居民用电安全，线路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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