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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0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持续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相关规

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决定立项，武汉菲仕运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风电变桨一体机》团体标准。于 2023年 5月 25

日，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了《风电变桨一体机》团体标准立项通

知，正式立项。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1、背景

风电变桨一体机现在在国内外的应用和研发都已经比较成熟，以下

是具体的发展现状：

国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电市场，风电变桨一体机已经成为中

国风电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目前，国内主流风电设备制造

企业如金风科技、唐山三友、上海电气、明阳电气等都已开展了风电变

桨一体机的研发和应用。

国外：风电变桨一体机在国外的应用比较广泛，如丹麦的 Vesta、英

国的 Senvion、美国的 GE等公司都在风电变桨一体机的研发和制造上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在高端技术研发中，丹麦的 LMWind Power、

意大利的 Enel Green Power 等公司也在积极探索风电变桨一体机的应

用。

总体来看，风电变桨一体机在国内外的应用和发展现状都已经比较

成熟，同时，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风能作为清洁能源的代表将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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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受到重视，风电变桨一体机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应用也会得到进一步地

发展。

2、目的

目前，风电变桨的电机和驱动存在着体积、重量大、驱动和电机布

线安装困难，安装工时长，花费大的痛点。为了促进我国风电行业的发

展，推动风电设备的升级换代，提高风电机组的效率和可靠性，降低风

电发电成本。计划立项的本标准，目的则是为了规范这方面的技术和市

场，建立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在风电变桨一体机领域推进技术

研发和应用，促进相关企业和单位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增强行业竞

争力，提高我国在风电设备制造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本标准编制，主要采用“产品技术内容为主，必要的运维管理为辅”

的技术路线，既体现了当前风电变桨一体机产品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应用

水平，又满足了市场供需双方需求。本标准前期已编制了企业标准并进

行了标准宣贯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产品技术更新仍有一定局限，期

望通过协会平台，组织行业企业共同编制本标准，共同为本产品制定规

范的技术内容和标准要求。

（三）标准编制过程

1、组建起草小组，前期调研（2023年 3月）

为保证标准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实用性，由标

准编制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标准化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小组，

负责对整个标准的编制。通过制订工作方案，标准起草小组进一步明确

了目标要求、工作思路、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标准起草小组对当前

的风电变桨一体机涉及的相关技术和相关工艺内容进行了调研，搜集了

众多相关的产品、标准、文献、工艺技术、技术指标、成果案例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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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逐一讨论，并系统分析、评价申报团体标准的

可行性及必要性。

2、确定标准架构，形成草案（2023年 4-5月）

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开展了多次内部研讨会，形成标

准大纲，并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技术指导，对《风电变桨

一体机》的标准编制工作重点、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

同时完成标准草案稿的撰写，并在小组内部对标准草案的内容进行初步

审查，依据相关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3、形成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2023年 6月）

标准起草小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反馈，

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

基础上，修改形成了《风电变桨一体机》（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起草单位

武汉菲仕运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标准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3、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切实可行。

（二）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风电变桨一体机的一把要求、结构与参数、性能测试、

测试要求、生产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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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风电变桨一体机的生产制造。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345 控制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3、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对标准的理解与执行，本章节给出了变桨、风电变桨一体机

的术语和定义。

4、一般要求

文件给出了风电变桨一体机的一般要求。

5、结构与参数

文件规定了风电变桨一体机的结构与参数，包括基本结构、技术参

数、外形尺寸。

6、性能测试

文件规定了风电变桨一体机的性能测试，包括外观检查、绝缘电阻、

抗电压、振动、噪声、轴震动、安全要求、其他测试内容。

7、测试要求

文件规定了风电变桨一体机的测试要求，包括外观检查、绝缘电阻

测试、抗电压测试、振动测试、噪声测试、轴震动测试、安全试验、其

他测试。

8、生产要求

文件规定了风电变桨一体机的生产要求，包括生产过程检测、元器

件选用、驱动器要求。

9、检验规则

文件规定了风电变桨一体机的检验规则，包括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10、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 5—

文件规定了风电变桨一体机的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暂不涉及。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

作用的情况

本标准编制、宣贯和实施，将会促进本行业及本公司产品的革新和

升级，预计将会增加公司的销售业绩，对于行业生态也会有可持续的促

进作用，对于风电变桨一体机产业的发展也会提供新的思路和前进方向。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是风电变桨一体机标准体系的重要一环，满

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的规定，符合安全性要求及有关强制性标

准要求。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本标准由武汉菲仕运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负责牵头组织制定工作

计划，邀请同行相关公司等参与标准的制定，深入风电变桨一体机相关

生产企业，调查了解风电变桨一体机生产工艺及产品质量要求，完成标

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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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制定标准操作手册、标准生产口袋书等标准宣贯材料并发放

给标准实施单位，加强经营主体对标准的认识；在区域范围内开展标准

宣贯会，深入风电变桨一体机生产企业开展一对一标准实施指导等形式，

使企业了解标准、熟悉标准、执行标准；通过电视、报纸、杂志、信息

平台、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平台进行标准宣传，并通过网络留言的方

式完成标准实施反馈意见收集。

3、加强标准实施反馈。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意

见，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暂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风电变桨一体机》标准起草编制组

2023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