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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L755—2001《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L75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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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81年,针对当时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全面开工建设初期,中国电网稳定破坏事故频发的

局面和电网发展 “重发电轻供电”的偏向,原电力工业部制定了第一版《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81)
电生字109号],首次规范化地提出了正确处理电力系统安全与经济、合理建设和电网运行的指导性原

则。《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颁布实施后,我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稳定破坏次数

迅速减少,从1970年~1980年间的年均19次降至“九五”期间的年均0.2次。

2001年,根据国民经济和电力工业500kV省间联网全面发展阶段的需要,适度提高了安全稳定标

准,在稳定计算和稳定管理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并上升为行业强制性标准。DL755—2001《电力系统安

全稳定导则》颁布后,进一步促进了区域联网的健康发展,供电可靠性不断提高。在美国、加拿大、巴西、
印度等国家电网相继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的同时,高速发展的中国电网基本杜绝了电力系统稳定破坏

和大面积停电事故。
根据我国电力系统发展实际,国家能源局委托全国电网运行与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电网企

业、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电力规划和勘测设计、科研等单位,在总结DL755—2001《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导则》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本标准重点关注和解决随着特高压电网的发展和新能源大规模持续

并网,特高压交直流电网逐步形成,系统容量持续扩大,新能源装机不断增加,电网格局与电源结构发生

重大改变,电网特性发生深刻变化,给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带来的全新挑战。本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将

有力支撑国家能源战略转型对电力系统提出的新要求,确保电网与并网电厂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促
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得到可靠的电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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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基本要求、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标准、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计算分析,以及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工作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电压等级为220kV及以上的电力系统。220kV以下的电力系统(含分布式电源)可

参照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电力系统安全性及安全分析 powersystemsecurityandpowersystemsecurityanalysis
电力系统在运行中承受扰动(例如突然失去电力系统的元件,或短路故障等)的能力。
注1:通过两个特性表征:

a) 电力系统能承受住扰动引起的暂态过程并过渡到一个可接受的运行工况;

b) 在新的运行工况下,各种约束条件得到满足。

注2:安全分析分为静态安全分析和动态安全分析。静态安全分析假设电力系统从扰动前的静态直接转移到扰动

后的另一个静态,不考虑中间的暂态过程,用于检验扰动后各种约束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动态安全分析研究

电力系统在从扰动前的静态过渡到扰动后的另一个静态的暂态过程中保持稳定的能力。

2.2
电力系统稳定性 powersystemstability
电力系统受到扰动后保持稳定运行的能力。
注:电力系统稳定可分为功角稳定、电压稳定和频率稳定3大类,具体分类见附录A。

2.2.1
功角稳定 rotoranglestability
同步互联电力系统中的同步发电机受到扰动后保持同步运行的能力。
注:功角失稳由同步转矩或阻尼转矩不足引起,同步转矩不足导致非周期性失稳,而阻尼转矩不足导致振荡失稳。

功角稳定又可分为静态功角稳定、暂态功角稳定和动态功角稳定。

2.2.1.1
静态功角稳定 steady-staterotoranglestability
电力系统受到小扰动后,不发生功角非周期性失步,自动恢复到起始运行状态的能力。

2.2.1.2
暂态功角稳定 transientrotoranglestability
电力系统受到大扰动后,各同步发电机保持同步运行并过渡到新的或恢复到原来稳态运行方式的

能力。
注:通常指保持第一、第二摇摆不失步的功角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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