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行业标准《变电站无线感知设备抗扰度试验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3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

订计划及外文版翻译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23〕111号）的安排制定

的，项目编号为能源 20230479。由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6）

提出并归口，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标准起草。

（二）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参与单位有中国南方电网深圳

供电局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湖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武汉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

（三）编制过程

本标准工作过程如下：

1、2021年 1-2月，确立编研工作总体目标，构建组织机构，开展课题前期

研究工作。

2、2021年 3月至 8月，项目组通过多次组织方案研讨会，确定了 5G网络

变电站电磁环境测试方案和变电站电磁环境仿真方法，测试了官渡、万全、交流

特高压试验基地等 5座变电站的电磁环境，并进行了仿真分析，获得了典型变电

站内电磁场分布特性。

3、2021年 9月至 2022年 6月，项目组在电网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的电波

暗室和特高压试验基地的变电站进行了无线感知设备的抗扰度试验，通过 10余

种无线感知设备的实测和仿真分析，获得了部分无线感知设备抗扰能力统计值。

4、2022年 7月至 10月，在电网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的电波暗室设置了无

线感知设备的射频场辐射抗扰度标准化测试平台，对提出的测试方法进行验证。

5、2022年 11月至 12月，总结科技项目研究成果，提出了变电站无线感知

设备抗扰度试验技术要求初稿，并申报标准计划。



6、2023年 9月，国家能源局下达了该行业标准制定计划。

7、2023年 10月至 12月，确立编研工作总体目标，组建标准编制工作组，

确定参编单位及其人员，开展科技项目《5G网络变电站无线感知设备电磁防护

技术与测试评价标准研究》的成果总结工作，提取标准需要的内容及结论。项目

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承担，参与单位有中国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等。

8、2024年 1月，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

对标准编制工作大纲进行审查和讨论。

9、2024年 3月，工作组组织方案研讨会，审核 5G网络变电站电磁环境测

试方案和无线感知设备的抗扰度测试方案，在变电站和实验室进行多次的相应的

试验测试，通过统计分析获得不同变电站的电磁场分布特性和无线感知设备的抗

扰能力的统计规律。

10、2024年 4月，通过组织多次方案研讨会，确定无线感知设备的射频场

辐射抗扰度试验测试方案，并在实验室汇总进行验证，查缺补漏。

11、2024年 6月，根据方案研讨会结论和试验验证结果，工作组对初稿进

行了修改，形成了《变电站无线感知设备抗扰度试验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及相

关材料，提交至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征求意见。

二. 行标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

（一）编制原则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与智能变电站的融合，变电站智能感知设备已由传统的有

线传输方式向无线传输方式转型。5G网络的构建为智慧变电站内各类监测监控

系统和智能运维系统提供了灵活高效、安全可靠的无线接入通道，实现了变电站

大带宽、低时延业务的灵活应用，为泛在电力物联网无线感知业务的进一步研究

和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通信网络支撑。5G大规模阵列天线比 4G天线功率增强、

覆盖面积减小、带宽增大，站内金属体衰减大，变电站安装 5G设备后，站内局

部电磁场场强超过了当前设备 10V/m的限值，受到站内大量金属体的电磁散射

影响，站内电磁场分布更为复杂，同时无线感知设备大多安装在高压设备上，直

接暴露在高压设备产生的严酷电磁环境中，站内无线感知设备的安全运行、信号

采集和信号传输受到电磁干扰的风险大为增加，为了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顺



应感知设备的变革要求，在对多个 5G网络设备变电站的电磁环境及无线感知设

备抗扰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大量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我国实

际情况，编制统一的、具有实用价值和易于掌握的测试方法。

本标准按 GB/T 1.1—2020要求编制，编制格式与 GB/T 1.1—2020 要求一

致，语言表达符合汉语习惯。

（二）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变电站无线感知设备的电磁抗扰度技术要求，规定了试验等级

和必要的试验程序。

本标准主要结构及内容如下：

a）目次

b) 前言

c) 正文，共设八章

1) 范围，规定本标准涉及的内容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列举本标准所引用的重要文献。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对本标准中的重要术语和名词进行定义或

解释。

4) 电磁兼容要求，提出了无线感知设备的电磁兼容要求。提出无线

感知设备的电磁兼容要求，包括静电放电抗扰度、射频电磁场辐

射抗扰度、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浪涌（冲击）抗扰度、射

频场感应的传导场骚扰抗扰度、工频磁场抗扰度、脉冲磁场抗扰

度、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5) 试验。给出了无线感知设备的场地参考条件、试验设备和试验项

目的具体要求。包括静电放电抗扰度、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浪涌（冲击）抗扰度、射频场感应的

传导场骚扰抗扰度、工频磁场抗扰度、脉冲磁场抗扰度、阻尼振

荡磁场抗扰度、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6) 检验规则。提出了无线感知设备的检验规则，包括型式试验、出

厂试验和入网试验。

7) 试验结果的评价。



8) 试验报告。

d) 附录

1）附录 A（资料性） 5G网络变电站电磁环境

2）附录 B（资料性） 5G网络信号的频率和调制方式

3）附录 C（资料性） 变电站典型的感知设备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一）关于架设了 5G网络的变电站射频电磁场特性的验证

典型变电站内设备布置如图 1所示，5G通信设备架设在主控楼顶。

图 1 架设了 5G 通信设备的变电站示意图

关于变电站无线感知设备辐射抗扰度试验场强，通过在官渡、万全、交流特

高压试验基地等 5座变电站的电磁环境测结果，包含了站内 5G终端大数据传输

和视频传输业务，各终端附近的场强相差较大。随着离开天线（覆盖区）越远，

站内场强表现为衰减趋势，在金属构架较多或有建筑的区域，由于电磁散射，局

部区域场强比周边增大，部分区域减小。根据测试结果，地面终端大多场强低于

12V/m，部分大于 12V/m，是天线架设较矮所致。构架上和设备上的无线感知设

备普遍场强比地面大，超过 30V/m的占比为 10%，考虑到站内无线感知设备直

接关系设备和电网安全运行，从严考虑，无线感知设备的辐射抗扰度在满足

GB17626.3的基础上，增加通信频率的抗扰度试验，试验场强为 30V/m。

（二）关于无线感知设备辐射抗扰度的试验方法（5G网络）的验证

利用已有的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系统，选择矢量信号源，并播放编辑

好的 5G网络信号，对射频场的电场强度进行校核，校核结果如表 1所示。然后



选取了特高频局放信号感知设备、视频监控设备和套管监测设备进行试验。结果

表明，5G信号与原信号一致，播放正常，场强达到 30V/m要求，符合本文件的

辐射抗扰度试验要求。

表 1 不同调制方式下的电磁场强度

调制方式 映射公式 场强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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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引用国际标准。本标准依据科研项目《5G网络变电站无线感知设

备电磁防护技术与测试评价标准研究》的研究成果和近年来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公司、国网湖北省电

力有限公司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武汉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等单位对变电站无线感知设备电磁抗干扰能力的评估结果。本标准提出了变电站

无线感知设备电磁兼容和检验规则的通用要求，力求做到针对性、科学性与可操

作性。

五. 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其他相关标准没有矛盾，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也无冲突



和违背。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 本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在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对本标准涉及的内容

宣贯工作。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条文说明

1、关于“前言”

本章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要求，给出了本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关系、提出单位、归口单位、起

草单位、起草人等内容。

2、关于“范围”

规定了变电站无线感知设备的电磁抗扰度技术要求，规定了试验等级和必要

的试验程序。

适用于变电站使用的无线感知设备。

3、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列出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该文件经过标准条文的引用后，成为标

准应用时必不可少的文件。

4、关于“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术语及定义参考 GB/T 4365等标准中的界定，同时列写了较为关键的术语，

对本标准中较为关键的术语进行了定义（无线感知设备）。

无线感知设备 sensing equipment

变电站内用于监测或诊断电力设备，并具有无线传输数据功能的设备。

5、关于“电磁兼容要求”

本文件涉及的电磁兼容要求包括静电放电抗扰度、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浪涌（冲击）抗扰度、射频场感应的传导场骚扰抗扰

度、工频磁场抗扰度、脉冲磁场抗扰度、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阻尼振荡波抗扰

度。无线感知设备由变电站在线监测设备演化而来，所处的电磁环境与在线监测

设备相同，因此无线感知设备的电磁兼容要求在在线监测设备电磁兼容要求技术

上，增加了架设 5G网络等设备形成电磁场的辐射场抗扰度要求。

6、关于“试验”

本章提出了无线感知设备的电磁兼容试验要求和程序。

7、关于“检验规则”

本章给出了无线感知设备的检验规则，分为出厂试验、型式试验、现场试验、

入网检测试验和特殊试验五类。根据用户需要选择合适的试验和试验项目。

8、关于“试验结果评价”

本章无线感知设备试验结果的评价方法。

9、关于“试验报告”

本章规定了无线感知设备的电磁兼容试验报告的内容及要求。

关于无线感知设备的电磁兼容要求的说明

文件制定过程中，有专家提出对无线感知设备进行分类，按照电磁场的严酷

程度提出针对性的电磁兼容要求，无线感知设备由变电站在线监测设备演化而

来，前期 DL/T 1432.1-2015《变电设备在线监测装置检验规范 第 1部分：通用

检验规范》对在线监测设备的电磁兼容要求进行了规定，并且实施了多年，考虑

到标准的协调性和实施现状，不宜降低部分无线感知设备的电磁兼容要求。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4年 6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