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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4933-2017 光伏发电站汇流箱检测技术规程

本标准规定了光伏发电站汇流箱检测条件、检测设备、检测内容和检测方法等技术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1000V的光伏汇流箱。

光伏电站的主要设备是有：光伏支架、光伏组件、汇流箱、逆变器、箱变等组成。

但在电站设备及产品质量上，由于生产厂商较多，工艺流程、原材料品质及价格有差异，带来了产品质
量不同，甚至有些不符合电站搭建技术要求；另外在电站施工操作及管理上还存在着随意性和不规范施
工现象，这样就对电站带来了建设及设备质量出现问题，轻则会造成光伏电站主要设备达不到使用年限
，电站发电量达不到设计要求，重则可致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

因此，把控好电站建设质量检测关尤为重要。

光伏电站汇流箱中电流的检测方式

 

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中，为了减少光伏组件与逆变器之间连接线，方便维护，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一般
需要在光伏组件与逆变器之间增加汇流装置。光伏汇流箱就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而设计的，可与光伏逆
变器产品相配套组成完整的光伏发电系统。



      汇流箱主要由监控系统、直流断路器，防雷器、防反二极管、熔断器等元件组成。理论上来说
光伏汇流箱就是将若干个光伏串列接入箱内，通过各种保护后输出至光伏直流柜。

在太阳能发电系统中，将数个太阳能组件串连后，产生具备一定直流电輸出的电源电路模块，通称部件
串或组串。

组串电流检测几个典型性的特性：

1. 检测电流的路数一般较多，典型性的有8路16路等（汇流箱），逆变电源则依据其MPPT设计方案各不
相同。

2.对其检测电流的精密度有一定规定，但不做计量检定或测算要求。更大的实际意义取决于实时监控系
统部件发电量的情况。

6.2防霄器失效告蕾

检测失效告警应按如下步骤检测:

a)防雷器的安装位置应在正极与地、负极与地或正极与负极之间;

b)拆除单个或多个防 雷器，观察指示灯及通讯软件是否告警;

c)插人已经失效的防 雷器，观察指示灯及通讯软件是否告警;

d)插人工作正常的防雷器，记录其是否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6.3警告标识

警告标识应满足GB 2894要求。

6.4通讯功 能检测

通讯功能应按如下步骤检测:

a) 按图1连接设备;

b)将上位机的通讯接口与汇流箱的通讯接口相连;

c)汇流箱应能根据通讯协议正常接收和发送数据;

d)检测时间5min,各参数应显示正常。

6.5供电模式与 显示功能

供电模式与显示功能应按如下步骤检测:

a) 按照图1连接检测设备，

b)根据汇流箱供电模式,将可调开关电源接在汇流箱内光伏方陈输人端或外接电源进线端;



e)调节电压，升至通讯计量板工作电压,继续调节电压至计量板zui大允许电压，检验计量板是否

正常工作;

d)在汇流箱正常工作条件下，检查光伏组串电压.光伏组串电流.波特宰及通讯地址等显示是否

正常;

e)在汇流箱正常工作条件下,测量汇流箱组串电压，组串电流的测量精度。

6检测项目

6.1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应按如下步骤检测:

b)调节稳压 电源，向光伏汇流箱施加其标称的zui大工作电压;

c)调节光伏模拟电源IV输出曲线，使其在光伏汇流箱施加标称zui大工作电压下的电流值不小

于规定的zui大短路故障电流值:

d)记录光伏组串过电流保护装置(如熔丝)的动作状态和动作时间，

e)复位或更换新的过流保护装置。

6.6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防护等级应按照GB/T 420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7 绝缘耐压检测

6.7.1绝缘电阻检测

6.8电气间 隙和爬电距离检测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按如下步骤检测:

a)电气间隙和爬电 距离应不小于表6的规定;

b)测试方法应按 GB/T 7251.1中方法进行;

c)高原环境且同等电压下，需提高绝緣等级和增加电气间隙，其电气间隙修正系数按照表7

选择。

6.9接地检测

6.9.1基本检查

检查汇流箱内部接地导线的接地方式、接地导线颜色、接地标识和接地线线径。



6.9.2测试方法

使用接地导通测试仪进行测量,在每个裸露导电部件与外部接地导线的接地端子之间通以电流,维

持时间5s,测量两端的电阻值不应超过0.10.

6.10湿热检测

6.10.1恒定温热

恒定湿热应按照GB/T 2423.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10.2交变温热

交变湿热应按照GB/T 2423.4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11盐雾 检测

盐雾检测应在湿热检测之后进行，应按照GB/T 2423.1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12冲击检测

6.12.1基本要求

检测应在不通电的条件下进行。对属于外壳组成部分的面板或其他材质部件进行冲击测试。

6.12.2检测方法

冲击检测应按照GB/T 2423.5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13振动检测

振动应按如下步骤检测:

a)测试被测设备无包装且不通电时,应选择正弦振动方式或扫频振动方式并按照GB/T2423.10

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b)测试被测设 备带包装且不通电时,应选择随机振动方式并按照GB/T 2423.56中的方法进行

检测。

6.14跌落检测

跌落应按照GB/T 2423.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15球压检测

球压应按照GB/T 5169.2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16低温检测



低温应按照GB/T 2423.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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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高温检测

高温应按照GB/T 2423.2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18温升检测

6.18.1检测方 法

温升应按照GB/T 2423.1和GB/T 2423.2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6.18.2海拔修正

温升检测不同地区的海拔修正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当检测地点的海拔商于使用地点时，温升允许值应加上表8的修正值;

b) 当检测地点的海拔低于使用地点时,温升允许值应减去表8的修正值:

:) 计算海拔差时,低于2 000 m的海拔应按0 m计算。

6.19耐紫外辐射检测

耐紫外辐射应按照GB/T 2423.24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注:本测试适用于安装在户外的由合成材料制作或金属壳体外部有合成材料包覆的外壳或外装部件.

6.20阻燃检测

阻燃应按如下步骤检测:

a)应按照GB/T5169.17中规定的方法对由绝缘材料制成的壳体和壳体部件进行阻燃等级

检测;

b)按照表 9判定是否符合5VA或5VB可燃性类别。

6.22.1浪涌(冲击)抗扰度检测

浪涌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5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22.2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检测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应按照GB/T17626.4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6.22.3振荡波抗扰 度检测

振窃波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12 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6.22.4静电放电抗扰度检测

静电放电应按照GB/T 17626.2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6.22.5射频电磁场辐 射抗扰度检测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3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6.22.6射频传 导抗扰度检测

射频传导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6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6.22.7工 频磁场抗扰度检测

工频磁场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8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6.23直流 拉弧检测

6.23.1检测要 求

6.23.1.1基本要求

直流拉弧检测应满足如下要求:

a)外接电源宜采用模拟光伏电源;

b)测试时电弧电 流、电弧电压允许误差≤20% ;平均电弧瓦数允许误差≤10%;

:)被测设备为多路支路汇流时,应对所有支路分别开展测试;

I)检测时,应按通讯协议正常按收和发送数据，并将故障信息送出。

6.23.1.2长线测试要 求

如需办理光伏汇流箱检测报告请与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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