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压缩空气储能发电工程选址技术规程》 

（草案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委员会根据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起草的《压缩空气储能发电工程选址技术规程》

2022年 10 月 20 日经组织相关专家评审后，同意本标准纳入 2022 年

团体标准立项计划（计划编号 CI2022314)，并于 2022 年 11 月 11日

发文予以立项。 

（二）目的和意义 

为了推动和规范压缩空气储能行业发展，科学指导压缩空气储能

电站规划选点工作，解决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波动性和间歇性

对电网电能质量的影响，实现削峰填谷和平稳输出，增强电网对故障

的应对能力，满足用户对电能安全、可靠、高效以及优质的要求，规

范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点规划原则、工作内容、工作深度及技术要求，

确保压缩空气储能发电工程选址工作有据可循，填补压缩空气储能发

电工程领域空白，加快压缩空气储能发电工程建设进度，制定《压缩

空气储能发电工程选址技术规程》具有重要的实际工程意义。 

（三）本标准草案稿主要编制过程 

1.准备阶段 

●2022 年 10月初，编制组完成了编制工作大纲； 



●2022 年 10 月 20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组织召开了评审会议；

根据评审专家和多方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编制组对大纲进行了完善修

改； 

●2022 年 11 月 11日，本规程予以立项； 

●2022 年 11 月底，编组组召开工作组启动会议，成立编制组，

制定本标准的工作计划及人员组成和分工等方案。 

2．调研阶段 

●2022 年 12 月，进入调研阶段，标准编制组前期以资料调研方

式，收集相关标准、项目文档进行结构、提纲和内容等设计； 

●2023 年 2 月，标准编制组以标准大纲草案和拟定的技术内容

为基础，通过各种渠道开展相关调研、分析讨论、资料整理、汇总； 

3.起草阶段 

●2023 年 4 月，标准编制组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充分听取各

单位的意见并研究相关资料，形成标准初稿； 

4.草案稿研讨阶段 

●2023 年 6 月 15 日，编制组将草案稿报送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

组织，呈请开展本规程草案稿的咨询和研讨。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 标准编制原则 

1.遵循标准化编制的“四性”要求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标准化编制的“四性”要求，即

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与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协调性、标



准发布实施上的可操作性。 

2.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应该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研究现行相关标准，密切结合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址的技

术要求，做到选址工作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保护环境、

提高选址工作效率，确保选址成果的质量。 

3.科学合理性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适度、可行”原则，既考虑标准前瞻性

又顾及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址的生产实际，从规划原则和方法、资料

收集和分析、站点普查、站址勘察到站址的选择与评价、规划报告的

编制，建立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址技术标准，

旨在规范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址工作，使选址工作有据可依、高效可

行、经济合理。 

4.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充分考虑编制本规程的目的和必要性，总结近年来国内压缩空气

储能发电领域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加强调研，深入分析压缩空气

储能电站选址工作的难点问题，深刻剖析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址的影

响因素，借鉴国内外成熟、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充分继承，合理改进，

保持本规程的先进性，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5.技术条款的规范性 

贯彻执行《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GB/T1.1-2020）、《标准编写规则第 5 部分 :规范标准》



（GB/T20001.5-2017）等法律、规定，做到格式规范，逻辑严谨，结

构清晰。充分发扬民主，与有关方面协商一致，共同确认；做好与现

行相关标准之间的协调，避免重复或矛盾。 

标准的编写符合统一的规定，内容编排上符合先共性、后个性的

原则，做到内容完整、具体，用词简明，规定明确，不模棱两可。 

工作分工协作、落实责任，即严格控制进度计划、又确保质量。 

(二)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址工作。其他储能电站选

址可参照执行。 

2.编制依据 

本规程除应遵循现行国家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外，尚应符合下列

标准要求。 

《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GB/T50585-2019）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50266-2013） 

《水电工程钻孔压水试验规程》（NB∕T35113-2018）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2019） 

《水电工程钻探规程》（NB/T 35115-2018） 

《水电工程物探规范》（NB/T 10227-2019） 

《水利水电工程岩石试验规程》（SL∕T 264-2020） 

《水电工程区域构造稳定性勘察规程》（NB/T 35098-2017） 

《水电水利工程岩体应力测试规程》（DL/T 5367-200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rsvhkihAvNRXAlgA89zf3Jo8b8Uawo3qh-HsL4Q1AzLQIq-H-HzGBtQ48pW4jEDZaK2156PY9GJs4YD_HcbMA_&wd=&eqid=9f5688320008106600000002641c4bdf
https://www.baidu.com/link?url=MFUso9byieMbyzIk4Q-q8vUXrJTMm9kxy8gN6FVRQlOPE7GkHtwZbacaR5weXVhbxbS-EF1Tt4nuBQBmuscYhZqku01evS4k_u4yVXirzgK&wd=&eqid=f9445a3200003ec700000002641c4e7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oYuwp7VP9Lr7OuS56Ez9Hesyun99Bby4PeRIlrX8xSAanEBDHAbSMGLwxy3x10-apl7FfzvorJ8x1-WPCSbVFHb9vi3Ju3oOYTaARlR2Dm&wd=&eqid=912dbb010056209d00000002641e5d01


《水电水利工程岩体观测规程》（DL/T 5006-2007） 

《水电工程地质观测规程》（NB/T 35039-2014）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版）） 

3.主要技术内容 

3.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址规划的一般原则，以及站址

选择的方法、步骤和成果要求。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选址工作。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标准所引用的相关规范和标准。 

3.3 术语和定义 

对本技术标准中所涉及的名词术语进行定义。 

3.4 基本规定 

规定了本标准规划原则、范围、任务和方法步骤。 

3.5 基本资料收集和分析 

规定了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址所需收集的资料以及资料的分析

和要求。 

3.6 站点普查及初步拟定 

规定了站点普查内容以及主要考虑因素，并对普查站点初步拟定。 

3.7 实地调查与查勘 

规定了实地调查的内容以及规划站点现场查勘内容。 

3.8 站址选择工程地质勘察 



规定了站址工程地质勘察内容。 

3.9 地下储气库初步勘察 

规定了地下储气库勘察的技术要求和方法。 

3.10规划站址建设方案拟定 

规定了规划站址的选择技术要求，以及地下储气库、发电厂房、

进出气通道的建筑物选址要求。 

3.11评估与预测 

规定了社会与环境影响初步评估、负荷预测、成本估算及效益评

估、规划站址评价及开发次序、规划实施和保障措施内容和技术要求。 

3.12选址规划报告编制 

规定了选址规划报告编制主要内容和附件。 

3.13条文说明 

附录：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压缩空气储能工程选点规划编制大纲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选点规划报告编写目录 

三、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目前，世界上已有德国 Huntorf 电站和美国 McIntosh 压缩空气

储能电站大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投入商业运行。中国对压缩空气储能

技术的研究开展得较晚，随着电力储能需求的快速增加，相关研究正

在逐渐被重视，对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热力性能、动态特性、经济性

能和规模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但较多集中在理论方法和中小

型试验层面，目前投入商业运行的大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还没有报道。 



目前，国内已发布的跟压缩空气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共计

15 项，主要涉及基础通用类、工程设计类、设备制造类等几个方面，

是一些适用于压缩空气工业应用的通用标准，都不是针对压缩空气储

能发电工程应用而制定的，不能指导压缩空气储能发电工程勘测设计。

压缩空气储能发电工程领域暂无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发布。 

与国外研究现状相比较，我国的压缩空气储能发电工程领域仍是

较新的研究领域，制定相关的压缩空气储能发电工程系列标准紧迫且

具有工程实际意义。 

 

《压缩空气储能发电工程选址技术规程（草案稿）》 

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