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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直流电力系统设计推荐实施方法（GB/T 14546-2008）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电厂直流电力系统设计的实施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铅酸蓄电池、静止式充电装置及直流配电设备的设计，包括设备的数量和类型的选择；设备额定值的
确定；相互连接；仪表、控制和保护等的选择。

 本标准不适用于充电装置的交流电源和直流系统供电的负载(除非它们影响直流系统的设计)，也不适用于机车专用
的启动型蓄电池系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
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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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GB/T 3797电气控制设备

 GB/T 3859半导体变流器

 GB/T 12727核电厂安全系统电气设备质量鉴定

 GB/T 12788核电厂安全级电力系统准则

 GB/T 13286核电厂安全级电气设备和电路独立性准则

 EJ/T 518核电厂安全级电动机控制中心质量鉴定

 EJ/T 525.1核电厂用蓄电池第1部分；容量的确定

 EJ/T 525.2核电厂用蓄电池第2部分：安装设计和安装准则

 EJ/T 525.4核电厂用蓄电池第4部分；维护、试验和更换方法

 EJ/T 573核电厂安全级蓄电池质量鉴定

 EJ/T 705核电厂安全级电缆及现场电缆连接的型式检验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蓄电池容量battery capacity

 通过试验测量得到的已安装蓄电池的可用安时容量。这个测试通常是在均充后通过性能或更改性能试验实施的。蓄
电池的容量也许大于或小于额定容量，以给定放电时间的额定容量的百分数表示。

 对于铅酸蓄电池，这取决于很多物质的衰退：极板、与极板有接口连接的部分、焊接和铅氧化物的晶状表面以及铅
氧化物与电解液的接触面、电解液浓度、正负极间氢氧迁移阻力。由于影响蓄电池性能的因素是变化的，被测蓄电池
在较长放电时间与较短放电时间的测试容量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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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蓄电池额定容量battery rated capacity

 蓄电池在100％充电时的额定可用安时容量。额定安时容量可能由于不同的放电持续时间而不同，一般来讲，较长
的放电持续时间能够充分利用蓄电池内的有效物质。

 注：制造厂的容量曲线举例见EJ/T 525.1。

 4总则

 4.1运行描述

 所有核电厂都要求直流系统向失去交流电源时应工作的直流用电设备供电，这些设备如厂用电动机、断路器、继电
器、电磁阀和逆变装置等。直流电源可以为动力和控制两者设置一组共用的蓄电池，也可以分开设置二组蓄电池——
一组用于动力，另一组用于控制和仪表。作为专用设施，例如作为柴油机

 的启动电源，可另外设置专用的蓄电池组。

 在正常运行时蓄电池组和充电装置一起接到直流配电母线上，作并联电源运行，向负载供电。充电装置除了对蓄电
池充电外带正常的连续运行负载，充电器一般设有典型的限流回路用于过负载保护，当过负载时，输出电压随之下降
，使超出充电装置额定容量的所有负载由蓄电池供电，因而保护了充电装置免遭过负载的损坏。在下列事故时蓄电池
应在设计时间内向所有需要直流电力的负载供电：

 a)充电装置的交流电源故障时；

 b)充电装置故障(或者充电装置退出运行)时。

 4.2蓄电池组数

 每台机组至少应有一组蓄电池。如果一台机组的负载分为二个或更多独立的系统，则每个系统需要一组单独的蓄电
池。如果所需的最大直流负载超过了单个蓄电池的容量，则需考虑两组独立的系统。

 如果合适的话，这两个系统之间应装设母联。

 对于核电厂1E级系统，一台机组的每个专设安全设施的通道至少应有一组独立的蓄电池为它供电，以满足安全级
冗余电力系统的独立性要求。在由直流供电的反应堆保护系统的设计中，为了提高运行的灵活性，其安全级蓄电池的
组数应等于独立的冗余反应堆保护系统的通道个数。如某一机组设有4个反应堆保护系统通道，则应设有4组蓄电池，
按5.2确定每组蓄电池容量的额定值。

 4.3充电装置及其配电屏的套数

 每一组蓄电池至少应设有一套充电装置和配电屏，为了提高运行的灵活性和电厂的可用性应考虑设置备用的充电装
置(详见第7章)。

 4.4直流系统电压和蓄电池的容量

 核电厂蓄电池组额定电压一般采用220V、110V、48V和24V。应根据用电设备类型、额定容量、价格、适用性和安
装地点等确定具体选用的蓄电池组的合适的额定电压。电压可按下列要求确定：

 a)泵电动机、大型阀门操作机构和大容量逆变装置等动力负载一般由220V蓄电池组供电；

 b)小容量的逆变器、直流电源、继电器逻辑回路和配电装置断路器的合闸和跳闸的控制电源一般采用110V蓄电池；

 c)如果动力负载和控制负载共用一组蓄电池，电压可以采用110V或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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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8v和24v蓄电池组一般用在专用仪表控制系统和通讯系统等。

 对于一组已设置的蓄电池，接人的设备决定了最高和最低电压的运行限值。各类设备和继电器的电压运行范围见6.
3。设备的运行电压超过限值，有可能会影响设备的寿命、运行的速度、有效的转距，或装置的运行能力。在蓄电池
系统的电压范围确定后，应确定蓄电池的数量和容量，以及运行方式等。

 参见EJ/T 525。

 4.5实体布置

 为了减小电压降并且便于维修和试验工作，每个通道的设备(包括蓄电池、充电装置和主配电屏)应尽量紧凑布置，
并且靠近电气设备负荷中心。如果交流电源系统分成两个或多个独立的通道，每个交流通道都有相应通道的独立的直
流辅助电源，则每个直流辅助电源通道的设备和电缆都应与其他通道的设备和电缆相隔离，其隔离要求应和适用于交
流系统的要求相一致。

 当直流电源是用于控制和仪表的目的，则它们的电缆的敷设应和容易引起浪涌的配电系统电缆相隔离。浪涌容易在
交流系统、高压直流系统和接地电缆中在切换、雷击和故障时产生。

 安全级直流冗余设备(包括电缆)的布置应满足GB/T 13286的实体分隔要求。

 4.6质量鉴定

 IE级直流系统的设备应按照它们所安装的环境条件进行质量鉴定，应满足GB/T 12727的要求。

 IE级蓄电池应按照EJ/T 573进行质量鉴定(环境条件和抗震要求)，对于1E级配电设备应按EJ/T
518进行鉴定，安全级电缆、现场接头应按照EJ/T 705进行鉴定。

 5蓄电池

 5.1总则

 在失去所有交流电源时，蓄电池应向直流负载供电。

 5.2蓄电池工作周期和容量的确定

 蓄电池工作周期的确定是电厂一项特殊的工作。因为每个工作周期的总负载电流和持续时间是考虑厂内特定设备在
要求的时间内各个运行负载电流的总和。

 此外，整个工作周期(蓄电池总放电时间)不能小于从丧失厂外电源到恢复交流电源(来自厂内柴油发电机或厂外电
源)向蓄电池充电装置和其他辅助设施供电所需的估计时间间隔。这段时间间隔根据工程判断决定，它受运行经验以
及特定的厂外电源(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设备)和厂内电源(柴油发电机及其配电系统)的数量、可靠性和灵活性等因素
的影响。

 例如，放电最小的情况是需要蓄电池向系统放电约1min(失去交流电源和柴油机带载之间的时间)，1min后，充电器
输出和直流负载恢复正常。然而更多的情况是蓄电池的工作周期估计为1h、2h、4h或8h。时问负载电流的特性曲线应
考虑电厂所有运行方式的要求，例如，在蓄电池充电装置因维修退出运行时，或者在切换投入备用充电装置运行时。
如果蓄电池的工作周期需手动切除部分负载(如在失去所有交流电源时出现)，则蓄电池需提供足够的容量，以便有足
够的时间进行该手动操作。因此，要列出这类假想事件通常需要有几个蓄电池工作周期。

 根据每个负载电流和工作持续时间以及整个工作时间确定每组蓄电池工作周期，以及根据EJ/T
525.1选择蓄电池的容量。从每个工作周期中计算得出的最大蓄电池容量被认为是蓄电池系统的最严酷设计工况。

 当蓄电池在下列工况下要完成在役功能时，应考虑附加的设计裕量：

 a)如果解除一个或多个蓄电池是必需的，则在蓄电池容量计算时应提高蓄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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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在放电后需要快速将蓄电池恢复到可用状态。

 5.3安装设计

 每组蓄电池的安装设计应符合EJ/T 525.2的要求，并且包括安装、检查和试验的规定。

 许多化学蓄电池例如铅酸蓄电池对温度的变化(高于或低于制造厂推荐的额定温度，例如美国制造商推荐的温度是2
5℃，欧洲制造商推荐的温度是20℃)是相当敏感的。虽然在设计蓄电池系统时通过遵守EJ/T 525.1可以抵消由于温度的
变化而引起的蓄电池特性的改变，但蓄电池的安装地点仍需考虑温度的因素，使之变化不超过5℃。

 5.4维护、试验以及更换

 蓄电池应按照EJ/T 525.4规定进行维护、试验以及更换。

 6蓄电池充电装置

 6.1概述

 核电厂蓄电池充电装置在正常运行时是将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为厂内蓄电池充电以及正常运行时向直流负载供电
。

 6.2额定容量的确定

 稳流充电器以恒流输出，允许电压升高，由于恒流充电在充电末期的端电压有可能超过直流系统设备的最高电压，
因此在电厂中一般不使用恒流充电。恒压充电首先是充电器以限流值恒流充电一段时间，蓄电池容量大约充到60％到
85％，然后是恒压充电，电流以指数下降，直到蓄电池100％充满。延长恒压充电器在限流均充的时问，增加充电电
流可减少充电时间。恒流充电的时间约是恒压充电时间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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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安装设计

 当进行环境控制设计时，应考虑房间温度控制。蓄电池的容量有可能按照温度高、正常或低来选择，然而标准的浮
充系统在对蓄电池进行浮充时不会根据温度进行补偿。如果房间温度不是维持在很窄的范围内(正常温度为25℃)，标
准浮充系统在高温时会过充，在正常温度时维持正常充电，在低温时欠充。在高温时，自放电将导致蓄电池内的化学
反应增加，氢气产生增加和标准的浮充电压将对正极板

 过充，增加极板腐蚀。当电解液的温度被监测并维持在19℃至31℃之间，可以得到合适的运行特性和预期寿命。对
于1E级蓄电池，为了得到一致的特性，安全相关的暖通系统可作为支持系统。

 6.4输出特性

 所有核电厂蓄电池充电装置应满足GB/T 3859和6.4.1～6.4.3的要求。

 6.4.1输出纹波

 一般充电装置(不另加滤波)，如果接人一组充满电的蓄电池，其10h额定的安时值至少是充电装置额定输出电流的4
倍，允许产生小于2％的纹波。某些直流负载(如固态电路仪表)可能要求改善纹波，通过对充电装置附加滤波器，最
大纹波通常能限制到30mV(均方根值)。如果谐波导致蓄电池充

 电装置的电压低于最小蓄电池电压，那么充电装置和电气负载的谐波电流将会影响蓄电池寿命。

 当蓄电池提供大的初始冲击电流时，可产生瞬间电压跌落现象，当蓄电池和没有滤波器的充电器并联运行时，直流
系统在提供大的初始冲击电流时会产生系统电压下降，所以充电器需设计成滤波器能从交流系统或直流系统充电。当
滤波器从直流侧充电，则会变成蓄电池的大的负载，随之系统电压下降。

 交流充电的滤波器在投入运行前需要一定的充电时间。

 6.4.2与蓄电池解列运行

 有些设计可以使蓄电池与直流系统解列，以便维护蓄电池。这时，没连接蓄电池的充电装置应有能力向负载供电，
并应说明用于这些运行工况。当与蓄电池解列，则由它的并列极板形成的大电容将不能再提供滤波作用，可以预计系
统电压波动范围和输出纹波会增大。如果电压波动范围和输出纹波增大是不容许的，则应指明最大允许值。

 6.4.3并联充电装置的负载分配

 如果两个充电装置并联接入直流母线，那么技术规范书中应提出充电装置应有均分负载的回路。

 7配电系统及其设备

 7.1保护装置的简述和额定参数

 在蓄电池与主配电母线之间应设置断路器，或熔断器和手动隔离装置。考虑到人身保护和减少母线故障的概率，在
主配电屏内母线应绝缘，并且应在设计中设有手动隔离装置以隔离母线。无论那一种布置，主电源正负极引出电缆都
应分别敷设在各自的保护管中，保证任一电缆故障可能导致极对极故障之前先极对地短路，应考虑选用非磁性保护管
，这样可以降低回路的感抗，并降低当大电流负载(例如电动机、逆变器和故障)断电时产生并反映到直流系统中的尖
峰电压的幅值。另外，高感抗回路也许会损害限流熔断器的特性。主配电屏正负极出线之间也应提供一个屏障。保护
或隔离装置的额定持续电流应按蓄电池工作周期里提供的最大工作电流选择。

 保护装置的跳闸整定值如下：

 a)应具有足够高的值，以防止在蓄电池1rain额定放电电流下熔断器熔断或开关跳闸；

 b)应具有足够低的值，以保护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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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蓄电池组设计成能够向秒级冲击负载供电，那么保护设备应能够具有足够大的额定电流以防止熔断器熔断或断
路器跳闸。向蓄电池制造商咨询放电持续时间小于1min的放电电流。

 如果1min周期的负载电流为最大电流，则熔断器1min(最dx)熔断电流应高于蓄电池1min额定电流。

 主保护设备应与所有下一级的保护设备配合。所有配电母线保护设备的额定电压应与系统最大工作电压相一致，并
且其遮断容量应超过实际最大短路电流。配电母线以及手动隔离装置的短路承受容量应超过实际最大短路电流。所有
时间一电流配合曲线和额定值应以直流为基础(不是交流)。

 7.2典型接线

 一座核电厂最佳直流电力及其配电系统取决于核电厂的各种条件和设计准则。图1是适用于220V直流系统的示意图
，图2是适用于安全级220V直流系统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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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直流受电设备的额定电压

 由直流系统供电的设备，其技术规格书应要求该设备的输入端电压在蓄电池端电压变化相对应的范围内，按设计要
求无故障地运行，如在设计中考虑蓄电池均衡充电同时接人负载，这个范围应包括从均衡充电到放电末期电压的波动
(例如，一组由54个蓄电池组成的110V直流系统在97V～124V内

 变化，一组由106个蓄电池组成的220V直流系统在194V～248V内变化)。

 蓄电池末端到用电设备端的电压降应考虑在内，除此之外，大的负载，如电机启动和电容器充电都可能导致系统电
压降低。因此，设备的额定(铭牌)最高和最低电压决定了蓄电池组端电压的最高和最低允许值，并且也决定了允许的
电缆压降。表l给出了蓄电池组均衡充电同时接人负载设计的一些(典型)直流受电设备的电压推荐范围。注意直流设备
的电压允许波动范围也许会超过±10％，这个值是交流设备的典型值。

 对于不接地直流系统，影响接地网的外部瞬态例如雷电和线路故障，可导致相对支架电压的明显升高。对于室内安
装的设备，应能承受对地2kV的瞬态电压而不损坏。这包括浪涌保护装置和滤波器。

 对于室外安装的设备，应能承受对地4kV的瞬态电压而不损坏。

 7.4仪表、控制和报警

 7.4.1概述

 图3表示图2所示的220V安全级直流系统的仪表和报警示意图，推荐的仪表、控制、报警及其安装位置列在表2。

 蓄电池及其充电装置的控制一般设在蓄电池区域，与蓄电池系统有关的全部开关应在就地设备上操作，不应采用遥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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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考虑提供蓄电池电流、电压表用以确定蓄电池的能力和用以提供有用的趋势信息。浮充电流能有效确定蓄电池充
电状态，对于阀控铅酸蓄电池(VRLA)，可以有效评估电池干涸状况。浮充电流一般在100mA～300mA范围内。浮充电
流表应能够经受充放电时的尖峰电流。单个蓄电池电压能确定

 蓄电池短路及状况的变化，蓄电池组端电压能确定充电系统状态。

 7.4.2直流系统接地和接地监测

 典型的直流系统一般设计成不接地系统，那么两极中的一极的低阻抗接地故障不会影响到系统运行，从而增加了系
统可靠性和运行的连续性。

 如果想通过保护装置隔离低阻抗接地故障，则可以设计成接地系统。通讯系统是采用正极接地系统，无线通讯是采
用负极接地系统。

 不接地系统应采用接地故障监测，同时应监测接地故障的电阻值，这样可以减少由于多点接地引起的低阻抗(极对
极)故障而影响直流系统的运行。当系统中被监测的所有导体绝缘电阻同时下降，则会发生对称下降。当绝缘电阻例
如一个导体的绝缘电阻明显比另一个导体下降快，则会发生不对称下降。

 绝缘的对称和不对称下降都应被监测。因为在配电屏内多点高阻接地是经常发生的，接地故障监测装置应能有效和
连续的同时监测直流系统的正极和负极。

 图4显示了针对不接地系统设计的平衡接地监测设计，可以通过手动按钮用于不平衡接地监测。

 检流计和毫安表将提供指示和记录。接地监测装置将提供一个高的极对地电阻值，这样当系统发生单一接地故障时
不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为了确定能引起正常不带电的负载带电和正常带电的负载失电的接地电阻幅值，应考虑每
个负载(装置)的特性。确定直流系统接地监测装置报警整定值的保守方法是测量系统正常运行时的漏电流，然后根据
工程经验加适当的裕量。这方法将导致接地监测装置非常灵敏，当高电阻接地时就会报警。在附录B中提供了一个合
适的，低灵敏度的接地报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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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直流母线低电压报警

 直流母线低电压报警的功能是在蓄电池放电时向操作员发出警报。直流母线低电压报警值应能被调整并整定到稍低
于蓄电池开口电压，而不是系统最小允许电压。一旦蓄电池向直流母线负载供电(例如，负载超过充电器的容量)，稍
高的整定值将会较早的向操作员发出报警，从而能及时地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7.5特殊直流负载

 在设备选型和确定容量时应考虑7.5.1～7.5.4的负载性能和系统设计特性。

 7.5.1负载切换

 假如直流系统是按在均衡充电或试验时能把一组负载切换到另一直流电源进行设计，那么，该电源(蓄电池、充电
装置及其配电设备)的容量应能向二组负载供电(原负载加上切换后负载)，这是一种带有联络线的典型系统。

 对于蓄电池组均衡充电同时接人负载，包括有正常交流电源(变压器/整流装置)供电的逆变器，交流电源应设计成
即使充电装置处于均衡充电电压时也向逆变器供电。如果交流电源不是这样设计的，蓄电池均充电压高于变压器/整
流装置的输出电压，那么逆变器负载将由变压器/整流装置供电切换到由直流系统供电，蓄电池充电器增加了额外的
负载。在这种情况下，当确定充电装置容量时应包括全部逆变装置负载。

 7.5.2恒功率直流负载

 对于逆变装置这类要求恒功率的直流负载，如果电源电压下降(例如，蓄电池处于放电时)就要增大电流。这部分电
流会加速蓄电池放电。虽然这种影响可以由另一些负载(电阻性负载)部分或全部弥补，这类负载在直流供电电压下降
时，电流也随之下降，但这一点在蓄电池容量选择时仍应加以考虑。

 如果逆变器在蓄电池负载中占有很大比例，那么用最严酷时即蓄电池放电周期末端电压来计算逆变器电流将导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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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蓄电池的设计裕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更灵活的计算方法，即采用蓄电池的额定电压和放电周期末端电压
的平均值来计算逆变器的电流。

 7.5.3操作过电压

 电感量大的负载在失电时有可能会产生过电压，如果不抑制，可能将尖峰电压加到直流系统上。对于这样的负载，
要设置过电压吸收电路。

 7.5.4电气噪声

 为了使反馈到直流系统的电气噪声最小，应考虑设置电气噪声滤波器。电气噪声源包括直流一直流变换器和直流交
流逆变器的电源切换。不接地直流系统中，在工频范围内滤波器不应额外增加对地的通路。

 7.6蓄电池试验设施的设计

 每个直流系统都应设计一个有效的和安全的手段，对每组蓄电池进行定期的容量放电试验。图1给出的示意图允许
蓄电池组与直流系统断开，以便经有关配电屏上特设的试验断路器进行试验。该试验断路器除了蓄电池组试验外在系
统所有运行方式期间都保持断开位置，当断路器闭合时在主控制室有报警信号。该试验断路器出线电缆应敷至方便位
置，以便接人放电负载组，应为临时放电试验电缆的安全连接提供这种方法(或类似手段)。

 7.7母线间联络线

 在一组蓄电池或一台充电装置进行检修或试验退出运行时，可利用直流配电母线问的联络线向重要负载供电，联络
线还能够在异常工况下提高灵活性和有助于安全停堆。如果任一独立蓄电池系统满足7.5.1的容量要求，则该独立蓄电
池系统设联络线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可行的设计是在联络线两端各设置一台手动操作的断路器，正常时两台联络断路
器都应断开。如果其中任意一台闭合都应在主控制室有报警，运行规程对联络断路器的操作应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联
络线能导致两组蓄电池的并列运行，那么并列运行的持续时间应限制在一定的切换时间范围内，从而减小环路电流可
能对蓄电池组容量的影响。如果需要较长的并列运行时间，由于并列电源而导致增加的有效短路电流也应考虑。

 对于1E级直流系统，除了冗余安全通道的直流系统之外，任一独立直流系统之间的联络线，只有在冷停堆或者换
料模式，以及只有在证明联络线不会削弱安全级直流系统安全功能的情况下是可接受的。多机组核电站中，机组间不
应共用安全级直流系统，除非能证明这种机组问的共用不会削弱它们的安全功能。

 7.8实际的短路电流

 确定最大实际短路电流的目的是为了选择馈电断路器或熔断器的遮断容量。总的短路电流是蓄电池、充电装置以及
正在运行的电动机所提供的短路电流之和。如果要得到更为精确的最大有效短路电流值，就需要考虑连接电缆的阻抗
。

 7.8.1蓄电池

 由蓄电池组提供的短路电流取决于回路的总电阻，保守的近似值可以采用可能达到的最大短路电流为蓄电池1min的
电流额定值(在25℃，密度为1.215g/m3时每个蓄电池降至1.75V)的10倍。如果要求比较准确的值，具体采用的短路电
流值应进行计算(参见附录c)或从制造厂获得实测试验数据。

 计算最大短路电流时用到正常运行时的蓄电池电雎。试验证明，电解液温度升高或者升高蓄电池端电压(高于额定
电压)不会对电池短路电流幅值产生明显影响。

 7.8.2充电装置

 充电器的限流回路也许需要2个周波(ac)才能限制住电流。这个时间以后的和最大蓄电池短路电流同时发生的由充
电装置提供的最大短路电流由限流回路决定(参见附录D)。当蓄电池和充电器并联连接时，蓄电池的电容将阻止充电
器剧烈的瞬态变化，因此由充电装置提供的短路电流最大值一般不超出充电装置额定电流的150％。蓄电池充电器的
瞬态电流仅当蓄电池断开时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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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电动机

 正在运行的直流电动机会提供短路电流。直流电动机在其端部向短路回路提供的最大短路电流由电动机瞬态电枢阻
抗限制。通常用在电厂的不同类型、转速、电压和容量的直流电动机，瞬态电枢阻抗在0.1至0.15范围内。那么，电动
机端部短路电流通常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7～10)倍。因此可以保守地估计，电动机提供的最大短路电流是其满载时
额定电流的10倍。如果要求比较精确的短路电流值，就需要用到该电动机的瞬态电枢阻抗进行计算或者需要从电动机
制造商那里得到实测的试验数据。

 对于更为精确的计算，需要考虑电动机和故障点之间的电缆阻抗。

 8备品备件

 备品备件的需要由系统设计的特点以及电厂技术规格书对系统和电厂运行的要求和限制而定。在确定应保存备品备
件的特定部件时，应考虑运行经验、备品利用率、厂内维修能力和部件故障率等因素。

 如果系统设计选择的备用蓄电池充电装置是容易得到的，则可以减少或不考虑备品备件的需要。

 另外要考虑存放寿期，一般不希望在电厂寿期的早期阶段得到备品备件。例如备用蓄电池一般在于的状态下能保存
时间仅为一年，而后应像运行中的蓄电池组一样进行浮充电和维护。蓄电池组有足够的设计裕度，一个或几个蓄电池
退出时仍能满足要求。已设置的蓄电池数量和通过联络线利用后备蓄电池容量的能力，都可能是确定获得蓄电池备件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因素。

 总之，应经过分析，根据系统设计的特点和运行要求二者综合考虑确定备品备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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