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行业可靠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可靠标函〔2017〕1号

关于发布《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

实施细则》的通知

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各有关单

位     

新修订的《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第1部分通

用要求》(DL/TS 361一2016)、《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

第2部分高中压用户》(DL/TS 362一2016)、《供电系统供电

可靠性评价规程，第3部分低压用户》(DL/T836，3一2016)

(以下简称《规程》)，已由国家能源局批准发布并于2016年

6月1日起开始实施。为了进一步理解和准确执行以上各项《规

程》，规范供电可靠性统计评价工作，标委会秘书处组织编制

了《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细化了《规程》中的部分条款，明确了部分条款的填报

规定，统一了数据填报标准，请各单位在《规程》应用过程中

对照执行。在《细则》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和意见，请及时向

电力可靠性管理中心反映。



联系人: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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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实施细则(试行)

电力行业可靠性管理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 0 17年l月3日



附件

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第1部分:

通用要求》DL/TS 36.1一2016、《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第2

第3部分:低压用户》DL/T 8 36.3一2016，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本实施细则对《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第

1，2，3部分》(以下简称《规程))的有关条款作了详细解释，对

执行《规程》的一些要求作了明确规定。

第三条本细则适用于电力供应企业(以下简称供电企业)

对用户的供电可靠性统计、分析、评价工作。

第二章《规程)中有关条款的解释

第四条“通用要求”第2.2.1条中，公用配电变压器是指

资产属于供电企业、可向一个或多个低压用户供电的配电变压

器;专用配电变压器是指资产属于用户且专向特定用户供电的配

电变压器。



第五条 “通用要求”第2.2.2、2.2.3条中，供电企业的

管界点是指资产及管理都属于供电企业，或资产属于用户但由供

电企业代管的范围。对于管辖范围以外，供电范围以内的用户，

即产权属于用户，由用户自行运行、维护、管理供电设施的专用

用户也应纳入统计，并对基础数据和运行数据进行维护。

第六条“通用要求”第2.4.2条中，在中压用户统计单位

统计中，对于公用用户，一台公用配电变压器作为一个中压用户

统计单位;对于专用用户，一个用电单位接在同一条或分别接在

两条(多条)电力线路上的几台用户配电变压器及中压用电设备，

应以一个电能计量收费点作为一个中压用户统计单位。有关补充

规定如下:

1、小区供电变压器(包括专变住宅小区)低压侧有一户一

表居民用户的，按照公用配电变压器统计，一台公用配电变压器

作为一个中压用户统计单位。但小区专用配电变压器仅负责向楼

道、电梯、供水设施、景观等小区公共设施供电的，仍按照专用

用户统计。

2、专用线路和用户专用变压器按照电能计量收费点区分，

全线路为专用线路的，无论有多少台变压器，只以电能计量收费

点区分专用用户数量，但对仅为区分费率而设立的计量点不单独

统计。对于中压侧无计量收费点，而在低压侧计量收费的专变用

户，则按其所对应变压器台数确定用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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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分别接在两条(多条)线路上且互为备用的双电源

用户，即使有两个或多个电能计量收费点，也应记为一个中压用

户统计单位。在信息系统中，仅将该用户维护在正常运行方式时

向其主要供电的线路下。

4、对于光伏接入的中压配电变压器，如果这些变压器属于

供电企业，按照公用用户统计，一台配电变压器作为一个中压用

户统计单位;如果属于企业自己运维管理，按照电能计量收费点

统计为专用用户。

第七条“通用要求”第2.7.2条中，停电状态中关于用户

停电填报几种情况规定如下:

1、用户在一段时期内不带负荷时，如一些农用抽水专用变，

农闲期间常将高压开关(跌落式熔断器)拉开作为备用;一些小

厂过节或市场不好停止生产;用户性质为专用用户的，路灯专用

变按照当地路灯投运时间范围内，不带负荷或其他零负荷情况，

可以不计为停电状态;公用用户，如果确由用户提出申请，供电

企业与用户签有停电协议，可以不计为停电状态，否则仍需计成

停电。

2、对于公用变压器停电，但通过负荷转移或其他措施(如

供电企业提供发电机发电)使其所供低压用户未停电的情况，不

应视为对用户的停电。但对于从变压器停电发生至通过负荷转供

或其他措施恢复低压供电之间的时间必须按照中压配电变压器



的停电事件停一户统计，停电起止时间从停电发生至通过负荷转

供或其他措施恢复低压供电为止。

3、对于两台或多台变压器并列运行供电，在不影响用户供

电的前提下为降低变压器损耗而停运其中某台变压器的情况，不

应视为对用户停电。

4、自动重合闸重合成功，或备用电源自动投入成功不应视

为对用户停电;双电源用户只有一路停电时，不计入停电范围;

所有电源全停时，计入停电范围以内。

5、分步送电的情况，对单回路停电，分阶段处理逐步恢复

送电时，作为一次中压停电运行事件录入，但停电持续时间按每

个分阶段停电时间分步判定。

6、跨年、跨月停电的情况，按照实际停电起始时间和终止

时间录入。

7、同杆并架线路、交叉跨越线路陪停的情况，线路检修、

改造或故障抢修时，其同杆并架、交叉跨越线路或由于其他原因

必须配合停电的(陪停线路本身没有工作)，包括高压输电线路

陪停造成相关下级中压配电线路停电的，必须在系统中录入。

9、用户由两回及以上供电线路同时供电，当其中一回停运

而不降低用户的供电容量(包括备用电源自动投入)时，不予统

计。如一回线路停运而降低用户供电容量时，应计停电一次，停

电用户数为受其影响的用户数，停电容量为减少的供电容量，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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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时间按等效停电时间计算。

10、用户由一回35kv或以上高压线路供电，而用10kV线路

作为备用时，当高压线路停运，由10kv线路供电并减少供电容

量时，按不拉闸限电进行统计。对这种情况的用户，仍算作35kV

或以上的高压用户。

11、对有能力向系统输送电力的用户，若该用户与供电系统

连接的线路停运，且减少(或中断)对系统输送电力而影响对其

他用户的正常供电时，应计停电一次，停电用户数应为受其影响

而限电(或停电)的用户数之和，停电时间按等效停电时间(或

实际停电时间)计算。

12、用户报停后，视为退出系统，停后的基础数据和运行数

据不参与计算。

13、因用户欠费、存在违法用电等行为，或按政府部门要求

配合执法，以及为避免人身、财产损失，供电企业依法依规进行

的停电可以不作统计，但基础数据仍参与计算。

14、对于设施停运而未造成供电系统对用户停止供电，且未

降低用户供电容量的情况，不予统计。

15、持续时间在1分钟之内的停电可不予统计;持续时间在

1分钟及以上的用户停电应全部录入，包括转供电等短时停电。

第八条“通用要求”第2.8.2.1条中，“有正式计划安排

的停电”指正式列入停电计划安排(月度计划或周计划)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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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停电通知的停电。

第九条“通用要求”第2.8.2.3.1条中，对系统电源不足

限电进一步解释如下:

1、仅指发电设施电源容量不足时进行的限电工作，包括发

电机装机容量不足、缺煤、缺水等情况造成的限电工作，属于预

安排停电性质。

2、由于电力系统中发电机组故障而造成的未能在6小时(或

按供电合同要求的时间)以前通知用户的停电，不同于因电源容

量不足造成的系统电源不足限电，其停电状态为“外部故障”停

电，停电责任原因应为“发电设施故障”停电。

3、由于电力系统发电机组设施计划检修造成的电源容量不

足限电停电，也应为系统电源不足限电。

第十条“通用要求”第2.10条中，重大事件指一些重大

事故包括灾害引起的电网停电事件，其本身可能已经超出了某一

电网所能承受的限度。规程中采用基于概率统计的方法来统计重

大事件的影响。其中，界限值TME。的计算范围应以直辖市及地市

级供电企业或独立的县级供电企业为单位每年计算一次。

第十一条 “通用要求”第4条中，所有指标计算公式的“总

用户数”，在实际计算时均采用“等效总用户数”，其计算公式如

下     :

等效总用户数绝鱼上一二霎禁粤箕嘿吐些(户)                                             匀已工I;却」1口JJ匕目UI口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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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通用要求”第4.2.1、4.2.2、4.2.3、4.3.26

条中，“外部影响”主要是指用户停电责任原因分类中的以下原

因造成的停电，包括:交通车辆破坏、盗窃、外部施工影响、其

他外力因素、自然灾害、气候因素(雷击、大风大雨、其他气候

因素)、外部电网故障、发电设施故障、外部计划检修停电、外

部电网临时检修、外部电网建设施工、系统电源不足限电。

第十三条 “高中压用户”第2.1条、“低压用户”2.1条

中，对于跨越不同地区特征的线段，应以较多用户所处地区为该

线段的地区特征;若用户数相同，应以市中心区、市区、城镇、

乡村用户为顺序确定该线段的地区特征。

例如:1条线段20个用户，其中15个用户地区特征为“农

村”，5个用户为“市区”，则按照以上原则，线段的地区特征应

维护为“农村”。若其中10个用户地区特征为“农村”，10个用

户为“市区”，线段的地区特征应维护为“市区”。

第十四条 “高中压用户”2.9条、“低压用户”2.8条中，

对停电起始、终止时间的规定如下:

1、预安排停电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选取操作票上操作开

关开合的操作完成时间，如果没有操作票或者操作票上没体现该

时间，则按照调度日志或操作指令簿等记录上的停送电时间进行

选取。

2、手工维护事件时，故障停电要根据故障记录选择开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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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确定停电起始时间，如没有开关动作时间记录，则参照调

度自动化系统(SCADA)中电流值变化或用户最早报障时间填写，

停电终结时间根据送电操作的操作票的操作完成时间或调度日

志等记录上的送电时间进行选取。事故停电时反复试拉合的情况

下运行数据的时间可叠加或平移。

3、对于采用自动采集方式生成的事件，可采用时钟正确的

装置记录的停送电时间。同一事件同一线段上未安装终端或者因

终端异常未采集到用户停电事件的，用户停电起止时间可按照已

采集到的相关用户停电起止时间确定，且存在用户停电时间不一

致时以停电时间最长的进行统计。

第十五条 “高中压用户”第2.10条中，对于环网供电用

户不视为双电源用户。

第十六条 “高中压用户”2.12条中，中压出线断路器不

包括开闭所或开关站的出线断路器。对于开闭所或开关站出线，

可以单独注册线路，只是不选择出线开关选项。

第十七条 “低压用户”2.3条中，公用变压器所关联的低

压用户数可根据营销或生产管理系统中公用变压器与低压用户

供电关系进行确认，每一台公用变压器所供低压用户数量应在可

靠性管理信息系统中维护。

第十八条 “低压用户”第2.6条中，对于目前采用抽样法

进行统计的企业，抽样法应满足以下几个要求:(1)每个中压公



用用户下均需设置样本点，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应至少为中压公用

用户数量的3倍以上;(2)四类地区特征抽样选取比例应接近于

中压公用用户比例。

第三章数据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供电系统中压用户供电可靠性基础数据管理规

定。

中压系统基础数据主要包括中压线路、中压线段、中压用户

三个基本概念。在中压系统供电可靠性管理中，中压用户是供电

可靠性统计管理的最小单位，中压线段则是若干个中压用户的集

合，中压线路则是若干个中压线段的集合。

(一)基本定义

在中压系统基础数据管理中，为了便于可靠性的统计，依据

一定的分段原则，将线路分成若干个线段，每个线段内容包含若

干个用户。在实际的可靠性统计过程中，以线段、用户作为统计

对象。当需要用到线路的信息时，可以通过汇总线段的信息获得。

中压线路—从变电站10(20、6)kV出线断路器起，到线

路受电末端点，即所辖线路常开开关、中压线路末端设备或中压

用户接入点。

中压线段—线段为各开关类设备之间的线路段，一般采用

线路中工作时停电的最小线路范围作为线段。



中压用户:以10(20、6)kV电压受电的用户。

(二)中压线段管理

1、中压线路分段规则

中压线路按其从属关系分为干线、支线。线路从出线开关开

始，遇到开关类设备就分段，前一段线路的终点就是后一段线路

的起点，首尾相接。如果线路的分段开关数较多，可以根据需要

将相邻的两段算作一个线段。有开关设备的分支要划作独立的线

段。但开关站、开闭所的进线开关一般不作为分段依据。

主干线第一线段的确认:从变电站出线断路器开始，到主干

线下一个开关设备为止(不包括该开关)o

分支线第一段线段的确认:一条分支线如果在主线T接杆上

有开关设备，该分支线可划作独立的线段。如果在主线T接杆上

没有开关，则可以把该分支上从主线T接杆开始直到下一个分段

器为止的这一段线段划归到主线上，不必独立成段。

2、中压线段编码规则

线段编码要求唯一，同一编码不能同时注册使用，对于已经

退出的线段，其编码可重新注册使用。线段编码格式如图1一1所

不。

图1一1线段编码原则

线段编码总长度为14位，最小长度为7位，由3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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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4位为变电站的名称，数字为4位。汉字则为两个。如果

变电站的汉字名称超过两个字，则必须缩减为两字。

5一7位为线路的编号，此3位编码只能是数字，一般采用线

路的调度编号。若调度编号就是3位数字可以直接采用;若调度

编号是由1位汉字2位数字组成，则应将汉字用数字0代替。

8一14位为自由编号，根据本省的编码规则编制，本省无统

一编码规范的自行编写。

如果前4位相同，则属于一个变电站;如果前7位相同，则

同属一条线路。

(三)中压用户管理

中压用户编码要求唯一，同一编码不能同时注册使用，对于

已经退出的用户，其编码可重新注册使用。用户编码为自由编码，

建议采用图1一4所示的编码格式。

4位变电站名称3位出线开关调度号 13位自行编写

图1一2用户编码格式

1一4位为变电站的名称，数字为4位，汉字则为两个。如果

变电站的汉字名称超过两个字，则必须缩减为两字。

5一7位为线路的编号，此3位编码只能是数字，一般采用线

路的调度编号。若调度编号就是3位数字可以直接采用;若调度

编号是由1位汉字2位数字组成，则应将汉字用数字O代替。



中压用户的前7位编码与中压线段的前7位编码一致。

8一20位为用户自行编写。

(四)基础数据维护

基础数据维护的工作主要有线路新增、线路变更、线路退役、

单位资产管理范围变动、用户新增、用户变更、用户增容、用户

退出(销户)。基础数据维护应注意以下事项:

1、在做数据变更时，注销日期与新注册日期应相差一天。

如在9月28日对线段A进行了切改，则在系统中做数据变更时，

注销日期为9月28日，新注册日期为9月29日。

2、每个使用单位只能维护本单位的基础数据，上一级的单

位不能维护下一级的基础数据。

3、所有注册数据编码唯一，对于已经退出的数据，其编码可

重新注册使用。

4、注册线段和注册用户之间有主从关系，其信息也相互影

响，当线段基础数据发生变化时，如对线段进行“线段变更”“线

段拆分”“线段退出”“更换单位”操作时，该线段的用户自动跟

进，用户编码不变，程序内部自动进行一次用户修改、退出和变

更。

5、注意区分投运日期与注册日期的区别。投运日期为资产

实际投入电网运行的日期，此数据不参与系统计算;注册日期为

资产实际投入电网运行的日期或发生变更的日期顺延1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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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变更(切改)、用户变更(切改)、用户增容、变换单位等]，

此数据参与“信息系统”计算。

6、注意区分退役日期和注销日期的区别。退役日期为资产

实际退出电网运行的日期，此数据不参与系统计算;注销日期为

资产实际退出系统运行的日期或发生变更的日期[包括线路变更

(切改)、单位变更等]，此数据参与“信息系统”计算。

第二十条供电系统中压用户供电可靠性运行数据管理规

定。

运行数据是用来反映供电系统及供电用户运行信息的，主要

包括责任部门、停电起始时间、停电终止时间、停电状态、停电

设备、停电技术原因、停电责任原因、特殊分析、备注和停电范

围(用户)。

(一)停电设备

故障停电需要选择停电设备，预安排停电不需要填写停电设备。

1、停电设备分类

停电设备分三个类别，即配电设备、输变电设备和发电设备。

其中，配电设备又分为架空线路、电缆线路、柱上设备、户外配

电变压器台、箱式配电站、土建配电站、开关站、环网柜、用户

设备(包括临时用户设备)及设备不明共计10类。输变电设备

包括10(20、6)kv馈线设备、10(20、6)kv母线设备、35kV

输变电设备、66kv输变电设备、110kv输变电设备、22okv输变



电设备、33OkV输变电设备及SO0kV及以上输变电设备共计8类。

10(20、6)kV配电网设施是指由各变电站10kv出线间隔

的穿墙套管或电缆头连接处开始至公用配电变压器二次侧出线

套管为止，以及10(20、6)kV用户的电气设备与供电公司的管

界点为止范围内所构成的供电网络及其连接的中间设施。

10(20、6)kV馈线系统的范围包括各10kv出线间隔母线

侧隔离开关至穿墙套管或电缆头连接处之间的IOkV设施。

10(20、6)kV母线系统是指变电站内除10kV出线间隔外

的所有10kV设施，主要包括IOkV母线和电容器、站用变压器、

电压互感器、母线分段等间隔，以及与主变压器10kV套管之间

的 中 间 连接设施

低压设施指公用配电变压器二次套管以下低压设施。

用户设备主要指用户专用变压器及相关设施，以资产为标

准，资产属于用户。

停电设备区域划分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图1一3 停电设备区域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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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电设备的选取

停电设备按照直接故障设备(故障停电含6h内的临停消缺)

或是与故障点有最直接关联关系的设备进行选择，应选择到设备

分类的最末一级。

对于多个故障点或多种原因造成故障停电的，停电设备的选

取首先按照故障点的电压等级判断，先后顺序为发电设备、35kv

及以上输变电设备、10kv母线设备、10kv馈线设备、lokV配电

设备。

对于同一电压等级不同故障点或不同原因的，按照影响面最

大或主要故障原因选择。如线路上出现倒杆塔和鸟巢故障，一般

应选择杆塔故障。

对于多个故障点之间有关联关系的故障现象，应按照直接故

障点选择。如发生车挂导线、杆塔倒塌故障，停电设备应选择裸

电线(或绝缘线)，而不能选择杆塔。

(二)停电技术原因和责任原因

1、停电技术原因

故障停电需要填写停电技术原因，预安排停电(除临时检修

外)不需要填写停电技术原因。

(1)配电网设施故障按照直接造成故障停电(含6h内的临

停消缺)的技术原因选择。如车撞电线杆，造成杆斜导线断故障，

停电设备应选择架空线路的杆塔，停电技术原因为倾斜。



(2)10kv馈线系统及以上设施故障，技术原因应选择相应

等级设施故障选项，如35kV变压器故障造成几条配电线停电的，

技术原因选择35kV输变电设施故障。

2、停电责任原因

停电责任原因是用来描述配电网停电的责任和缘由。停电责

任原因可分为“故障停电”和“预安排停电”两大类。其中“故

障停电”是按照故障设施类别和停电原因进行分类，包括10kV

配电网设施故障、lokv及以上输变电设施故障、低压设施故障、

发电设施故障四类;“预安排停电”是按照停电的工作性质及设

施类别进行分类，包括检修停电、工程停电、用户申请、限电、

调电、低压作业影响六类。

(1)树障原因引起跳闸停电、本企业组织或管理的工程施

工导致供电设备或设施受到破坏而造成的故障停电，责任原因属

于“运行管理原因”。

(2)多种原因叠加或连锁反应导致的故障停电，责任原因

应选择直接原因。例如:雷击导致用户设备故障，引起线路跳闸，

责任原因属于“用户影响”，而非“雷击”。用户电缆与公用电缆

同沟敷设，由于用户电缆着火引燃公用电缆，导致故障停电，责

任原因属于“其他外力因素”，而非“用户影响”。

(3)低压作业影响，是指地(市)级供电企业管辖低压设

施作业造成的中压用户停电。对于用户自管低压设施作业影响到



中压系统的情况，如只影响用户自己，则不参与统计;如造成其

他中压用户停电的，责任原因应按“用户申请”填报。

(三)运行数据维护

运行数据录入时，应与调度和运行部门生产运行基础记录资

料进行核对，确保不遗漏事件，确保停电户数和时间的准确记录，

停电事件定性的准确填报;并按月、按年做好备份，保证可靠性

运行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运行数据维护应注意以下

事项:

1、运行数据录入时，若当前事件停电原因具有一定特殊性，

如电网改造、洪水、台风及其他自然灾害等，则要填写特殊分析，

并上报分析报告，报告应具有相关部门的盖章或领导签字。

2、在运行数据项不能完全表达清楚停电事件的情况下，需

要在备注中用文字进行说明。如架空线路发生铁丝搭线故障，责

任原因为异物短路，而备注中应注明铁丝搭线。

3、填写外部停电和自然灾害、气候因素等责任原因和停电

信息选项中有“其他”时，必须在备注中注明详细信息。

第四章数据报送有关要求

第二十一条供电系统用户供电可靠性数据要求每季度的

15日前将上一季度的数据及每年1月20日前将上一年度的数据

报送电力可靠性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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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上报的内容包括:

1、基础(注册、运行)数据;

2、“高中压用户”中供电可靠性指标统计表6、7，“低压用

户”中供电可靠性指标统计表5。以上统计表中的填报单位为网、

省公司，指标应包括计入重大事件日影响和剔除重大事件日影响

两个口径。

3、重大事件日所发生活动或事件分析报告。

4、年度可靠性管理工作报告和电力可靠性技术报告。

第二十三条若对已报可靠性管理中心的数据有修改意见，

应在下次规定报数时间之前，并详细说明变化或更改的具体内容

及原因，须经有关领导签字及部门盖章后上报。

第二十四条各级专责人对上报的基础数据必须经过认真

核实确认无误，指标报表以及重大事件日所发生的停电事件分

析，必须经过有关领导签字及部门盖章后上报。

二零一七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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