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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市場現狀



光伏市場現狀

啟動期

（2004-2011年）

以德國為首，各國

推出政府補貼，推

動光伏大規模商用。

調整期

（2011-2013年）

歐洲各國紛紛降低或

取消政府補貼，收益

大幅下降導致需求減

少，同時行業盲目擴

張和債務危機加劇供

需失衡。

醞釀期

（2013-2015年）

光伏行業經過優勝劣

汰後，光伏成本持續

大幅度下降，光伏投

資回報率重新獲得平

衡。全球更多國家加

入支援光伏的行列，

具有技術研發優勢、

規模優勢的企業湧現。

高速發展期

（2015年至今）

2015年《巴黎協議》

簽署,各國對新能源

愈發重視，同時光

伏技術的發展推動

光伏發電成本持續

下降，部分國家已

可以實現平價上網，

光伏進入可以和傳

統能源競爭的高速

發展階段。

光伏發電技術可以追溯到1839年法國科學家E.Becquerel
發現液體的光生伏特效應(簡稱光伏現象)，光伏發電大規模商
業應用要從2004年德國率先推出光伏補貼政策開始。

自2004年起，光伏行業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劃分為以下四
個階段：



光伏市場現狀

本輪光伏週期主要由中國、日本、美國等新興市場推動，這三大市場在政策刺激下需求出現爆
發。根據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統計資料， 2017年新增裝機量為102GW，同比增長超過37%，累計光
伏容量達到405GW。

2005-2017年全球光伏新增裝機容量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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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市場現狀

2005-2017年全球光伏累計裝機容量走勢圖

本輪光伏週期主要由中國、日本、美國等新興市場推動，這三大市場在政策刺激下需求出現爆
發。根據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統計資料， 2017年新增裝機量為102GW，同比增長超過37%，累計光
伏容量達到405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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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市場現狀

亞太地區光伏裝機領先於全球，2017年亞太地區新增光伏裝機容量73.7GW，累計裝機容量達
221.3GW，占全球裝機總量的55%。主要市場：日本6.8GW，美國12.5GW，歐洲8.8GW，印度
9GW。中國新增裝機53GW，同比增長超過53.6%，連續5年位居世界第一，累計裝機達130GW，
連續3年位居全球首位。

2000-2017年全球光伏新增裝機容量區域分佈



光伏市場現狀

2000-2017年全球光伏累計裝機容量區域分佈

亞太地區光伏裝機領先於全球，2017年亞太地區新增光伏裝機容量73.7GW，累計裝機容量達
221.3GW，占全球裝機總量的55%。主要市場：日本6.8GW，美國12.5GW，歐洲8.8GW，印度
9GW。中國新增裝機53GW，同比增長超過53.6%，連續5年位居世界第一，累計裝機達130GW，
連續3年位居全球首位。



光伏市場現狀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

並網系統 離網系統 混合系統

特點
• 接入電網

優點

• 應用廣泛

• 成本低廉

缺點

• 受電網限制

• 無儲能裝置

特點
• 獨立運行

優點
• 不受電網影響

缺點

• 成本高

• 運維費用高

特點

• 可獨立運行也可

接入電網

優點

• 實用性強

• 可根據要求配置

缺點

• 成本高

• 運維費用高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並網系統

主要應用在有電網的地區，太陽能發出的電能直接提供給家用電器使用，節省電費。用不完的
電直接併入國家電網獲取賣電收益。這也是目前光伏系統最主要的應用類型。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並網系統

並網系統

電壓等級

小型：380V電壓接入

中型：10kV-35kV電壓接入

大型：66kV及以上電壓接入

安裝方式

建築結合

BIPV（光伏建築一體化）

建材型，替代傳統建材

BAPV（附著在建築上的光伏系統）

構建型，與建築一般結合

地面安裝 荒漠，荒山、灘塗、塌陷地等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並網系統

光伏幕牆項目 寧波金田BIPV項目

BIPV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並網系統

源杭州東站10MW項目 華鼎項目

BAPV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並網系統

樂清150MW項目 甘肅永昌200MW項目

地面電站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離網系統

主要應用在遠離電網的地區。比如海島、山區、荒漠無人區等，電網接入比較困難，但是需要
電能進行生產作業。光伏系統發出的電能提供本地用電器使用，多餘的電能儲存在蓄電池中以備不
時之需。一般容量較小。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離網系統

溫州南麂島1MW離網項目 新餘路燈項目



光伏發電系統介紹—混合系統

結合了並網系統和離網系統的特點，即能將光伏系統發出的電能提供給家用電器使用，又可將
多餘的電能出售給國家電網或是存儲起來，在電費價格高的時段再使用。



太陽能電池組件



太陽能電池組件

太陽能電池元件是太陽能發電

系統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太陽能發

電系統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作用是

將太陽能轉化為電能。

1、邊框

雖然有些光伏組件是無框的，但金屬邊框仍是典型用來固定光伏元件及保護最上層的玻璃

層。

2、玻璃

低鐵玻璃通常用於光伏元件的最上層，它能提供機械強度以保護光伏元件正面免於遭受物

理傷害並讓陽光透射到太陽能電池上。

3、封裝材料

封裝材料為光伏元件最敏感脆弱的部件提供長期保護。 它們能提供緩衝力並保護脆弱的太

陽能電池及其電路免於外在環境的衝擊，同時讓陽光透射到太陽能電池上。

4、太陽能電池

晶矽電池片將太陽光轉換成電流後，通過光伏導電漿料製成的電路傳送至外部。

5、背板

背板對於光伏元件的長期耐久性至關重要。 背板保護光伏元件免於紫外線、溫度與濕度的

侵害。 背板可提供電氣絕緣特性，以提升光伏元件的性能表現與安全性。

6、接線盒

保護將電流從元件傳輸到逆變器的電線，逆變器將直流電轉換成為交流電。



太陽能電池組件

太陽能組件

• STAVE 5BB多晶系列

• STAR 5BB單晶系列

• HC 半片系列

• DG 雙玻系列

• Smart 智慧系列



太陽能電池組件—產品認證

全球&IEC標準



太陽能電池組件—產品認證

北美&UL標準



太陽能電池組件—質保

10年產品質保

25年功率質保

耐跑25年



太陽能電池組件—STAVE系列多晶光伏元件

CHSM6610P（/HV）
CHSM6612P（/HV）

270W～285W

 更高的耐跑性能

• CTC實證，首年衰減1.08%，次年衰減僅有
0.3%；前兩年比標準質保可提升約1.82%發
電量。

• 抗PID，300 小時（@85℃/85%）嚴酷條件
測試合格。

• 通過6000Pa雪載荷及3600Pa風載荷認證

• 通過直徑45mm, 衝擊速度30.7m/s 冰雹測
試。

 更高的功率輸出， 15W+ 領跑業內多
晶，每平方米多約 5%電力產出。

 更高的轉換效率降低每瓦系統成本

270

325

285

340

250

270

290

310

330

60cell 72cell STAVEII
CHSM6610P

STAVEII
CHSM6612P

业内平均

320W～345W

常規100小時
（@60℃/85%）



太陽能電池組件—STAR系列單晶光伏元件

 更高的耐跑性能

• 通過6000Pa雪載荷及3600Pa風載荷認證

• 通過直徑45mm, 衝擊速度30.7m/s冰雹測試

• 更低的溫度係數，元件在高溫下功率衰減更少

 更高的功率輸出， 20~25W 領跑業

內單晶，每平方米多約7.0%~7.5%

電力產出。

 更高的轉換效率降低每瓦系統成本
CHSM6610M（/HV）
CHSM6612M（/HV）

290W～305W 350W～365W

280

335

300

360

250

270

290

310

330

350

370

60cell 72cell STAVEII
CHSM6610M

STAVEII
CHSM6612M

业内平均



太陽能電池組件—HC系列半片光伏元件

• 1500V

• 革命性半片設計，電池串阻更低，損耗更少

• 更低的工作溫度，降低熱斑風險

• 有效改善陰影遮擋效應，最高可提升50%電力輸出

• 三分體的接線盒設計，有利於接線盒散熱

CHSM60P-HC
CHSM72P-HC

CHSM60M-HC
CHSM72M-HC

 優秀的耐跑性能

 領跑業內單多晶高效組件

• 半片元件相容性高，適用於各種高效電池片

• 在原有高效組件的基礎上提升5W~10W的功率輸出



太陽能電池組件—DG系列雙玻光伏元件

• 雙玻結構設計，全鋼化A級玻璃，減少隱裂，延緩老化，

耐候性強、適用於極端嚴酷環境

• 通過嚴酷抗PID測試（1000小時@85℃/85%）

• 抗蝸牛紋，零水汽透過率，降低蝸牛紋發生幾率

• 更強的表面抗機械載荷能力，通過7000Pa雪載荷及

3600Pa風載荷認證

• 可做透光組件，適用於光伏大棚、農光互補、漁光互補及

BIPV多樣化環境

• 30年功率質保，12年產品工藝質保，<0.5%的線性衰減率

CHSM6610P(DG)
CHSM6612P(DG)

CHSM6610M(DG) 
CHSM6612M(DG)

 優秀的耐跑性能，高可靠性元件



太陽能電池組件—SMART系列智慧光伏元件

• 通過使用不同的上蓋實現遠端智慧關斷、優化、長串、監

控，按需選用

• 最大化發電量：預測電流與電壓技術保障了元件始終處於

最優工作狀態，單片最高可提升18.5%

• 組串最多可加長30%

• 有效改善熱斑及陰影遮擋效應

• 維修便利：遇電站現場有二極體損壞，只需更換上蓋，也

無需重新佈線以及調節元件在串裡的位置

 優秀的耐跑性能



太陽能電池組件—單晶、多晶組件對比

單晶矽 多晶矽

單晶矽電池片的四個角呈現圓弧狀，
表面沒有花紋

多晶矽電池片的四個角呈現方
角，表面有類似冰花一樣的花紋

外觀



太陽能電池組件—單晶、多晶組件對比

單晶矽 多晶矽

晶體品質
完整的晶格排列

多個微小的單晶的組
合，中間有大量的晶
界

電化學性能

藍色代表少子壽命較高的區域，紅色代表少子壽命較低的區域

單晶的少子壽命是明顯高於多晶的



太陽能電池組件—單晶、多晶組件對比

多晶矽

機械性能

單晶矽

單晶矽片的機械性能優於多晶矽片



太陽能電池組件—單晶、多晶組件對比

歷史

• 單晶矽元件應用早於多晶矽元件，多晶矽元件發展比較快

用量

• 多晶矽組件在電站中的應用遠遠高於單晶矽組件，單晶矽占30%，多晶矽占70%

轉化率

• 單晶矽組件效率略高於多晶矽，多1%~3%

成本

• 單晶成本稍微貴於多晶，不同廠家成本不同

衰減

• 實測資料顯示，單晶和多晶各有千秋

性價比

• 目前來說多晶性價比略高於單晶



太陽能電池組件—組件測試

國際知名 大利北部開發了70MW的光伏電站，
其中15MWp光伏元件由正泰提供。

組件型號: CHSM6610P-220\225\230W 及 CHSM6610M230\235W

全線光伏組件實現抗PID、
抗蝸牛紋，進行超過30餘項測試；

應用環境 額外/加嚴測試項目 測試條件

濕熱地區/多
冰雹地區

3倍濕熱老化測試/
冰雹測試

在85℃、85%相對濕度下
3000h/ 冰球直徑45mm，

速度30.7m/s

幹熱地區 3倍熱迴圈測試 從-40℃到85℃ 600次

高輻照地區 強紫外測試 60℃ 60Kwh/m2

農場附近地區 氨氣腐蝕測試 參考IEC 62716 

重鹽害地區
最高嚴酷等級6的鹽

霧測試
參考IEC 61701，最高嚴

酷等級6

大風或強降雪
地區

加強機載測試 常規組件高達6000Pa機載

水上光伏 PID測試
在最大系統電壓下，85℃、

85%相對濕度下300h

同時，針對特定應用場景，進行了不同
額外/加嚴測試，表明元件可以適用各

類不同應用場景的地區。
1. 外觀檢查

2. 絕緣測試

3. 濕漏電測試

4. 機械載荷測試

5. 功率測試

6. 低輻照測試

7. NOCT測試

8. 溫度係數測量

9. EVA交聯度測試

10. PID測試

11. EL測試

12. 紅外熱成像測試

13. UV老化測試

14. 濕熱試驗

15. 熱迴圈試驗

16. 濕凍試驗

17. EVA與背板/玻璃拉力測試

18. 電池焊接拉力測試

19. 接線盒與背板粘結拉力測試

20. 連接器拉力測試

21. 接地連續性測試

22. 室外曝曬試驗

23. 熱斑測試

24. 反向電流超載測試

25. 冰雹測試

26. 耐氨腐蝕測試

27. 沙塵測試

28. 鹽霧測試

29. 旁路二極體熱性能測試

30. 二極體靜電測試

31. 接線盒防水測試

32. PCT高溫蒸煮測試



BOS(Balance of System)系統



BOS系統

交换机

操作员工

作站
网络打印

机

监控系统应用

服务器

光纤环网

箱变测控保护

通讯综合装置

逆变柜 直流柜

汇流箱

光伏组件

箱变测控保护

通讯综合装置

逆变柜 直流柜

汇流箱

光伏组件

…

光伏子阵 光伏子阵

AGC/AVC服

务器

RS485

以太网

电度计量表环境监测仪 采集远动

服务器

光伏支架系統 電纜 綜合自動化系統氣象站

已集成在
逆變器中



BOS系統

產業覆蓋“發、輸、變、

配、用”電力設備全產業

鏈，擁有光伏元件、逆變

器、匯流箱、配電櫃、變壓

器、電纜和控制系統等光伏全

套產品，配套豐富的工程總包

與電站運維經驗，為客戶提供

更可靠的系統匹配度，更低的

建設成本以及一站式運維服

務。

hylee02
Rectangle



BOS系統—逆變器

China

LVRT TÜV & BDEW

C10/11G83 G59CEIRD1663Z

Germany North AmericaUKItalySpain Belgium

CQC



BOS系統—逆變器

防孤島效應檢測電路示意圖

NBT 32014-2013 光伏發電站防孤島效應檢測技術規程
(IEC62116-2008 光伏並網系統用逆變器防孤島測試方法) 50/60kW逆變器檢測報告截圖



BOS系統—逆變器

直流超載保護——光伏方陣輸出的功率超過逆變器允許的最大直流輸
入功率時，逆變器自動限流工作在允許的最大交流輸出功率處，在持續工
作7小時或溫度超過允許值時，逆變器停止向電網供電。

最大功率點

光伏方陣輸出的功率超
過逆變器允許的最大直
流輸入功率時



BOS系統—逆變器

CPS SCJ系列產品可內置DC Switch
，一鍵式APP配置啟機，具有多種通
訊介面，提高了產品的安全性及通訊
組網能力

可靈活應用於各類戶用，商
用屋頂。一體式壓鑄產品輕便，
無風扇設計和完善的保護功能提
升了系統的可靠性，為客戶提了
供長期穩定的發電收益。產品最
大轉換效率高達97.6%，歐洲效
率高達97%，MPPT效率高達
99.5%。

可靈活應用於各類戶用，商
用屋頂。一體式壓鑄產品輕便，
無風扇設計和完善的保護功能提
升了系統的可靠性，為客戶提了
供長期穩定的發電收益。產品最
大轉換效率高達98%，歐洲效率
高達97.4%，MPPT效率高達
99.5%。單相組串

式逆變器



BOS系統—逆變器

三相組串
式逆變器

CPS SCA50/60KTL-DO光伏並網

逆變器是無變壓器設計、三相交流電輸

出的產品。最高1100V的直流輸入電壓

讓光伏系統組態變得更加靈活。通過專

利認證的三電平控制演算法和熱設計使

我們產品的最高效率達99%, 中國效率也

達到98.5%。產品集成DC開關及熔斷器

。內部集成直流輸入組串檢測模組與直

流輸入拉弧檢測模組, 保證了系統的安全

。



BOS系統—逆變器

新一代CPS SCA500/630/1000KTL-H

專為大型地面、 山地、丘陵以及工商業屋頂

等應用而設計。該系列產品採用三電平拓撲結

構，最大效率高達99%，歐洲效率高達

98.5%。智慧功率控制功能可以保證低功率時

的轉換效率更高，電能品質更好，延長逆變模

組使用壽命。在故障情況下，模組化設計能夠

使故障模組自動從系統中斷開，保證其他模組

不受影響，提高系統發電量

新一代CPS SCH1250K/1500K 集中式

逆變器專為1500V光伏發電系統設計。該系列

產品最大直流輸入電壓1500V，採用三電平拓

撲結構，最大效率高達99%，歐洲效率高達

98.6%。智慧功率控制功能可以保證低功率時

的轉換效率更高，電能品質更好，延長逆變模

組使用壽命。內部集成直流輸入斷路器，PID

預防和修復、SVG等多種功能。

集中式逆
變器



BOS系統—逆變器

1MW/1.26MW/2MW預裝式光伏系統
（幹式變壓器）

1MW/2MW/2.5MW預裝式光伏系統
（油浸式變壓器）

1MW/2MW & 2.5MW/3MW
(1500Vdc)光伏並網逆變房

 集成度高, 一站式設計

 專業性強, 工廠預製化

 適應性強, 多環境應用

 無人值守, 智慧化程度高

 建站快捷, 工程介面簡單

 安全可靠, 防護措施周密

 強適應性

 高可靠性

 電網相容



BOS系統—逆變器

為了更好的通過相關可靠性測試，更出钜資構建自己的實驗室

● 傳導幹擾測試

● 功率輻射干擾測試

● 空間輻射干擾測試

● 雷擊浪湧測試

● 快沖脈衝群

● 靜電測試

超大型步入室溫箱等高端試驗設備，

能夠進行多種有效測試， 真實類比光伏系統各種情況

EMC實驗室(RE測試) EMC實驗室(浪湧測試) EMC實驗室(EFT測試)

步入室溫箱



BOS系統—逆變器

整機高溫高濕（50°C、85%RH）測試：

整機交變鹽霧測試： 整機振動與跌落測試：

整機溫度迴圈（-20~60°C）與開關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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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系統—逆變器

交變溫濕熱（溫變1-2℃/min)，

快速溫度迴圈試驗（溫變最快

20℃/min），

高溫高濕試驗；恒定濕熱試驗

低溫低濕試驗；高溫低濕試驗，

鹽霧腐蝕試驗，

IP等級測試（防塵試驗IP1X-6X、防水試驗

IPX1-X8），

低氣壓試驗，

UV老化試驗（螢光紫外燈），

太陽輻射試驗（氙燈老化、鹵素燈）等等；

振動試驗

（隨機振動，正掃頻振動，定頻振

動）

跌落試驗,G值跌落，

溫濕度+振動三綜合試驗，

高加速壽命試驗（HALT），

插拔壽命試驗（插拔力、拔出力），

鋼球衝擊試驗，

按鍵壽命試等等；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其他新型

支架

手動可調

支架

固定支架

雙軸跟蹤

支架

單軸跟蹤

支架

光伏支架系統一般可分為固定支架，手動可調支

架，單軸跟蹤支架，雙軸跟蹤支架及其他新型支架。

手動可調支架，單軸跟蹤支架和雙軸跟蹤支架主要用

於光伏地面電站。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固定支架

分散式

BIPV

光伏建築一體化

屋頂系統 光伏車棚 光伏幕牆
溫室大棚

系統

BAPV

附著在建築上的光伏系統

混凝土屋

頂

水泥基礎 壓載式 植筋

彩鋼瓦屋

面
瓦屋面

地面

水泥基礎 樁基礎

螺旋樁
預應力管

樁
灌注樁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BIPV
光伏建築一

體化

屋面系統
光伏幕

牆系統

光伏車棚
溫室大

棚系統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BAPV
附著在建築上
的光伏系統

水泥基礎 彩鋼瓦屋面

壓載式 瓦屋面

50kg/m2 15kg/m2

注：光伏荷載以實際測算為准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對於混凝土屋面，採用一般固定方式。元

件採用最佳傾角方式進行安裝，電池陣列保證全

年9:00—15:00沒有陣列間的遮擋情況。

在保證安全強度的前提下，為最大程度上

減少光伏系統對樓頂框架的影響，以混凝土壓塊

或條基配重的方式把金屬支架固定在樓頂水泥框

架上，這樣可以做到不損傷建築本身，然後再把

光伏元件安裝在金屬支架上。金屬支架結構件採

用熱浸鍍鋅，設計壽命不低於25年，固定安裝支

架按抗風能力滿足35m/s。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為滿足屋面承重的要求，用於

固定電池組件的金屬支架均採用輕

型鋁合金製作，設計壽命不低於

25年，固定安裝支架按抗風能力

滿足35m/s，整體抗風等級達到

12級。

安裝特點：

採用高強度鋁合金，使用壽命25

年以上；

不破壞原有屋面，無滲漏風險；

較強的抗風壓和抗載壓。

角馳型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梯型
專用光伏支架採用自攻釘
將光伏夾具與彩鋼瓦固定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將安裝位置的瓦片揭下 將掛鉤與橫樑固定

將掛鉤與鋁型材連接 依次將掛鉤與鋁型材連接

將元件安裝連接

依次將元件安裝連接

瓦屋面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地面

水泥基礎 螺旋樁

預應力管樁 灌注樁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可根據季節變化，手動調節支架的南北向安裝傾角，每年只需少

量調節即可使發電量明顯提升。

每年調節2-4次，提高電池板接受的有效太陽輻射強度，並延長

一天的發點時間，可使總發電量比普通固定支架提高約4%-8%。

雙立柱手動可調系統 單柱手動可調系統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斜單軸跟蹤系統主要針對大型電站

，廣泛應用於中、低緯度地區。

與傳統固定安裝支架相比,可以提高

30%的全年發電量。

斜單軸跟蹤系統 平單軸跟蹤系統

平單軸跟蹤系統主要針對大型電站

，廣泛應用於低緯度地區。

與傳統固定安裝支架相比,可以提高

20%的全年發電量。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雙軸跟蹤系統主要針對大型

電站，廣泛應用於中、高緯度地

區。

與傳統固定安裝支架相比,

可以提高40%的全年發電量。

雙軸跟蹤系統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漂浮支架

1. 主浮筒

2. 過道浮筒

3. 連接耳

4. 光伏組件

5. 元件安裝系統

適用範圍：

1.水域深度3-5米

2.水域的風力≤26m/s

3.水速≤1m/s

4.水紋浪高≤1m



BOS系統—光伏支架系統

柔性支架

柔性支架採用兩固定點之間張拉預

應力鋼絞線的方式，兩固定點採用鋼性基

礎提供反力，可實現10～30m大間距。這

種設計可規避山地起伏、植被較高等不利

因素，僅在合適的部位設置基礎點並張拉

預應力鋼絞線;同時在水深較深的漁塘也可

以在保持水位不動的條件下，實現基礎及

柔性支架的施工。



BOS系統—光伏匯流箱

為了減少光伏元件與逆變器之間連接線, 方便維護, 提高可靠性, 一般需要在光伏元件與逆變器之間增

加直流匯流裝置。

智慧光伏匯流箱內配置了光伏專用直流防雷模組、直流熔斷器、防反二極體 (根據需要配置) 和斷路

器等元件。帶智慧監測模組的匯流箱可監測PV組串電流、母線電壓及設備的狀態與故障, 並具有報警、

通訊等功能, 方便使用者及時準確地掌握光伏元件的工作情況, 使光伏發電系統發揮最大功效, 也便於分析

故障定位。

智能光伏匯流箱CPS CB16S



BOS系統—光伏匯流箱

 以8路和16路輸入為基本單元, 並可根據客戶需求進行定制

 採用專業直流高壓斷路器, 直流耐壓值不低於DC1000V, 安

全可靠

 每路輸入配有光伏專用高壓直流熔斷器保護, 並可根據PV

組串需要提供各種規格的熔芯

 正極負極都裝有光伏專用防雷器, 具有雙重防雷功能

 可選配檢測單元對組串電流和母線電壓進行檢測, 並可以遠

端記錄和顯示運行狀況。如果發生故障, 會通過通訊介面發

送報警至監測系統

 檢測單元採用高精度處理晶片, 使用性能可靠、測量範圍

寬, 具有靈敏度和準確度較高的電流測量元件

 採用LCD人機交互; 可即時顯示各種運行狀態及資料, 資訊

詳細直觀, 操作、調試方便

 戶外壁掛式安裝, 防水、防銹, 防護等級達到IP65, 滿足室

外安裝使用

 可選配內置防反二極體, 有效的防止組串電流逆流

 安裝維護簡易快捷



BOS系統—光伏匯流箱

光伏系統的直流線路由光伏元件，接外掛程式，電纜線路和連接等部分組成，由於接觸不良、電線受

潮、絕緣破裂等原因可能產生電弧，電弧產生的高溫極易導致相應的材料發熱、燃燒、甚至發生火災，因

此在重大的專案和重要的建築物上安裝光伏匯流箱，亟需具備直流電弧檢測功能的設備。防拉弧智慧光伏

匯流箱正是為了有效解決這一安全隱患，同時提升光伏電站安全等級的一款新型產品 。

防拉弧智能光伏匯流箱CPS CB16SA



BOS系統—光伏匯流箱



BOS系統—光伏匯流箱

水面光伏電站是分散式光伏電站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裝機容量大，不佔用耕地等優點，但也面臨

著運維困難，環境潮濕，設備部件易腐蝕等挑戰，對匯流箱、逆變房、變壓器等設備要求更高。水上光

伏專用智慧匯流箱就是一款專為水面光伏電站設計的產品。

水上光伏專用智慧匯流箱CPS CB16SW



BOS系統—開關櫃

 低壓開關櫃

 中壓開關櫃



BOS系統—輸配電系統



BOS系統—電纜



BOS系統—綜合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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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系統—綜合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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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系統—綜合自動化系統

光伏電站智
慧解決方案

傳統式管控
方案

• 故障追溯難

• 電站管控分散

• 易產生誤操作

• 報警誤差大

• 監控細微性大

• 數據可視性差

• 數據精准度低

• 快速定位

• 智慧化巡檢
• 自動清洗分析

• 故障響應慢

• 巡檢週期長

• 清洗性價比低

數位化

• 標準化流程

• 工單閉環管理

• 故障預警

• 集中監控

• 全方位管控

• 細細微性管理

• 大資料分析

• 決策支撐

精細化 效益化

以組串為基本單位，全面覆蓋電站各區域設備，並細微管理



BOS系統—綜合自動化系統

 智慧運維分析平臺和管理系統

 實現總部-區域-電站三級管理模式；

 對所轄電站進行統一的遠端集中監視

和生產運營管理；

 引進機器人學習技術，實現元件發

電、逆變器逆變和配電系統10多種設

備亞健康狀態的識別，全方位保障光

伏電站安全運行、穩定產出、資產保

值，實現光伏電站價值最大化。



BOS系統—綜合自動化系統

 基於偏差率、離散率、神經網路演

算法，對設備進行即時故障診斷，

準確故障定位，智慧故障預警。

對設備從故障發現->故障跟蹤->相

應解決方案->消缺管理進行全生命週

期管理；

對積累的故障形成知識庫，指導現場

運維、降低培訓成本；

對設備實際運行情況進行後評估，為

技術改造提供資料支撐。



BOS系統—電力平衡分析

負荷-IL

光伏系統-Ip

電網-IG

 電力電量平衡

 在電力平衡計算時，應根據負荷特性和光

伏發電站出力特性，列出各水準年最大負

荷且光伏發電站零出力及最大出力方式下

電網的電力平衡表。

 在電量平衡計算時，應列出相關電網各水

準年的電量平衡表。

 在電量平衡計算時，應列出相關電網各水

準年的電量平衡表。

 根據電力電量平衡的結果，應分析光伏發

電站的電力電量消納範圍和送電方向，並

應說明光伏發電站在系統中的地位和作

用。



BOS系統—電力平衡分析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香港設計差異

《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與電網接駁的技術指引》

香港光伏系統設計基本與大陸類似，差異點如下（部分）：

 適用範圍（380/220V接入）

 香港：200kw--1MW的可再生能源系統，與電網接駁需要轉

交電力公司個別處理。（1500kva變壓器，接入上限200kw）

 大陸：單個並網點容量300kW以下推薦採用380V接入。

 設備保護

 香港：隔離點採用四極的斷路器或隔離開關，保證與電網完全

隔離。

 大陸：無強制要求採用4極

 供電品質

 香港：逆變器輸出部分裝設隔離變壓器，排除直流電轉入配電

系統內。

 大陸：無此要求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香港設計差異

《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與電網接
駁的技術指引》

附錄Ⅳ實例裝置電路圖—實例二

供電品質：
逆變器輸出部分裝設隔離變壓器，排除直流電轉入配電系統內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設計流程

注：針對屋頂分散式光伏發電系統，下同

前期收資

結構、電氣

結構校核

荷載可行性

組件排布

專案容量

技術方案

系統方案

項目初設

容量、接入方案

施工圖

工程

工程支援

施工竣工圖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設計組成

結構

收資

電氣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前期收資

廠房結構、建築圖紙

前期收資

配電房平面圖

廠區總平圖紙

電氣主接線圖

照片

廠區管網圖

用電負荷曲線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結構設計

出具荷載報告結構建模 加固方案 支架形式

結構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結構設計

屋面荷載安全

鋼結構廠房屋面荷載驗算需滿足GB 51022-2015

《門式剛架輕型房屋鋼結構技術規範》（房屋建設時間按

該規範實施時間為節點）、GB 50017-2003《鋼結構設計

規範》要求，不滿足要求時出具加固圖紙。混凝土屋面需

滿足 GB 50010-2010《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金屬屋面、預製板屋面和混凝土屋面由工程設計綜合

甲級或建築甲級資質單位出具結構安全評估報告或加固圖

紙，必要時需現場驗證，無圖紙時需委託協力廠商檢測機

構做現場檢測。

 結構安全評估報告

 計算模型

 有加固的需出具加固圖紙

支架、基礎安全

支架和基礎穩定性核算，需滿足GB 50797《光伏

發電站設計規範》 GB 51101-2016《太陽能發電站支架

基礎技術規範》。

支架，基礎及元件安裝穩定性，耐久性由電力行業

新能源乙級設計資質或工程設計綜合甲級等單位根據當

地環境條件出具計算書和圖紙，必要時需現場驗證。

 支架穩定性計算書

 支架及基礎圖紙

 提供拉拔力

 膠粘方案還應提供耐候性測試報告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結構設計

初步支架設計方案(香港風壓取0.9m2)

經計算，此支架方案(基礎+支架+組件)重量約80kg/m2

 支架採用Q235B熱鍍鋅
 壓塊採用鋁合金6063-T6
 支架基礎方案採用現澆混凝土配重

彩鋼瓦支架方案重量約15kg/m2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電氣設計

一次電氣圖
紙

光伏區電氣

電氣

二次電氣圖
紙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電氣設計

光伏組串組件塊數計算

確定光伏陣列傾斜角需要使方陣面上全年接

收的太陽輻照量最大，同時考慮光伏元件降雨自

清潔和積雪自清除效果，以及與建築結合情況。

在與建築良好結合和考慮元件自清潔情況下，

光伏陣列傾斜角選擇時依據不同傾斜角下年總輻

射量最大進行。

光伏組件傾斜角設計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電氣設計

光伏組件間距計算

一般確定原則：保證冬至當天上午9：00至下
午3：00 光伏方陣不應被遮擋。其計算公式如下：
太陽高度角的公式：

sin = sin sin+cos cos cos
太陽方位角的公式：

sinβ = cos sin/cos
式中：

為當地緯度；
為太陽赤緯，冬至日的太陽赤緯為-23.5度；
為時角，上午9:00的時角為45度。

D = cosβ×L
L = H/tan
 = arcsin (sin sin+cos cos cos)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電氣設計

其他規定

 光伏發電系統中，逆變器的每路MPPT接入的光伏組

件傾角，方位角宜保持一致。

 光伏發電系統的容配比應綜合考慮當地氣象條件、逆

變器的相關參數、電網政策及消納情況，經技術經濟

比較後確定，數值一般位於1～1.2之間。

 光伏電纜應有防曬措施，禁止暴曬，組串間電纜應採

用光伏專用防紫外線電纜。

 光伏組件至逆變器直流側的壓降原則上應小於2%，應

考慮MPPT跟蹤精度問題，交流側的壓降原則上應小

於3%。

電纜選型

電纜截面的選擇應滿足允許溫升、電壓損失、機械

強度等要求，直流系統電纜按電纜長期允許載流量選

擇，並按電纜允許壓降校驗，計算公式如下：

 按電纜長期允許載流量：Ipc ≥ Ical

 按回路允許電壓降：Scac = P*2LIca/△Up

式中：

Ipc -------電纜允許載流量，A;

Ica  -------計算電流，A；

Ical -------回路長期工作計算電流，A；

Scac -------電纜計算截面，mm2；

P   -------電阻係數，銅導體

P=0.0184Ω· mm2/m，鋁導體P=0.0315Ω· mm2/m；

L   -------電纜長度，m;

△Up -------回路允許電壓降，V。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系統分類

並網類型 電壓等級 應用方式

自發自用、餘電上網、
全部上網

220V、380V、6KV、
10KV、20KV、35KV

組件式逆變器、組串逆
變器、集中逆變器；室
內、箱變；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並網類型

工業分散式

自發自用餘電上網 自發自用餘電上網或全額上網 商業分散式

家庭分散式

公共建築

小型地面電站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國網典設

方案编号
接入

电压
运营模式 接入点 送出回路数 单个并网点参考容量

提资范围（配电情况、是否具备
接入间隔、用电负荷情况）

XGF10-T-1 接入公共电网变电站 10kV母线 1 回 1MW~6MW 公共电网变电站电气图纸

XGF10-T-2
接入公共电网 10kV 开关站、

配电室或箱变
1 回 300KW~6MW

公共电网 10kV 开关站、配电室

或箱变电气图纸

XGF10-T-3 T 接公共电网 10kV 线路 1 回 300KW~6MW
公共电网 10kV 线路线经、具体

位置

XGF10-Z-1

自发自用/余量

上网（接入用
户电网）

接入用户 10kV 母线 1 回 300KW~6MW
用户侧电气图纸、用户侧负荷情

况

XGF380-T-1 公共电网配电箱/线路 1 回
≤100KW，8KW及以下

可单相接入
公共电网配电箱/线路电气图纸

XGF380-T-2
公共电网配电室或箱变低压母

线
1 回 20KW~300KW

公共电网配电室或箱变低压母线
电气图纸

XGF380-Z-1 用户配电箱/线路 1 回
≤300KW，8KW及以下

可单相接入

用户侧电气图纸、用户侧负荷情
况

XGF380-Z-2 用户配电室或箱变低压母线 1 回 20KW~300KW
用户侧电气图纸、用户侧负荷情

况

分布式光伏发电单点接入系统典型方案分类表

统购统销（接

入公共电网）

10kV

统购统销（接

入公共电网）

380V

自发自用/余量
上网（接入用
户电网）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常見電氣原理圖

匯流箱、低壓櫃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常見電氣原理圖

箱變、高壓櫃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常見電氣原理圖

通訊拓撲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典型案例

一次系統圖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典型案例

接入系統圖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典型案例

場區平面圖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典型案例



光伏系統設計要點—典型案例

其他項目箱變



光伏系統驗收



光伏系統驗收

可靠性

高效性

安全性
安全

性

結構

安全

電氣

安全

消防

安全

電網

安全

可靠

性

選址

要求
設計

要求

設備
品質

電能

品質

安裝

品質

運維

要求

高效

性

PR

組件

EL

發電

量



光伏系統驗收—組件EL測試

 組件EL測試

光伏元件是光伏發電系統的核心

器件。光伏元件的性能和可靠性,直接

影響光伏發電系統發電效率和運行穩

定性,因此檢測和控制其內在品質是很

有必要的。

電致發光(EL)圖像檢測方法被用

於快速評估晶體矽光伏元件(以下簡稱

組件)品質。在檢測過程中，我們常常

會觀察到這樣一些缺陷特徵，如電池

黑片，電池黑斑，隱裂，電池發亮不

均勻等。這些缺陷有可能會引起元件

25年品質擔保問題。

單條裂/平行裂 黑斑 黑片

交叉裂虛焊斷柵

組件EL測試不合格圖例（部分）



光伏系統驗收—組件EL測試

光伏電站施工過程中，機械設備對元件的吊運、工人的搬台、組件到支架的安裝都存在對

光伏件元件的損傷，某檢測單位對大量已建成的光伏電站元件安裝品質的檢測與統計，樣本總量

為500座光伏電站，下圖為某檢測單位對已建成屋面電站元件EL測試結果。



光伏系統驗收—組件EL測試

現場EL測試
×元件隱裂，網狀裂大

概率為運輸、施工造成
√無明顯隱裂、單條裂紋

備註：
 隱裂會造成元件功率下降加速衰減。
 造成元件表面發熱不均勻，產生熱斑效應，時而久之會造成元件失效。



光伏系統驗收—系統效率(PR值)測試

 系統效率（PR值）測試

 並網計費點的發電量E，評估週期內光伏電站並網計

量點的交流發電量，單位：kWh；

 光伏電站額定功率P0，即所有元件標稱功率之和，單

位：kWp；

 光伏方陣面年輻射量Hi，評估週期內光伏方陣面斜面

輻照度對時間的積分，一般參考當地氣象站或電站自

有監測系統提供的實際監測傾斜面輻照資料，單位：

kWh/m2；

 標準測試條件下的輻照度Gstc=1000W/m2；

 實測評估週期內電池平均工作結溫Tcell_typ_avg，單

位：℃ ；

 電池標稱工作結溫Tcell，單位：℃

 光伏元件的功率溫度係數δ;



光伏系統驗收—混凝土基礎

×基礎資料表面蜂窩麻面 ×混凝土配比不符合要

求，強度不足

√整齊美觀，尺寸強度符合

要求☆並在外面刷油漆

要求：
 外表應無嚴重的裂縫、蜂窩麻面、孔洞、露筋情況。
 所用混凝土的強度符合設計規範要求。



光伏系統驗收—混凝土結構及砌體

×匯流箱與牆體固定不可靠，

螺絲生銹

√逆變器安裝在牆體時牆體結

構載荷滿足要求

要求：
砌築整齊平整，無明顯歪斜、前後錯位和高底錯位。
與原建（構）築物連接應連接牢固可靠，連接處做好防腐和防水處理，屋頂防水結構未見明顯受損。
配電箱、逆變器等設備壁掛安裝於牆體時，牆體結構荷載需滿足要求。

√與原構築物連接可靠，做了

防水處理



光伏系統驗收—混凝土結構及砌體

 如採用結構膠粘結地腳螺栓，連接處應牢固無鬆動。
 預埋地腳螺栓和預埋件螺母、墊圈三者匹配配套，預埋地腳螺栓的螺紋和螺母完好無損，安裝平整、

牢固、無鬆動，防腐處理規範。
 屋面保持清潔完整，無積水、油污、雜物，有通道、樓梯的平臺處無雜物阻塞。

預埋地腳螺栓歪斜，銹蝕未做
防腐



光伏系統驗收—光伏元件與元件方陣

×相鄰兩組件高低差 ×組件破裂 √排布整齊，無混檔，無明

顯高低差

要求：
 組件標籤同認證證書保持一致。
 組件安裝按設計圖紙進行，元件方陣與方陣位置、連接數量和路徑應符合設計要求。
 組件方陣平整美觀，平面和邊緣無波浪形。
 光伏元件不得出現破碎、開裂、彎曲或外表面脫附，包括上層、下層、邊框和接線盒。



光伏系統驗收—光伏連接頭

×組件連接頭散落彩鋼瓦上，

易進水

×連接頭固定不牢固，並在

組件縫隙處

×連接件壓接不牢固，未用

專用工具

要求：
 外觀完好，表面不得出現嚴重破損裂紋。
 接頭壓接牢固，並固定牢固，不得出現自然垂地的現象。
 不得放置於積水區域。
 不得出現兩種不同廠家的光伏連接器連接使用的情況。



光伏系統驗收—光伏連接頭

要點：
 壓接金屬連接件需用專用工具。
 壓接後需用雙手拉拔檢查牢固

度。
 金屬連接件正負頭使用正確。
 塑膠件組裝需使用專用扳手。



光伏系統驗收—光伏組件與支架安裝

×壓塊高度與元件邊框厚

度不匹配，壓塊縫隙

×邊壓塊離檁條埠距

離過近
×中壓塊縫隙

要求：
 元件固定緊固，壓塊高度與元件尺寸匹配，壓塊無歪斜縫隙現場。
 邊壓塊距離檁條埠距離＞20㎜。



光伏系統驗收—光伏組件與支架安裝

×支架方形螺母位置偏移
×支架立柱節點螺絲鬆動，連

接件脫落
×支架連接缺少彈墊

要求：
 支架各節點緊固件緊固力符合設計要求，無螺絲、平墊、彈墊鬆動現象。



光伏系統驗收—光伏組件安裝

×組件堆放淩亂 ×安裝過程的踩踏 ×組件無固定堆放在屋頂過夜

要求：
 待安裝組件堆放整齊。
 元件搬運避免野蠻施工，嚴禁對元件進行踩踏。
 當天拆箱元件當天安裝完畢，如安裝不完需整理後放置安全區域。



光伏系統驗收—電纜敷設

√線纜整齊，並穿線管有封堵
×線纜淩亂，穿線孔洞

未封堵

要求：
 電纜穿越隔牆的孔洞間隙處，均應採用防火材料封堵。各類配電設備進出口處均應密封性好。

×電纜溝內防火封堵不嚴密



光伏系統驗收—電纜敷設

√線纜整齊，可靠固定
×線纜自然下垂，受重力影響

接線頭受力

要求：
 電纜應排列整齊和固定牢固，採取保護措施，不得出現自然下垂現象；電纜原則上不應直 接

暴露在陽光下，應採取橋架、管線等防護措施或使用輻照型電纜。

×電纜直接暴露在陽光下



光伏系統驗收—電纜敷設

×線纜破損 ×電纜連線盒銹蝕

√設置了電纜連線箱
√銅鋁連接頭

要求：
 外觀完好，表面無破損，重要標識無模糊脫落現象。
 應採用專用的電纜中間連接器，或設置專用的電纜連線盒（箱）。
 當採用鋁或鋁合金電纜時，在銅鋁連接時，應採用銅鋁過渡接頭。



光伏系統驗收—電纜敷設

√線纜標識字跡清楚
×標識字跡不清晰易脫落

×連接頭未固定

√橋架內通訊電纜和光伏電纜

分溝敷設
要求：
電纜兩端應設置規格統一的標識牌，字跡清晰、不褪色。
單芯交流電纜的敷設應嚴格符合相關規範要求，以避免渦流現象的產生，嚴禁單獨敷設在 金屬管或橋架
內。
雙拼和多拼電纜的敷設應嚴格保證路徑同程、電氣參數一致。
直流側的連接電纜，採用光伏專用電纜。
通訊電纜和光伏電纜宜分溝敷設。



光伏系統驗收—橋架與管線

√線纜整齊美觀，過利

口有保護
√電纜敷設整齊美觀 ×橋架固定不牢固穩定

要求：
 佈置整齊美觀，轉彎半徑應符合規範要求。
 橋架、管線與支撐架連接牢固無鬆動，支撐件排列均勻、連接牢固穩定。



光伏系統驗收—橋架與管線

√橋架應採取加固措施，增加

抱箍

×穿線管使用PVC包塑金屬軟管，

並封堵不嚴密

要求：
 屋頂和引下橋架蓋板應採取加固措施。
 橋架與管線及連接固定位置防腐處理符合規範要求，不得出現明顯銹蝕情況。
 屋頂管線不得採用普通 PVC 管。

√使用鍍鋅管，介面處嚴密



光伏系統驗收—匯流箱

√匯流箱銘牌、編號清楚，帶

電警示標識明顯
×箱體內銹蝕，變形

√交流匯流箱內接線整齊，

掛牌標識統一，字跡清晰

要求：
 應在顯要位置設置銘牌、編號、高壓警告標識，不得出現脫落和褪色。
 箱體外觀完好，無形變、破損跡象。箱門表面標誌清晰，無明顯劃痕、掉漆等現象。
 箱體門內側應有接線示意圖，接線處應有明顯的規格統一的標識牌，字跡清晰、不褪色。
 箱體安裝應牢固可靠，且不得遮擋元件，不得安裝在易積水處或易燃易爆環境中。

hylee02
Rectangle

hylee02
Rectangle



光伏系統驗收—匯流箱

×匯流箱內接線不牢固，接地

線脫落
×箱體內部積水 √匯流箱有防曬措施

要求：
 箱內接線牢固可靠，壓接導線不得出現裸露銅絲，箱外電纜箱外電纜不應直接暴露在外。
 箱門及電纜孔洞密封嚴密，雨水不得進入箱體內；未使用的穿線孔洞應用防火泥封堵。
 箱體宜有防曬措施。



光伏系統驗收—並網逆變器

要求：
 應在顯要位置設置銘牌，型號與設計一致，清晰標明負載的連接點和直流側極性；應有安全警示標誌。
 外觀完好，不得出現損壞和變形，無明顯劃痕、掉漆等現象。
 有獨立風道的逆變器，進風口與出風口不得有物體堵塞，散熱風扇工作應正常。

√組串逆變器 √集中式逆變器



光伏系統驗收—並網逆變器

×逆變器直流進線接線不可

靠，銅鼻子與螺栓不匹配
√銅鼻子與螺栓匹配 √逆變器直流進線整理，標

識統一，封堵嚴密

要求：
 接線應牢固可靠。
 所接線纜應有規格統一的標識牌，字跡清晰、不褪色。



光伏系統驗收—並網逆變器

√逆變器安裝在通風處，固定

牢靠，無歪斜
√室外散熱良好，並安裝蓋板

要求：
 應安裝在通風處，附近無發熱源，且不得安裝在易積水處和易燃易爆環境中。
 現場安裝牢固可靠，安裝固定處無裂痕。
 壁掛式逆變器與安裝支架的連接應牢固可靠，不得出現明顯歪斜，不得影響牆體自身結構 和功能。
 接頭端子應完好無破損，未接的端子應安裝密封蓋。
 鼓勵採用性能穩定的微型逆變器或者元件優化器、快速關閉裝置。



光伏系統驗收—防雷與接地

√元件接地良好，用卡爪墊片將

組件氧化層刺破
×接地螺絲銹蝕，並安裝位置錯誤

要求：
 帶邊框的元件、所有支架、電纜的金屬外皮、金屬保護管線、橋架、電氣設備外露殼導電部分應與接地幹線（網）牢固連

接，並對連接處做好防腐處理措施。
 接地線不應做其他用途。接地幹線應在不同的兩點及以上與接地網連接或與原有建築屋頂防雷接地網連接。
 接地幹線（網）連接、接地幹線（網）與屋頂建築防雷接地網的連接應牢固可靠。鋁型材連接需刺破外層氧化膜；當採用

焊接連接時，焊接品質符合要求，不應出現錯位、平行和扭曲等現象，焊接點應做好防腐處理。

×接地環網搭接面積不足



光伏系統驗收—防雷與接地

√正確的位置×接地墊片位置不對

要求：
 元件通過接地墊片接地的安裝方式，接地墊片需能刺破外層氧化膜。

×接地墊片位置不對



光伏系統驗收—檢修通道

×爬梯無護欄 √爬梯上加了護欄 √檢修通道設置了屋面保護措施

要求：
 屋頂應設置安全便利的上下屋面檢修通道。
 巡檢通道設置屋面保護措施，以防止巡檢人員由於頻繁踩踏而破壞屋面。（該項為加分項）



光伏系統驗收—檢修通道

×無檢修通道
√設置檢修通道便於運

維

√設置檢修通道，並避開採

光帶

要求：
 光伏陣列區應有設置合理的日常巡檢通道，便於元件更換和沖洗。



光伏系統驗收—監控裝置

√輻照度採集的探頭和組件角度一

致

要求：
 環境監控儀安裝無遮擋並可靠接地，牢固無鬆動。
 敷設線纜整齊美觀，外皮無損傷，線扣間距均勻。
 終端數據與逆變器、匯流箱資料一致，參數顯示清晰，資料不得出現明顯異常。
 資料獲取裝置和電參數監測設備宜有防護裝置。

×環境監測設備固定不可靠

√壞境監測設備無遮擋



光伏系統驗收—水清洗系統

√水管引出口 √室外管道的防凍措施

要求：
 如清潔用水接自市政自來水管網，應採取防倒流污染隔斷措施。
 管道安裝牢固，標示明顯，無漏水、滲水等現象發生；水壓符合要求。
 保溫層安裝正確，外層清潔整齊，無破損。
 出水閥門安裝牢固，啟閉靈活，無漏水滲水現象發生。

√水錶



光伏系統驗收—電氣設備房

√電氣設備房的擋鼠板 √設備房的空調 √電氣設備房的應急照明

要求：
 室內應整潔乾淨並有通風或空調設施，室內環境應滿足設備正常運行和運檢要求。
 室內應掛設值班制度、運維制度和光伏系統一次類比圖。
 室內應在明顯位置設置滅火器等消防用具且標識正確、清晰。
 櫃、台、箱、盤應合理佈置，並設有安全間距。
 室內安裝的逆變器應保持乾燥，通風散熱良好，並做好防鼠措施。
 有獨立風道的逆變器，風道應具有防雨防蟲措施，風道不得有物體遮擋封堵。
 電氣設備房應有應急照明設備。



光伏系統驗收—電氣設備房

安裝與接線應符合下列要求：
 櫃、台、箱、盤的電纜進出口應採用防火封堵措施。
 設置接地幹線，電氣設備外殼、基礎槽鋼和需接地的裝置應與接地幹線可靠連接。
 裝有電器的可開啟門和金屬框架的接地端子間，應選用截面積不小於 4㎡的黃綠線編織軟導線連接，導

線應有標識。
 電纜溝蓋板應安裝平整，並網開關櫃應設雙電源標識。

√屏櫃封堵嚴密，線纜整齊，標識清楚 √屏櫃背門的接地



光伏系統驗收—電氣設備房(預裝式)

√安裝基礎高於地坪，增加

踏步
√預裝設配電房外面的

圍欄
√滅火器放置在容易拿取的位置

要求：
 預裝式設備房原則上應安裝在地面室外，其防護等級滿足室外運行要求，並滿足當地環境要求。
 預裝式設備房基礎應高於室外地坪，周圍排水通暢。
 預裝式設備房的門應可完全打開，滅火器應放置在門附近，並方便拿取。
 預裝式設備房表面設置統一的標識牌，字跡清晰、不褪色，外觀完好，無形變破損。



光伏系統驗收—資料終端

要求：
 電站運行狀態及發電資料應具備遠端可視，可通過網頁或手機遠端查看電站運行狀態及發電資料。
 應顯示電站當日發電量、累計發電量和發電功率，並支援歷史資料查詢和報表生成功能。
 顯示資訊宜包含匯流箱直流電流、直流電壓、逆變器直流側、交流側電壓電流，配電櫃交流電流、交流

電壓和電氣一次圖。
 顯示資訊宜包含太陽輻射、環境溫度、元件溫度、風速、風向等，並支援歷史資料查詢報 和報表生成等

功能。

√電站運行監控 √電站發電量數據 √主接線圖



光伏系統驗收—運行與維護

要求：
 室內設備通風良好，並掛設運維制度和光伏系統一次類比圖。
 室內設備運行正常，並有日常巡檢記錄。
 設有專職運維作業人員，熟悉專案、每日發電情況，並佩戴上崗證。

√電站運維的規章制度 √運維日誌 √專職運維人員



光伏系統驗收—資料審查
類
型

序
號

驗收資料
380V 及
以下並網

10kV 及
以上並網

資料要求

必
查
項

1 專案驗收申請及專案資訊一欄表 √ √ 資訊清晰、完整。

2 專案備案檔 √ √ 真實、完整，與項目實際匹配一致。

3 電力並網驗收意見單 √ √ 通過電網驗收。

4 並網前單位元工程調試報告（記錄） √ √
由建設單位提供，其中光伏並網系統調試檢

查表中的各個檢查項目應都符合要求。

5 並網前單位元工程驗收報告（記錄） √ √ 內容完整

6

房屋（建構築物）安裝光伏後的荷載安
全計算書（雙梯板屋面和金屬屋面）/房
屋（建構築物）安裝光伏後的荷載安全

說明資料（混凝土屋面）

√ √
安全計算書計算完整；安全說明資料邏輯清

晰。最後結論：荷載安全，可安裝。

7 各專業竣工圖紙 √ √

應包含以下專業：土建工程（混凝土部分、
砌體部分、支架結構圖）、安裝工程（電氣
一次、 二次圖紙、防雷與接地圖紙、光伏佈
置圖、給 排水圖紙）、安全防範工程、消防

工程等。

8 設計單位營業執照及資質證書 √ √
應具備住建部門頒發的《電力行業（新能源
發電）設計資質證書》或《工程設計綜合甲
級資 質證書》或者其他分專業相關資質。

9
施工單位營業執照、資質證書及竣工報

告
√ √

應具備住建部門頒發的《電力工程施工總承
包資質證書》或《機電安裝工程施工總承包

資質 證書》以及電監會/能源局頒發的《承裝
（修、 試）電力設施許可證》。

資料審查表



類
型

序
號

驗收資料
380V 及
以下並網

10kV 及
以上並網

資料要求

必
查
項

10
監理單位營業執照、資質證書及專案總

結報告和品質評估報告
√

應具備住建部門頒發的《電力工程監理資質
證書》、《機電安裝工程監理資質證書》、
《房 屋建築工程監理資質證書》或《工程監

理綜合 資質證書》。

11
如採用結構膠粘結地腳螺栓，需提供拉

拔試驗的正式試驗報告
√ √ 測試資料應符合設計要求。

12 運行維護及其安全管理制度 √ √ 清晰完整。

13 運維人員接受培訓記錄 √ √ 需組織過專業人員培訓。

14 接地電阻檢測報告 √ √ 建設單位提供，符合設計要求。

15 主要設備材料認證證書或質檢報告 √ √

由建設單位提供，必須出具以下產品的證書
或者報告，並要求產品與現場使用情況必須
一 致：1、元件、逆變器、光伏連接器：需
出具由國 家認監委認可的認證機構提供的產
品認證報 告（通常為 CQC、金太陽、TUV、
UL、CCC 或領 跑者認證報告）；2、斷路器
和電纜：CCC 認證；3、光伏專用直流電纜：
CQC、TUV 或 UL 認證 報告；4、現場如有
匯流箱、變壓器、箱變，也應提 供有資質的
協力廠商檢測機構出具的認證證書 或質檢報

告。

光伏系統驗收—資料審查

資料審查表



類
型

序
號

驗收資料
380V 及
以下並網

10kV 及
以上並網

資料要求

備
查
項

1 設計交底及變更記錄 √ √ 建設單位提供。

2 接入系統方案確認單 √
電網確認受理專案接入系統申請並制定初步

接入方案。

3 接入電網意見函 √ 電網同意專案接入電網，雙方確認接入方案。

4 購售電合同 √ √ 嚴格執行審查會簽制度，合規合法。

5 並網調度協定 √ 項目公司與電網共同簽訂。

6
分項工程品質驗收記錄及評定資料（含

土建及電氣）
√ √

完整齊備，施工單位自行檢查評定合格，監
理驗收合格。

7
分部（子分部）工程品質驗收記錄及評

定資料（含土建及電氣）
√ √ 完整齊備，監理驗收合格。

8 隱蔽工程驗收記錄（含土建、安裝） √ √
完整齊備，施工單位自行檢查，監理單位驗

收合格。

9 監理品質、安全通知單、周會議紀要 √ 完整齊備，監理單位提供。

光伏系統驗收—資料審查

資料審查表



類
型

序
號

驗收資料
380V 及
以下並網

10kV 及
以上並網

資料要求

備
查
項

10 專案運行人員專業資質證書 √

1、由安監局頒發的特種作業操作證書（高壓
電工證書及低壓電工證書）；

2、由能源局頒發的電工進網作業許可證；
3、由勞動局頒發的電工職業資格證書（單獨

持此證不能從事電工工作）。

11
若委託協力廠商管理，提供專案管理方
資料（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委託代

管 協議）
√ √ 合法註冊。

12
組件廠家 10 年功率和 25 年功率衰減質

保書
√ √ 組件廠商的品質保證措施。

光伏系統驗收—資料審查

資料審查表



謝 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