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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北斗杆塔位移监测装置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计划批次：中能研标[2024]5 号 

本标准不涉及项目信息。 

起草单位：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以建设和运营福建电网为核心业务，承担

着保障福建省清洁、安全、高效、可持续电力供应的重要使命，经营区域覆盖全省 9 个

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司始终将科研创新能力视作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十

一五”至今，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385 项，其中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3 项、获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18 项、三等奖 32 项，

获国家电网公司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36 项、二等奖 50 项、三等奖 70 项，

获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42 项、三等奖 120 项。自 2019 年起，国网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扎实落实国家及国网公司北斗相关工作要求，开展电力北斗基础

设施建设，在设备、调度、后勤等专业开展基于北斗的设备巡检、变电站授时、防灾

减灾等方面应用推广，培育电力专用北斗运营生态。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武汉大学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次编制工作的主编单位为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为武汉大学。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吴飞、郭敬东、何德明、陈卓琳、李宏发、付婷、林彤、

郭蔡炜、丁宁、许超钤、彭文杰、胡明贤、张琦。 

主要分工如下：吴飞作为编写组长，负责全文统稿。郭敬东负责技术规范大纲编

写。何德明负责第一章编写。陈卓琳负责第二章编写。李宏发负责第三章编写。付婷

负责第四章编写。林彤、郭蔡炜、丁宁负责第五章、第六章编写。许超钤、彭文杰负

责第七章编写。胡明贤负责第八章编写。张琦负责第九章编写。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标准编制过程： 

2024 年 12 月 13 日，编写初稿。 

2024 年 12 月 13 日，进行了标准立项评审。并提出如下意见： 

① 建议修改名字为：《基于北斗的电力杆塔基础位移监测装置技术要求》； 

2024 年 12 月 24 日，标准正式立项。 

2025 年 1 月⁓3 月，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讨论稿。 

2024 年 4 月 18 日，进行了标准评审。提出如下意见： 

① 装置组成，建议增加供电单元。 

② 试验检验，建议细化检验要求、方法、合格判据。 

③ 该标准与当前电力行业推动的标准存在交叉部分，需考虑同行业一致性。 

会后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4 月 29 日，进行了征求意见稿评审。提出如下意见： 

① 标准名称，包含测试方法，建议把技术要求修改为技术规范。 

② 装置组成，只保留装置的内容，同时增加天线。 

③ 测量精度因以实际测试的结果为准。 

④ 检验规则补充抽样检验和周期检验。 

会后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编写，紧密结合工程任务实践，注重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

性。 

4.2 本标准与标准编制和实施过程涉及到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和本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主要如下： 

GB/T 35697—2017《架空输电线路在线监测装置通用技术规范》，针对输电线路提

出了通用监测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T/CEC 634—2022《电力北斗输电线路杆塔倾斜监测装置技术要求》，针对输电线

路杆塔倾斜提出了监测装置的分类与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T/CEC 20232095《电力北斗输电线路边坡监测装置技术规范》，针对输电线路边坡

变形提出了监测装置的技术规范。 

针对电力杆塔基础位移监测装置技术要求，国内外目前尚无相关标准。 



4.3 本标准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相比较，主要技术指标的不同点： 

国内已有一些北斗监测技术应用于电力行业，主要侧重于杆塔倾斜、边坡形变的

监测装置标准，是针对电力通用或特定类型监测制定的，内容并不完全适用。 

本标准在国家或行业现有的杆塔监测装置标准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适用电力不

同业务场景的技术参数，增强了其实际应用性。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一是理论依据，标准规定采用北斗卫星定位技术进行杆塔位移监测，这基于北斗

系统独特的定位原理。北斗卫星通过发射信号，地面监测装置接收多颗卫星信号后，

利用三角定位原理精确计算自身位置。相较于其他定位技术，北斗系统在我国境内及

周边地区具有更高的信号覆盖率和定位精度，能更好地满足电力杆塔分布广泛且部分

处于偏远地区的监测需求。 

二是试验依据，对监测装置的定位精度进行了大量试验验证。在不同地理环境，

包括平原、山区、城市等，设置多个试验杆塔，并安装监测装置。通过与高精度全站

仪测量结果对比，统计分析监测装置的定位数据。试验结果表明，按照标准要求设计

的监测装置，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静态基线测量水平精度优于±（3+0.5×10-6D）

mm，高程精度优于±（5 +0.5×10-6D）mm，其中 D 为基线长度，单位为 km；；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根据评审专家意见，修订后的新标准相较旧标准主要区别在于，新标准考虑装置

的完整性，增加了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内容。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电力北斗杆塔位移监测装置技术要求》试验验证工作已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显

著成果。我们将这个装置在多个试点区域进行验证，监测结果良好。 

6.2  综述报告 

无 

6.3  技术经济论证 

标准充分考虑了与现有电力系统和监测网络的兼容性。监测装置可通过标准通信

协议，无缝接入电力企业已有的监控系统，实现数据的共享与统一管理。同时，对于

不同厂家的设备，标准规范了接口和数据格式，促进了设备的集成应用。智能化的监

测装置和高效的数据处理系统，能够帮助电力运维人员快速定位故障、制定维修方案，

提高运维效率。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电力北斗杆塔位移监测装置技术要求》标准实施后，将在多方面产生显著经济

效果。运维成本方面，监测装置具备自动化监测和远程传输功能，减少了人工巡检的

频次和工作量，从而降低了人力成本和交通成本。停电损失方面，监测装置凭借精准

的实时监测能力与高效的故障预警机制，能够及时察觉并反馈杆塔位移异常，从而极

大程度降低因杆塔故障引发的大规模停电事故发生率。产业带动效益显著，刺激了上

下游产业链对相关技术与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了产业规模的扩张与升级，有力促进

了电力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经济良性发展。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协会团体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标准培训工作的要求和建议；关于推广应用标准的手段和方式建议；关于标准贯彻效果

检查和评估的建议。） 

为推动标准有效推广，可采取以下措施：组织专项培训，邀请专家解读标准核心

内容与技术要点，提升从业人员认知；编制图文并茂的实用手册，涵盖标准条款详解

与操作指南，方便随时查阅；开展示范项目，选取典型电力区域进行装置部署与应用，

直观展示标准实施成效；加强与行业协会、高校、企业合作推广，扩大标准影响力；

搭建在线平台，提供标准咨询、技术答疑与案例分享服务。 

在标准贯彻效果的检查和评估方面，建立定期审查制度，每年对标准执行情况进

行梳理；构建多渠道反馈机制，鼓励企业、用户提出改进建议；开展绩效评估，从装

置性能提升、运维成本降低等维度量化标准实施效果；深入进行案例分析，总结经验

与不足；引入第三方审核，确保评估结果客观公正；持续实施跟踪，及时发现标准执

行过程中的新问题并加以改进，保障标准持续发挥实效。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电力北斗杆塔位移监测装置技术要求》未涉及相关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