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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8 年第二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标委综

合[2018]41 号）（计划编号：20180779-T-624）的要求编写。 

2  制定背景 

2006 年 1 月 1 日，GB/Z 19963-2005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实施，该标

准参考了丹麦、德国、英国等国家有关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规定的行业或企业标准，考

虑我国当时风电发展和电力系统实际情况，对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要求提出了一些

原则性的规定。为适应和支撑国家百万千瓦、千万千瓦风电基地建设需求，2009 年启动

了 GB/Z 19963-2005 指导性文件修订工作，2011 年 12 月 30 日 GB/T 19963-2011《风电

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批准发布，2012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标准指导了我国风

电并网及规划、试验检测、功率预测和调度运行工作，支撑了我国风电装备的出口及国

际标准化工作。 

十四五期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规模增长迅猛，截止 2022 年底，海上风电累计装

机 3051 万千瓦，位列全球第一。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2035 年海上风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7100 万千瓦。“十四五”将重点建设山东半岛、长三角、

闽南、粤东和北部湾五大千万千瓦海上风电基地，推进一批百万千瓦级的重点项目集中

连片开发，海上风电开发将向深远海、规模化趋势发展。根据中国当前海上风电发展的

现状及并网运行的具体问题，为了进一步适应新形势下风电友好并网、保障大规模海上

风电接入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支撑我国海上风电可持续发展，全国电力监管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组织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

规定 第二部分：海上风电》技术规范，为海上风电大规模开发、并网提供设计指导和

技术规范。 

3  起草过程 

2018年8月22日，全国电力监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转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8

年第二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标委综合[2018]41 号）（计划编号：20180779-T-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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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修订工作正式立项。 

2018 年 12 月，标准编制组经讨论，明确了标准大纲架构和各部分编写重点，明确

了编写工作的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并确定各单位分工及标准编制计划。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标准编制组通过对发电集团、风机制造商、直流输电

控保制造商等单位开展走访调研，并且组织召开专题技术研讨会，整理相关材料。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组织编写组集中工作等，形成了标准初稿。 

2023 年 7 月，召开了标准初稿审查会。 

2023 年 12 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编写，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的体例格式主要符合 GB/T 20001 的要求，框架结构编排及技术要素内容主

要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

编写，并遵循如下原则： 

（1）遵循国家能源政策，支撑海上风电可持续发展； 

（2）以问题为导向，满足海上风电接入电力系统发展的实际需求； 

（3）远近结合，注重适应性，同时兼具一定的前瞻性； 

（4）秉承公正、开放、透明的原则，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5）工作流程符合国家标准化程序。 

 

2  主要内容 

本标准针对大规模海上风电并网面临的挑战，根据中国当前海上风电发展的现状及

并网运行的具体问题，结合GB/T 19963.1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第一部分：

陆上风电》，提出海上风电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惯量响应和一次调频、无功电压控

制、故障穿越、黑启动、运行适应性、功率预测、电能质量、仿真模型和参数、二次系

统、测试评价和系统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 

本标准主题章共分为16章：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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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功率、惯量响应和一次调频、无功容量、无功电压控制、交流故障穿越、直流输电线

路故障响应、黑启动、运行适应性、功率预测、电能质量、仿真模型和参数、二次系统、

测试评价和系统等组成。共设3章附录，附录A：控制系统响应性能指标说明；附录B：

海上风电场有功功率推荐控制模式；附录C：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经一次调频

示例曲线。 

（1）第 1 章为标准适用的对象和范围。GB/T 19963-2011 规定了风电场接入电力系

统的技术要求，根据 2018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标准制修订计划，修订的

GB/T 19963 将分为两个标准：《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第一部分：陆上风电》、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第二部分：海上风电》。本标准规定了规定了海上风电

场接入电力系统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通过柔性直流输电与电力系统连接的新建或改（扩）建海上风电场。

对于通过交流输电与电力系统连接的海上风电场应符合 GB/T 19963.1 的规定。 

（2）第 2 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相关规定和标准共 17 项，对后文有关引用加

以明确界定，避免混淆。 

（3）第 3 章为术语和定义。 

（4）第 4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应具备的有功功率调节功能，海

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应能够实现有功功率的连续平滑调节，并能够参与电力系统

有功功率控制。 

（5）第 5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应具备的惯量响应和一次调频功

能，可根据电力系统运行实际需要启用与停用惯量响应和一次调频功能，启用与停用功

能可远程/本地切换。本条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应设置惯量响应和一次调

频启用状态信号、动作状态信号，并将信号上传至调度监控系统 

（6）第 6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无功容量要求，包括陆上柔性直

流换流器、海上柔性直流换流器、海上风电场中的风电机组、并联电容器、并联电抗器、

静止无功补偿器、静止无功发生器等无功容量配置及适应性等技术要求。 

（7）第 7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的陆上换流站应配置无功电压控

制系统，具备无功功率调节及电压控制能力。 

（8）第 8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的陆上换流站、海上换流站、海

上风电场故障穿越能力要求，包括低电压穿越能力、高电压穿越能力。当并网点电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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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范围内时，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应能不脱网连续运行，当并网点电压在规

定范围外时，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可停止运行。 

（9）第 9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的直流线路故障响应要求及处理

策略，直流输电电缆故障按永久性故障处理，处理策略根据直流接线方式不同而采用不

同方式。 

（10）第 10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黑启动能力要求，通过陆上侧

实现海上侧系统的自启动。 

（11）第 11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的陆上换流站、海上换流站、

海上风电场的电压适应性、频率适应性及宽频振荡技术要求。 

（12）第 12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场功率预测技术要求。 

（13）第 13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陆上换流站、海上换流站、海

上风电场电能质量要求，包括电压偏差、闪变、谐波、电压不平衡度、监测与治理等。 

（14）第 14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的机电暂态和电磁暂态仿真模

型及参数要求，仿真模型应通过校核，并验证和评价模型准确性。 

（15）第 15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的二次系统技术要求。 

（16）第 16 章规定了海上风电经柔性直流并网系统在接入电力系统前应提供测试

与评价报告。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 

有相关实际工程为标准内容提供支撑。 

四、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统一海上风电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要求，有助于提升海上风电并网系统暂稳态

安全稳定运行，对大规模海上风电开发、东部沿海可靠供电、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

义。 

本标准助力“双碳”目标实施，提升社会整体能效水平，推动全社会节能减排；提

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有助于保障电力系统安全高效运行。 



 5 

五、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国际、国内无相同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和审查过程中未发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

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发布后 6 个月实施。标准发布实施后，

将根据标准的不同使用对象，有重点的采取标准培训和宣贯等。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暂无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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