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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目前国内尚未有相关的标准对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要求进行规范，为借

助标准化手段，填补行业内该方面的标准空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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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合武汉

圆桌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团体标

准。2023 年 05 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了《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团

体标准立项通知，正式立项。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无人机巡检技术的出现为输电线路运维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大大提升了输电线

路运维的效率。在其助力下，输电通道树障以及输电杆塔本体缺陷得到了高频次、

高精度的监测。但对于输电线路导线上的隐患（如导线散股、断股以及雷击等）未

能得到相同量级的关注。虽然借助二维雷达，改装后的无人机可以初步实现“咬合”

电力线飞行，但改装对于机身结构的破坏以及繁琐的操作步骤使得改技术难以得到

大范围的推广与应用。针对当前应用的痛点，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利用已有

的三维点云技术锁定飞行安全平面并结合计算机视觉技术实现输电导线的实时锁定

与跟踪，对比传统的二维雷达，避免了传统方式对飞机硬件改装的依赖性，并提升

了无人机锁线飞行算法的适配性。

相对于传统无人机巡检系统，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

和三维点云模型、对交直流架空电力线路进行自动识别和实时跟踪，实现巡检无人

机与架空电力线路维持临界飞行安全距离。但目前国内尚未有相关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基于此，为适应市场经济规范发展的需要，满足现下实际需求，充分本产

业相关单位在该领域专业技术和实践经验，促进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特提出《无

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团体标准制定项目。

（三）编制过程

2023 年 05 月，完成《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的立项。标准立项计划下

达后，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明确小组成员工作任务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2022 年 05 月至 2023 年 06 月上旬，标准编制组对国内外的相关行业、标准、

科研成果、专著等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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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系统》的草案。随后标准编制组与相关专家经多次研究、讨论对草案进行数次修

改，于 2023 年 06 月中旬提交《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征

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拟定于 2023 年 06 月下旬在网上公示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

方意见和建议。

标准编制组将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拟定 2023

年 07 月召开专家审查会并根据审查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对送审稿进行补充、完善，

完成报批稿后发布。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由武汉圆桌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武汉珈呈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的专家成立

的标准编制组，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国内的现行标准，结合行业现行技

术痛点和空白，组织、协调和策划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草拟和修改过程。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 统一性、规范性”

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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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编写。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主要参

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T 14911 测绘基本术语

GB/T 8566 系统与软件工程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GB/T 8567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GB/T 28452—2012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软件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9831.1 系统与软件功能性 第1部分：指标体系

GB/T 38152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CH/T 8023—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DL/T 1578—2021 架空电力线路多旋翼无人机巡检系统

DL/T 2119—2020 架空电力线路多旋翼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二）标准主要内容

1、基本要求

对系统设计、数据格式、数据处理方面进行规范。

2、功能要求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 14911-2008&v=GB/T 14911$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 8566-2022&v=GB/T 8566$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 8567-2006&v=GB/T 8567$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 28452-2012&v=GB/T 28452$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 29831.1-2013&v=GB/T 29831.1$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 38152-2019&v=GB/T 38152$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CH/T 8023-2011&v=CH/T 8023$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DL/T 1578-2021&v=DL/T 1578%u20142021$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DL/T 2119-2020&v=DL/T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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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可实现功能进行规范。

3、质量要求

包括性能要求、易用性、可靠性、兼容性几部分应满足的质量性要求。

4、质量检测

提供质量要求相应的检测方法。

5、安全要求

系统应满足的安全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行业情况及公司的实践进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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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旨在借助标准化手段，规范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的技术要求，推

动产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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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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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无人机电力线跟踪巡检系统》团体标准制定小组

2023 年 06 月 27 日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三）编制过程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一）标准制定原则
	（二）标准主要内容
	2、功能要求
	对系统可实现功能进行规范。
	3、质量要求
	包括性能要求、易用性、可靠性、兼容性几部分应满足的质量性要求。
	4、质量检测
	  提供质量要求相应的检测方法。
	5、安全要求
	系统应满足的安全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行业情况及公司的实践进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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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