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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2020年，浙江峰谷差已达3600万千瓦，是全国峰谷差最大的省份之一，节假日电网调峰能力逼近极

限，省域电力系统安稳运行面临较大挑战。虚拟电厂通过分布式能源、储能、可控负荷的高度聚合等实

现广域合作，达到建设实际电厂的效果，是一种典型的灵活资源整合应用方式，也是“源-网-荷-储”

聚合优化的新业态，可以有效支撑电力平衡由“源随荷动”向“源荷互动”的转化。虚拟电厂已成为支

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支撑技术之一，是解决电力供需矛盾、峰谷矛盾、波动性矛盾

和时间性矛盾的有效手段。 

为此，浙江省政府主管机构陆续出台《浙江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浙江省电力发展“十四

五”规划》等重要文件，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浙江全省电力能源重要发展目标是在稳步推进清洁

化、低碳化的同时，大力通过技术创新、商业创新、业态创新，积极部署虚拟电厂、新型储能等多种灵

活调节资源，大大增强电网灵活性和弹性，提升应对新能源等大量接入带来的挑战和风险。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

号），明确了市场层面的配售电业务放开、交易机构设立等市场建设的具体要求，着力构建主体多元、

竞争有序的电力交易格局，使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7年11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完善

电力辅助服务补偿（市场）机制工作方案》，鼓励储能设备、需求侧资源参与提供电力辅助服务，允许

第三方参与提供电力辅助服务。2017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

通知》启动电力现货市场第一批试点。2017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分布式发电市场

化交易试点的通知》，提出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模式和相关政策。2021年12月21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新版《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明确了虚拟电厂的并网主体地位，鼓励虚拟

电厂、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等并网主体参与电力辅助服务。但同时，也对虚拟电厂提出了更高的技术

要求。文件要求：发电侧并网主体调峰能力达不到要求的按照其调峰能力的缺额进行考核；并网主体参

与电力系统调峰时，调频、调压等涉网性能应满足相关规定和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虚拟电厂作为一种特殊电厂参与电力市场和电网运行的逻辑实体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具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其可调性能与常规电源机组存在差异。同时由于虚拟电厂包含大量可再生能源，

其出力波动性导致虚拟电厂出力也具有不确定性，进而使虚拟电厂对于调度指令的执行水平难以达到

传统电厂等级。因此，本文件根据虚拟电厂的特性，构建一系列指标评价虚拟电厂的可调性能，用以衡

量调节效果。本文件根据虚拟电厂特点，结合虚拟电厂自身功能，从可靠性、调度性和内部资源三方面

构建可调性能指标与评价方法。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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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按照国家、行业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制。 

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1）科学性。本标准的条文撰写力求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避免自相矛盾或模糊不清

的表述，使标准易于理解和执行。 

（2）先进性。本标准基于当前的技术水平，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趋

势和方向进行合理预测，为行业长远发展提供指导。 

（3）时效性。本标准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根据不同地区、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灵

活应用。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确保其在实施过程中易于理解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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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文件在参考GB/T 2900.58 电工术语 发电、输电及配电 电力系统规划和管理；GB/T 2900.84 

电工术语 电价；GB/T 2900.87 电工术语 电力市场；GB/T 3533.1-2017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一部分：

经济效益评价通则；GB/T 3533.2-2017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二部分：社会效益评价通则；GB/T 32127-

2015 需求响应效果监测与综合效益评价导则；GB/T 13471-2008 节电技术经济效益计算与评价方法；

DL/T 793.1-2017 发电设备可靠性评价规程；DL/T 1210-2013 火力发电厂自动发电控制性能测试验

收规程；DL/T 1759-2017 电力负荷聚合服务商需求响应系统技术规范；DL/T 36548-2022 电化学储

能系统接入电网测试规范；DL/T 36549-2018 电化学储能电站运行指标及评价；NB/T 32011-2013 光

伏发电站功率预测系统技术要求；T/CEC 710-2022 世界一流抽水蓄能电厂评价指标规范的基础上编

制。 

本标准依托国家能源集团2022年十大科技项目《以集中式储能电站为主体的高可靠高灵活新型虚

拟电厂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 

本标准的编制做到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不与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冲突。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使用问题。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2年12月成立了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温州市东屿发电厂牵头，国家能源集团新能

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国网衢州

供电公司、国网常山县供电公司、国网龙游县供电公司、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等参加单位组成

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并确定了标准的总体框架和任务分工； 

2022年12月-2023年3月各编写单位开始按照计划及进度要求，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实际调研等，反

馈各自编写章节至牵头单位，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温州市东屿发电厂汇总形成标准初稿； 

2023年3月，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温州市东屿发电厂向浙江省电力学会提出申请制订《虚

拟电厂可调性能指标及评价规范》团体标准； 

2023年5月，浙江省电力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组织答辩后正式通过《虚拟电厂可调性能指标及评价

规范》团体标准立项； 

2023年6月20日，工作组邀请有关专家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对已编制的标准

初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商定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会后，起草工作组针对专家们提出的意见进

行了修改和完善。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虚拟电厂可调性能指标及评价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虚拟电厂实施机构分析和评价虚拟电厂的可调性能，对虚拟电厂的可调性能指标及

评价进行规定并提供计算方法，为虚拟电厂运行特性运行后评价与对标提供参考。虚拟电厂建设方案设

计与运行前性能评估可参照执行。 

虚拟电厂可调性能评价指标框架包括可靠性指标、调度性指标和新能源指标3类，其中可靠性指标

包括容量、响应容量、容量可用率、时间可用率、时长系数、平均连续可用小时、计划停运系数、非计

划停运系数、相对故障次数、计划曲线跟踪合格率、通信合格率、平均时延、最大时延13项细分指标；

调度性指标包括功率不足率、响应成功率、响应合格率、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响应精度、平均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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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精度、调节速度、平均调节速度、功率控制精度、平均功率控制精度15项；内部资源指标包括可再生

能源消纳率、资源可用率、执行偏差率3项。 

6 条文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