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井供电系统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山东省地方标准《矿井供电系统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范》制定

任务由山东省能源局提出，列入 2020年《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印发 2020 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鲁市监标

字〔2020〕249号。本文件由山东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二）负责的技术委员会 

本文件由山东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三）起草单位及人员 

1、文件起草单位：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韩应心、侯秀贞、王文明、李超、侯守

庆、冯传、孙凯、刘宗旨、刘军军、吕学强、安伯超、孙庆鹏、赵

东升、曹井伟、王艳艳、刘飞、张腾腾、刘遵利、修玲芳、张君勇、

刘卫山、赵宇。 

3、任务分工 

韩应心：标准项目负责人，组织标准起草工作，整体把握标准

制定技术方向，组织协调标准制定所需资源。 

侯秀贞：标准起草骨干，调度起草组成员推进标准制定程序和

进度，组织标准审查、报批等工作。 

王文明：标准起草骨干，优化标准框架、编写思路、组织起草

组人员讨论确定标准化对象需要规范的技术要素。 



李超：标准起草骨干，研究标准相关最新概念、理论、组织外

部专家讨论确定标准化对象需要规范的技术要素。 

侯守庆：标准起草骨干，组织起草组人员进行调研、收集素材，

组织起草人员编写标准，参与标准编写。 

冯传：标准起草骨干，标准各阶段文档编辑整理。 

孙凯：标准起草骨干，收集素材，组织起草人员编写标准，参

与标准编写。 

刘宗旨：标准起草骨干，组织起草组人员进行调研、收集素材，

组织起草人员编写标准，参与标准编写。 

刘军军：标准起草骨干，组织起草组人员进行调研、收集素材，

组织起草人员编写标准，参与标准编写。 

吕学强、安伯超、孙庆鹏、赵东升、曹井伟、王艳艳、刘飞、

张腾腾、刘遵利、修玲芳、张君勇、刘卫山、赵宇：参与标准调研、

标准编写、标准讨论，协助整理标准相关技术文档，参与办理征求

意见，办理标准研讨会、标准专家审查会等具体事务等。 

（四）编制过程 

1、预研阶段 

    2016年 2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

局修订了《煤矿安全规程》，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组织了一次

宣贯学习活动，重点对增加条款内容进行了学习研究，针对电气一

章中关于增加矿井供电电能质量的要求，组织了专业技术人员对现

行国内外有关标准及文献进行检索，现有电能质量参数的标准中在

试验项目的检测方法和限值及仪器设备等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未

发现行业内总体的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范。公司在与部分安全检测



检验行业技术人员调查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于 2019年编写了地方

标准《矿井供电系统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范》的立项申请材料。 

2、立项阶段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接受了编制地方标准《矿井供

电系统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范》的立项申请，并组织有关专家对申

请材料进行初核和评估。同年编入了《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印发 2020 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鲁市监标字

〔2020〕249号 

3、起草阶段 

计划下达后，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组织公司相关专业有

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标准编制工作组搜集

了国内煤矿电能质量检测相关的要求和技术资料，在充分调研我省

安全监管部门对电能质量工作的监管要求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标

准草案。2021年 5月至 9月，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机电安全

事业部根据标准草案，利用先进的美国 FLUKE生产的 F435型电能质

量分析仪组织开展了电能质量各参数的试验验证工作。2021年 9月

15日，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济南召开了“《矿井供电系统电

能质量检测技术规范》标准研讨会”，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会后

起草组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标准《矿井供电系统电

能质量检测技术规范》草案（修订稿）； 

4、论证阶段 

    2021年 5月以来，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机电安全事业部

对《矿井供电系统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范》草案在山东能源枣矿集

团、山西大同煤矿集团、山东泰安地方煤矿等进行了试验论证。机



电安全事业部相关技术人员依据《矿井供电系统电能质量检测技术

规范》草案中规定供电系统频率偏差、供电电压偏差、三相电压不

平衡、电压波动和闪变、公用电网谐波的限值、测量、计算和评估

进行了方法论证，积累了大量数据。通过评估试验证明按照《矿井

供电系统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范》开展检测工作，检测数据准确、

检测信息齐全、检测项目清晰。《矿井供电系统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

范》能够指导矿井电能质量各参数的检测工作。 

5、征求意见阶段 

2021年 10月，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邀请煤矿企业 12家，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6 家，院校 3 家，其他单位 9 家，行业专家

共 31 人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评审、收到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21

条，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行业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汇总、

分析、总结，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于 2021 年 10

月中旬形成送审稿。截至 2021 年 10 月，共计发放《标准征求意见

表》60份，收到有效反馈意见共计 21条，形成了《意见汇总处理表》。 

6.标准送审 

2021年 11月 10日，标准编制小组，向山东省能源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递交送审材料。 

7.标准审查  

2021年 12月 15日，山东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受山东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在济南市召开了标准审查会。 

来自山东煤炭学会、通用技术集团、山能集团、山东省电能替

代促进会、山东科技大学等单位共 9 名专家组成了审查委员会。审

查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制情况汇报，对标准文本进行了逐章、逐条



审查，对标准编制说明等进行了审查。 

审查委员会对提交审查会的标准材料进行审查，专家提出了标

准技术内容、格式等方面的意见，同时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查。

会议要求起草单位根据审查意见对标准文本等进行修改完善后，尽

快形成报批材料后上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标准报批 

会后，标准起草小组各单位按照标准审查上会专家所提意见与

建议，逐条落实，形成最终的报批稿。 

二、编制该标准的背景及意义 

山东省的煤炭开采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随着国家对煤矿机

械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矿井供电系统电能质量更加复杂。

在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产业升级的背景下，煤炭行业开始进行大规

模的技术升级改造，数字计算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电力电子技术在

煤矿的生产、安全、管理等环节广泛应用，煤矿在对电力需求增加

的同时对电能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电能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

煤矿的安全生产。 

《煤炭工业节能减排工作意见》发改能源〔2007〕1456 号对电

能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煤矿“应用电源污染治理技术，消除

高次谐波抑制顺流浪涌，调节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因此，

保证电能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和自身用电安全是煤矿的责任和义务。

在电能质量所包含的众多指标中，电压偏差、电压波动、谐波是煤

矿电能质量控制的重点，它们的优劣直接影响矿井母线所带负荷的

安全运行。《煤矿安全规程》（2016 版）也增加了对矿井供电电能质

量要求的条款。说明电能质量在安全管理中越来越被重视。 



现阶段行业内无电能质量总体检测规范，电能质量个别项目检

测的国家标准未及时修订，不能更好的指导目前矿井电能质量的检

测工作。所以根据煤矿用电负荷的特点，参考现行有效的国际标准

和国家标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矿井供电系统电能质量检测技术

规范》，对矿井供电电能质量的管理、检测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全面性、准确性、一致性 

标准规定了矿井供电电能质量参数中电力系统频率偏差、供电

电压偏差、三相电压不平衡、电压波动和闪变、公用电网谐波的限

值、测量、计算和评估方法。 

2、适用性强 

标准适用于煤炭生产企业、以及科研、检验检测机构、安全监

管部门，指导矿井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规范操作，为安全监管

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二）标准制定依据 

本标准编写的依据是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山东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

结合山东实际情况，总结相关企业的电能质量管理经验、以及国内

外相关标准，充分吸收和借鉴目前国内先进的研究技术，研究起草

了该项地方标准，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通用性和可操作

性。同时还依据了以下标准： 

GB/T 12325-2008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 12326-2008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549-1993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15543-2008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GB/T 15945-2008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 

GB/T 17626.30-2012 电能质量测试方法 

GB/T 18481-2001 电能质量 暂时过电压和瞬时过电压 

GB/T 32507-2016 电能质量 术语 

煤矿安全规程（2016） 

（三）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矿井供电系统电能质量参数，包括矿井供电系统

频率偏差、供电电压偏差、三相电压不平衡、电压波动和闪变、公

用电网谐波等的限值、测量、计算和评估方法。根据测量目的的不

同，可能需要对上述全部参数或部分参数进行测量。 

本标准旨在建立统一煤矿供电电能质量检测检验规范，主要内

容包括： 

1、范围 

规定了本文件中包括的电能质量参数，不包括电能质量暂态现

象的内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引用的文件在本部分进行了列举，并按照要求进行了

排序。 

3、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重点强调了一些在本文件使用频次比较高的术语和定

义，没有完全覆盖术语和定义引用了 GB/T 32507进行界定。 

4、总则 



介绍了测量的组成链路，链路中各环节包括的内容。重点强调

被测系统的类型，及测量位置的选择。 

5、电能质量参数测量 

5.1 供电系统频率偏差 

基于 GB/T 15945-2008《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内容 

编写，用到了标准中的限值、测量方法和仪器要求的内容，对检测

工作中仪器的选择及测量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5.2 供电电压偏差 

基于 GB/T 12325-2008《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对原标准

中的限值进行了精简引用，对仪器性能和测量方法内容进行了引用，

对测量时间的要求在本标准中进行了重点强调。 

5.3 三相电压不平衡 

 基于 GB/T 15543-2008《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内容编

写，重点引用标准中限值和不平衡度的换算，本文件的内容向较与

国标更有利于使用。 

5.4 电压波动和闪变 

基于 GB/T 12326-2008《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编写，规

定了波动在不同电压等级下的要求，本文件重点规定了长时闪变和

短时闪变的关系和要求。 

5.5 公用电网谐波 

基于 GB/T 14549-1993《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编写，引用

了标准中的限值要求，在本文件中重点编写了谐波测量的内容，根

据标准内容能对测点进行正确选择，很好的指导谐波测量工作。 

6、附录 



频率合格率的统计方法，不平衡的计算方法和在电能质量测量

中的注意事项。 

（四）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立足解决以下问题： 

解决检验检测评估机构、企业及科研机构开展电能质量检测评

估工作时没有检测方法、检验标准的问题。 

在技术领域，通过对限值要求、数据测量要求、仪器设备精度

要求对矿井电能质量测试工作统一规范： 

1、在原有国家相关参数的标准基础上统一了矿井检测电能质量

工作需要检测的基本参数。 

2、规定了测量各参数时仪器的基本要求。 

3、明确了测量各参数时传感器测量位置及注意事项。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该标准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本标准为了规范统一煤矿电网电能质量的检测条件、检测设备、

检测参数限值和检测方法，能够为矿井电网的电能质量控制提供有

力技术支撑。适用于煤矿企业对供电电能质量的验收、检测和运行

治理，也可以作为相关部门对煤矿实施安全监管、监察工作的技术

支持。 

六、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但标准编制工作组对与矿井电

能质量检测规范相关的国际或国外标准进行了收集和了解以做借鉴

参考，收集到的标准主要有：  



IEC 61000:2008  电磁兼容（EMC）  

IEC 61800:2004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收集到相同的国际标准，本标准未采

标。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协调关系  

本标准力求与其他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相协调，兼顾标准

的可操作性和对产品管理要求的全面性。经分析，本标准与现行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无不协调之处，且贯彻了我国的有关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符合国标委《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规章的

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在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无废止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