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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华中区域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修订内容

一、原文第十四条

修改为：第十四条 并网发电厂应严格执行电力调度机构下

达的日发电计划曲线（含修正），电力调度机构修改发电调度计

划曲线应提前（火电提前 15 分钟、水电和新能源提前 5 分钟）

通知并网发电厂（紧急情况除外）。

电力调度机构对日发电计划曲线考核按照正常运行时期和

重点保供时期（每年的 1、7、8、12 月及其它重要保电时期）分

别进行考核，其中重点保供时期进行双倍考核。其它重要保电时

期应提前向能源监管机构备案，并提前向并网发电厂公示（下

同）。

计划曲线考核取每 5 分钟整点值计算。

（一）频率正常时

1．水电、火电机组

在频率高于 49.90Hz 且低于 50.10Hz 的情况下，如果:

  02%2max  ）（，－－ 计划实际计划 MWPPP ，则考核。

式中： 计划P 为计划有功出力； 实际P 为实际有功出力。

即实际出力允许偏差范围为日发电调度计划曲线±2%，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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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计划小于 100MW 时，允许偏差范围为 2MW。

考核电量为：

   )(60/5(2%,2max2 MWhMWPPPW  计划实际计划考核 －－＝

2．新能源

对出力受限时段风电场、光伏电站的日发电计划曲线进行考

核。出力受限时段风电场、光伏电站实发电力应不超负荷指令电

力的 2%（当负荷指令小于 25MW 时，允许偏差范围为 0.5MW），实

发电力超出负荷指令允许偏差范围时，超标部分电力的积分电量

按 2 倍统计为考核电量。

（二）频率异常时

当频率在 49.90Hz 及以下时，低于有功计划曲线而少发电

量，按 4 倍计为考核电量。当频率在 50.10Hz 及以上时，超过有

功计划曲线而多发电量，按 4 倍计为考核电量。

考核电量为：

)(60/54 MWhPPW  实际计划考核 －＝

注:频率异常时，偏离计划曲线不再设置 2%的死区，即只要

有与频率变化同向的偏离按偏差电量的 4 倍考核。

（三）免于考核情况

1．电力调度机构调整负荷曲线后，火电 15 分钟（水电和新

能源 5 分钟）内免除发电计划曲线考核。

2．火电机组开停机过程中出力不足额定容量的 50%，水电

厂全厂出力计划低于最大单机最低振动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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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GC 投入运行期间出现的偏差（跟踪负荷曲线模式除外）。

4．机组发生非计划停运导致偏离发电计划曲线时，已经纳

入非计划停运考核后，不再进行曲线偏差考核。

5．当出现系统事故，机组按照调度指令紧急调整出力时。

二、原文第十六条

修改为：第十六条 对并网机组调峰能力进行考核：

（一）第一类发电能力考核：电厂应每日向电力调度机构申

报次日机组的可调出力上限和下限，当出现机组申报出力上限低

于机组额定出力（水电为当前水头下的机组技术允许出力）或机

组申报出力下限高于机组基本调峰能力下限的情况，即认定为机

组基本调峰能力下降。在机组基本调峰能力下降期间，每天考核

电量为：

    2minmin1maxmax 11   小时小时 PPPP

式中： maxP 为机组额定出力上限（MW）；

maxP 为机组申报出力上限（MW）；

minP 为机组基本调峰能力下限（MW）；

minP 为机组申报出力下限（MW）；

1 、 2 为基本调峰的考核系数， 1 =0.2， 2 =0.2。

（二）第二类发电能力考核：如果机组不能按调度指令提供

基本调峰能力时，即当日机组实际出力最高值低于该时段调度指

令最高值，机组实际出力最低值高于该时段调度指令所要求的基

本调峰出力最低值，则当日的考核电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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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311 2424   小时小时 PPPP

式中： 1P 为当日调度指令出力最高值（MW）；

1P为当日机组实际出力最高值（MW）；

2P 为当日调度指令所要求的基本调峰出力最低值（MW）；

2P为当日机组实际出力最低值（MW）；

3 、 4 为基本调峰的考核系数， 3 =0.5， 4 =0.5。

（三）第三类发电能力考核：如果电厂实际最大发电能力无

法达到申报的可调出力上限，实际最小发电能力无法达到申报的

可调出力下限，则当日的考核电量为：

    622511 2424   小时小时 PPPP

式中： 1P 为机组申报出力上限（MW）；

1P为当日机组实际出力最高值（MW）；

2P 为机组申报出力下限（MW）；

2P为当日机组实际出力最低值（MW）；

5 、 6 为基本调峰的考核系数， 5 =0.5， 6 =0.5。

三、原文第二十五条

修改为：第二十五条 电力调度机构对并网发电厂非计划停

运情况进行统计和考核。

非计划停运，是指发电机处于不可用而又不是计划停运的状

态。根据机组停运紧急程度，非计划停运分为以下 5 类：

第 1 类非计划停运——机组跳闸、需立即停运或被迫不能按

规定立即投入运行的状态（如启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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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类非计划停运——机组虽不需立即停运，但需在 6 小时

以内停运的状态；

第 3类非计划停运——机组可延迟至 6小时以后,但需在 72

小时以内停运的状态；

第4类非计划停运——机组可延迟至72小时以后,但需在下

次计划停运前停运的状态；

第 5 类非计划停运——计划停运的机组因故超过计划停运

期限的。

电力调度机构对并网发电厂非计划停运次数、非计划停运时

间进行统计和考核，考核按照正常运行时期和重点保供时期（每

年的 1、7、8、12 月及重要保电时期）分别进行考核。

考核电量=PN*1 小时*α+ PN*T*β

其中：PN：机组额定容量，α：非停运次数考核系数，T：

非计划停运时长（小时），β：非计划停运时长考核系数。

标准如下：

考核类

型

次数考核系数α 时长考核系数β

正常时期 保供时期 正常时期 保供时期

第 1 类 1 2.5 0.02 0.1

第 2 类 0.5 1.6 0.02 0.08

第 3 类 0.3 0.9 0.02 0.06

第 4 类 0.2 0.5 0.02 0.04

第 5 类 0.2 0.3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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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1 类非计划停运：

考核电量=PN*1*α1+ PN*T*β1

（二） 第 2 类非计划停运

考核电量=PN*1*α2+ PN*T*β2

（三） 第 3 类非计划停运

考核电量=PN*1*α3+ PN*T*β3

（四） 第 4 类非计划停运

考核电量=PN*1*α4+ PN*T*β4

（五） 第 5 类非计划停运

考核电量=PN*1*α5+ PN*T*β5

（六） 机组未在调度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网（解列），参照

第 3 类非计划停运考核计算考核电量。

考核电量=PN*1*α3+ PN*T*β3

（七） 机组无法按计划开出的，纳入非计划停运考核，参

照第 1 类非计划停运考核计算考核电量。

考核电量=PN*1*α1+ PN*T*β1

（八） 发电厂发生非计划停运，自电力调度机构同意该电

厂转为计划检修或转备用状态开始，不再按非计划停运考核。机

组临时检修应纳入非计划停运考核。

（九） 当非计划停运事件跨月发生时，按照事件截止时间

所在月份获取次数和时长考核系数。

（十） 电力调度机构应向所有并网发电厂披露全网每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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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非计划停运、临时检修、非计划停运转计划检修或者转备用

的详细记录。

四、原文 第四十六条

修改为：第四十六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向并网发电厂披露调

度管辖范围内所有机组并网运行管理情况、考核及免考信息（机

组名称、考核事项、申请免考理由、准予或驳回原因、免考核电

量）等，全网每台机组的相关信息均应向所有并网发电厂公布，

确保运行结果公允，考核及免考依据可追溯。

五、原文第四十七条

修改为：第四十七条 每日 10:00 前，电力调度机构应向所

有并网发电厂披露前一日全网每台机组的日发电计划偏差考核、

调峰能力考核、AGC 调节性能考核、无功调节考核、非计划停运

考核等相关考核及免考核信息。

每月 10 日前（节假日顺延），电力调度机构应向所有并网发

电厂披露上月全网每台机组的并网运行管理统计和考核结果。

并网发电厂对统计结果有疑问，应在每月 13 日前向相应电

力调度机构提出复核。电力调度机构应在接到问询后的 3 个工作

日内予以答复。并网发电厂经与电力调度机构协商后仍有争议，

可以向能源监管机构提出申诉。若发生异议，相关结果经调整后

应重新公示 3 日。

每月 20 日前，电力调度机构将经公示无异议的机组并网运

行考核情况明细及分析报告以正式公文报送能源监管机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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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所有并网发电厂。其中，河南省、湖南省、四川省电力调度

机构报属地能源监管机构，区域及湖北、江西、重庆三省（市）

电力调度机构报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

每月 30 日前，能源监管机构发布上月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

情况。

六、原文第五十二条

修改为：第五十二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严格按照本细则实施

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不得擅自调整算法和参数，对于规则中没

有规定的免考核事项，不得擅自违规免考，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和及时，应保存并网运行管理数据至少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