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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7-712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太阳能光伏(PV)电源供电系统（GB/T 16895.32-2008）

 前言

 GB(/T) 16895《建筑物电气装置》系列国家标准分为以下5个部分：

 ―第1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的评估和定义

 ―第4部分：安全防护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6部分：检验

 ―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本部分为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中的712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EC 60364-7-712:2002(第1版）《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712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太阳能光伏（
Pv）电源供电系统》（英文版）。

 本部分与IEC 60364-7-712:2002在技术内容上相同，但包含以下编辑性修改：

 a)用小数点符号“．”代替小数点符号“，”；

 b）删去了IEC标准的“前言”。

 本部分的章条编号与采用的IEC 60364-7-712:2002完全一致。

 本部分由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05)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本部分的主要起草人：冯宗恒、韩占强。

 引言

 GB(/T) 16895的本部分的要求是补充、修改或代替GB(/T) 16895的其他部分的一般要求中的某些内容。

 本部分条款的编号遵循GB(/T) 16895的模式并作相应地引用。

 接在第7-7巧部分的专用编号后面的是GB(/T) 16895的相应部分号或条款的编号。

 GB(/T) 16895的本部分没有列出的章、节或条，则意味着GB(/T) 16895的相应的一般要求仍然适用的。

 712太阳能光伏（PV）电源供电系统

 注：光伏（PV）是“太阳光辐射产生电压（伏特）(solar photovoltaic)"一词的缩写。

 712.1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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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6895的本部分的特殊要求适用于光伏（PV）电源供电系统（包括带交流模块的系统）。

 注1：光伏（PV）设备的标准，正由TC 82制定。

 注2：单独运行的光伏（PV）电源供电系统的要求，尚在研究中。

 712.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6895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改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
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6829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一般要求（GB 6829-1995,eqv IEC 60755:1992)

 GB 7251.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1部分：型式试验和部分型式试验成套设备(GB 7251.1-2005,IEC
60439-1-1:1999,IDT)

 GB/T 2900.71-2008电工术语电气装置（IEC 60050-826:2004,IDT)

 GB/T 6495.3光伏器件第3部分：地面用光伏器件的测量原理及标准光谱辐照度数据(GB/T 6495.3-1996 idt IEC
60904-3:1989)

 IEC 61215晶体硅陆地光伏（(PV）模块设计评定和型式核准

 712.3定义

 对于GB(/T) 16895的本部分，GB/T 2900.71-2008和下列定义同样适用。

 712.3.1

 光伏电池PV cell

 当暴露在光照如太阳辐射下，能产生电的基本光伏器件。

 712.3.2

 光伏模块PV module

 相互连接光伏电池组成的最小的不受环境条件影响的组件。

 712.3.3

 光伏串PV string

 为使光伏阵列产生所需的输出电压，而将光伏模块串联连接的电路。

 712.3.4

 光伏阵列PV array

 将光伏模块和其他必需的元件，按机械结构、电气性能要求综合装配构成的直流（DC）电源供电单元。

 712.3.5

 光伏阵列连接箱PV array jun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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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箱内将各光伏阵列的所有光伏串都进行电气连接的连接箱，如果需要还可在箱内增设保护电器。

 712.3.6

 光伏发电器PV generator

 由光伏阵列组成的成套设备。

 712.3.7

 光伏发电器连接箱PV generator junction box

 在箱内将所有的光伏阵列都进行电气连接，而且如果需要还可装设保护电器。

 712.3.8

 光伏串电缆PV string cable

 将光伏模块连接构成光伏串的电缆。

 712.3.9

 光伏阵列电缆PV array cable

 光伏阵列的输出电缆。

 712.3.10

 光伏的直流主电缆PV DC main cable

 连接光伏发电器接线箱和光伏逆变器直流端子之间的电缆。

 712.3.11

 光伏逆变器PV invert

 将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转换成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的器件。

 712.3.12

 光伏供电电缆PV supply cable

 连接光伏逆变器的交流端子和电气装置配电回路之间的电缆。

 712.3.13

 光伏交流模块PV AC module

 集成的模块／逆变器组件，它的电气界面端子只有交流，没有至直流侧的通路。

 712.3.14

 光伏装置PV installation

 构成光伏电源供电系统的诸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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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3.15

 标准试验条件standard test conditions(STC)

 IEC 60904-3规定的光伏电池和光伏模块的试验条件。

 712.3.16

 标准试验条件下的开路电压叩en-circuit voltage under standard test conditions Uoc src

 标准试验条件下光伏模块、光伏串、光伏阵列、光伏发电器或光伏逆变器的直流侧空载（开路）电压。

 712.3.17

 标准试验条件下的短路电流short-circuit current under standard test conditions Isc src

 标准试验条件下光伏模块、光伏串、光伏阵列或光伏发电器的短路电流。

 712.3.18

 直流侧DC side

 从光伏装置的光伏电池至光伏逆变器直流端子之间的部分。

 712.3.19

 交流侧AC side

 从光伏装置的光伏逆变器交流端子至光伏供电电缆与电气装置的连接点之间的部分。

 712.3.20

 简单分隔simple separation

 利用基本绝缘在电气回路之间或电气回路与地之间进行分隔。

 712.30一般特性评估

 712.31目的、供电和结构

 712.312配电系统的类型

 712.312.2系统接地的型式

 如果在交流侧和直流侧之间至少具有简单分隔，则允许将直流侧的一根带电导体接地。

 注：在直流侧的任何接地，都宜符合电气连接要求以避免腐蚀。

 712.4安全防护

 712.41电击防护

 即使将系统从交流侧断开，也应认为光伏设备的直流侧是带电的。

 设备的选择和安装应便于安全维护，光伏设备的制造厂家为使维护或运行工作安全进行，采取了一些措施，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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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和安装也不应对其产生不利的影响。

 712.411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者兼有的防护

 712.411.1采用特低电压的防护：SELV和PELV

 对于SELV和PELV系统，用UOC ST。取代U，而且其电压不得超过直流120V，

 712.413故障防护

 712.413.1采用自动切断电源的防护

 注：在直流侧采用自动切断电源的防护要求采取特殊的措施，这些措施在考虑中。

 712.413.1.1.1.1对于采用自动切断用电设备电源保护方式的供电线路，在交流侧，PV供电电缆应连接在保护电器的
电源侧。

 712.413.1.1.1.2在含有PV电源供电系统的电气装置内，如果交流侧和直流侧之间没有最低限度的简单分隔防护，当
采用RCD自动切断电源作为故障防护时，应选用符合GB 6829要求的B型RCD。

 如果由于PV逆变器的结构不可能向电气装置馈人直流故障电流时，则不需要使用GB 6829要求的B型RCD。

 712.413.2在直流侧，宜优先采用II类设备或与其绝缘等效的保护方式。

 712.413.3在直流侧，不允许采用非导电场所的保护方式。

 712.413.4在直流侧，不允许采用不接地的局部等电位联结保护。

 712.433直流侧的过负荷保护

 712.433.1当电缆的连续载流量等于或大于任何位置1.25倍的ISC
ST。时，PV串和PV阵列电缆的过负荷保护可以省略。

 712.433.2如果电缆的连续载流量等于或大于1.25倍的Pv发电器的ISC STC，则Pv主电缆的过负荷保护可以省略。

 注：712.433.1和712.433.2的要求仅是关于电缆保护的规定，同时也要参见制造厂家关于Pv模块保护的说明书。

 712.434短路保护

 712.434.1交流侧的Pv供电电缆，应由安装在交流电源干线连接处的短路或过电流保护电器保护。

 712.444建筑物内的电磁干扰（EMI)防护

 712.444.4.4为降低雷电感应电压，应将所有布线环路包围的面积尽量减小。

 712.5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712.51通用规则

 712.511对标准的符合情况

 712.511.1  PV模块应符合相关设备标准，例如IEC 61215关于晶体的Pv模块的要求。如果Pv串的Uoc
stc超过直流120V，推荐PV模块采用II类设备或与之等效的绝缘结构。

 PV阵列连接箱、PV发电器连接箱和成套开关设备应符合GB 7251.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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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512工作条件和外界影响

 712.512.1.1直流侧的电气设备应满足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的工作条件。

 可将PV模块串联以达到PV模块组与PV逆变器两者中电压较低者允许的最大工作电压水平。设备的技术条件应从设
备制造厂获得。

 假如使用隔离二极管，其反向耐压的额定值应为PV串USC 9t。电压的2倍。隔离二极管应与PV串串联连接。

 712.512.2.1按制造厂的规定，对于PV模块的安装，应使其在受到现场最强的太阳辐照情况下，具有足够的散热能力
。

 712.52布线系统

 712.522按外界影响选择和敷设布线系统

 712.522.8.1对于PV串电缆,PV阵列电缆以及PV的直流主电缆的选择和安装，应使其能减少接地故障和短路危险。

 注：例如采用单芯护套电缆可以加强布线系统对外部环境影响的防护。

 712.522.8.3布线系统应能承受预期的外部环境影响，如刮风、结冰、温度变化和太阳光辐射。

 712.53隔离、通断和控制

 712.536隔离和通断

 712.536.2隔离

 712.536.2.1.1为了安全维修PV逆变器，在其直流侧和交流侧都应采取隔离措施。

 注：有关与公共电网并联运行的光伏装置隔离的进一步要求，在GB 16895.20(建筑物电气装置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
选择和安装第55章：其他设备第551节：低压发电设备》的551.7中规定。

 712.536.2.2隔离电器

 712.536.2.2.1当选择和安装设置于光伏装置和公共电网之间的隔离和通断电器时，应将公共电网看作电源，而将光
伏装置看作负载。

 712.536.2.2.5在光伏逆变器的直流侧应装设具有隔离和通断负荷功能的隔离开关。

 712.536.2.2.5.1所有的连接箱（光伏发电器连接箱和光伏阵列连接箱），都应设置警示签，标明在将光伏逆变器隔离
断开之后，箱内的有源部分仍可存在带电危险。

 712.54接地配置、保护导体和保护等电位联结导体

 当敷设保护等电位联结导体时，应使其与直流电缆和交流电缆以及附件平行并尽可能与之紧密接触。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69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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