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该标准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3年03月21日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

项目编号为20230202-T-469，修订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

时中断》。该项目由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负责。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推进及产业结构升级，电网呈现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和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的发展趋势，电力用户对供电质量的要求日益提升，

尤其是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已成为影响用户生产最严重的电能质量事件，并且

电压暂升对电气设备的影响已不容忽视。 

为规范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的指标及测试、统计和评估方法，

保证电网和用户的安全经济运行，维护供电、用电及设备制造等各方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文件。本文件修订过程如下： 

2023年3月，标准计划下达。 

2023年4月，公开征集工作组成员及标准修订意见。 

2023年5月，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委会在武汉组织参编单位召开本文

件修订工作启动会。会议通报了本国家标准修订工作组成员的报名情况，组成

国家标准修订工作组，并讨论了标准的范围、内容、框架及收集到的修订意见

（共征集到修订意见103条，采纳81条），确定了标准修订进度安排。 

2023年11月，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厦门组织参编

单位召开本文件修订工作讨论会。修订工作组专家对《电能质量 电压暂升、电

压暂降与短时中断》国家标准修订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并于会后按会议意见修

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 

2023年12月，起草组成员根据组内意见进一步修改标准初稿，最终形成征

求意见稿。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还包括

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本文件主要根据以下原则编制：立足于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技

术发展及对电气设备影响现状，做到方法实用客观、技术经济合理；广泛征求

各方面意见，通过充分协商，共同确定；保证与国家、行业标准以及其他技术

标准之间的协调一致。 

本文件主题章分为7章，包括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的指标及测试

、统计和评估方法。第4章提出了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事件统计及推

荐指标，第5章明确了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的检测方法，第6章明确

了监测设备技术要求，第7章规定了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的评估原则

。与修订前相比主要是增加了电压暂升相关内容，增加了频次指标、严重度指

标和能量指标，修订了对1min内发生的数次电压暂升、电压暂降（短时中断）

事件归并统计持续时间的取法。 

（三）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本文件规定了50Hz交流电力系统的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的指标

及测试、统计和评估方法。本文件的修订和执行将为规范我国电网电压暂升、

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的测量、监测和评估起到重要作用，指导电压暂升、电压

暂降与短时中断的治理以及敏感用户的用电需求与生产活动，避免重大的经济

损失，具有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

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文件属于实用性技术标准，为首次修订，目前国际上没有发布类似的技

术标准。 

（五）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

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的其他标准没有矛盾，与现行的法律、法律也无冲突和违背。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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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在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的组织下，开展对本文件涉及的内容宣贯工作。 

（十）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