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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持续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保障广

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以下简称“南方区域”）

电力系统安全、优质、经济运行及电力市场有序运营，促进源网

荷储协调发展，建立用户参与的电力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新机制，

进一步规范电力辅助服务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电力监管条例》《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及技术标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电力辅助服务是指为维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保证电能质量，促进清洁能源消纳，除正常电能生产、输送、使

用外，由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光热发电、抽水

蓄能、自备电厂等发电侧并网主体，电化学、压缩空气、飞轮等

新型储能，传统高载能工业负荷、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

充电网络等能够响应电力调度指令的可调节负荷（含通过聚合商、

虚拟电厂等形式聚合）提供的服务。 



第三条 并网主体包括发电侧并网主体、负荷侧并网主体和新

型储能。其中，发电侧并网主体是指南方区域省级及以上电力调

度机构（含按省级电力调度机构管理的地市级电力调度机构）直

接调度的火电（含燃煤、燃气、燃油和生物质发电等，其中生物

质发电包括农林废弃物直接燃烧和气化发电、垃圾焚烧和垃圾填

埋气发电、沼气发电）、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光热发

电、抽水蓄能、自备电厂；地市级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容量

为 10MW 及以上火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光热发电、自

备电厂等。 

负荷侧并网主体是指南方区域地市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

直接调度的传统高载能工业负荷、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

充电网络等的可调节负荷(含通过聚合商、虚拟电厂等形式聚合)。

可调节负荷包括非直控型和直控型，直控型可调节负荷包括直控

型电力用户和直控型聚合平台，直控型聚合平台是指通过聚合商、

虚拟电厂等形式聚合多个负荷侧资源的集中控制平台。 

新型储能是指电化学、压缩空气、飞轮储能等。 

第四条 本细则主要适用于南方区域发电侧并网主体，风电、

光伏发电、新型储能和可调节负荷有关规定见相关专项实施细则，

专项实施细则中未明确的参考本细则执行。向南方区域售电的区

域外电源纳入辅助服务管理范围，条件具备时启动相关工作。具

备条件的自备电厂应配合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完成技术

改造，安装相关计量装置并接入电网端。与当地省级政府签订特



许权协议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发电机组，可继续执行现有协议；

协议期满后的次月，执行本细则。 

第五条 新建发电侧并网主体完成以下工作且具备结算条件

之后开展辅助服务结算，火电机组、自备电厂按《火力发电建设

工程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DL/T5437-2009）要求完成分部试运、

整套启动试运；新建水电机组、抽水蓄能按《水电工程验收规程》

（NB/T35048-2015）要求完成带负荷连续运行、可靠性运行；

核电机组完成分部试运、整套启动试运。 

第六条 南方区域及相关省（区）辅助服务市场化启动前，

按本细则及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执行；辅助服务市场

启动后，按照相关市场交易规则执行，有关辅助服务品种不在本

细则进行重复考核与补偿。如该品种辅助服务市场因故暂停交易，

则仍按本细则执行，直到市场化交易重启。 

第七条 能源监管机构依法对区域内并对区域内电网企业、

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和并网主体执行本细则情况进行评

估和监管。依据本细则和能源监管机构授权，电力调度机构负责

对辖区内提供辅助服务的发电侧并网主体开展管理与考核。电网

企业根据考核补偿结果，负责对相关并网主体辅助服务考核与补

偿结果开展结算。并入地方电网的发电侧并网主体的考核与补偿

结算有关规定可由省级电网企业会同地方电网企业参照本规定

另行制定，报能源监管机构审定后执行。 



第二章 定义与分类 

（一）辅助服务品种划分 

第八条 电力辅助服务的种类分为有功平衡服务、无功平衡

服务和事故应急及恢复服务。 

第九条 有功平衡服务包括调频、调峰、备用、转动惯量、

爬坡等电力辅助服务。 

1.调频是指电力系统频率偏离目标频率时，并网主体通过调

速系统、自动功率控制等方式，调整有功出力减少频率偏差所提

供的服务。调频分为一次调频和二次调频。一次调频是指当电力

系统频率偏离目标频率时，常规机组通过调速系统的自动反应、

新能源和储能等并网主体通过快速频率响应，调整有功出力减少

频率偏差所提供的服务。二次调频是指并网主体通过自动功率控

制技术，包括自动发电控制（AGC）、自动功率控制（APC）等，

跟踪电力调度机构下达的指令，按照一定调节速率实时调整发用

电功率，以满足电力系统频率、联络线功率控制要求的服务。 

2.调峰是指为跟踪系统负荷的峰谷变化及可再生能源出力

变化，并网主体根据调度指令进行的发用电功率调整或设备启停

所提供的服务。调峰分为深度调峰和启停调峰。燃煤和生物质机

组深度调峰指有功出力在其额定容量 50％以下的调峰运行方式；

核电机组深度调峰指有功功率在并网调度协议规定的最小技术

出力以下的调峰运行方式；抽水蓄能机组深度调峰指机组处于抽

水工况的调峰运行方式。燃煤、燃气、燃油、生物质机组启停调



峰指因系统调峰需要而停运（因自身原因停机除外），且在 72

小时内再次启动本机组或同一电厂内其他机组的调峰方式。对因

自身原因影响出力至有偿调峰基准以下的不作为有偿调峰。 

3.备用是指为保证电力系统可靠供电，在调度需求指令下，

并网主体通过预留调节能力，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调度指令所

提供的服务。备用分为旋转备用和冷备用。 

旋转备用是指为了保证可靠供电，由电力调度机构指定发电

侧并网主体（火电、核电、水电、光热发电，以及处于发电工况

的抽水蓄能机组）通过预留发电容量所提供的服务，旋转备用必

须在 10 分钟内能够调用。 

冷备用指并网火电、核电由于电网运行安排、可再生能源消

纳等需要，按电力调度指令停运，到接到电力调度指令再次启动

前的备用状态，冷备用时间自停机 72 小时后开始计算。因并网

主体自身原因停机的不统计冷备用时间，自检修完成后并报备用

开始计算冷备用时间。 

4.转动惯量是指在系统经受扰动时，并网主体根据自身惯量

特性提供响应系统频率变化率的快速正阻尼，阻止系统频率突变

所提供的服务。 

5.爬坡是指为应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带来

的系统净负荷短时大幅变化，具备较强负荷调节速率的并网主体

根据调度指令调整出力，以维持系统功率平衡所提供的服务。 

第十条 无功平衡服务即电压控制服务，电压控制服务是指



为保障电力系统电压稳定，并网主体根据调度下达的电压、无功

出力等控制调节指令，通过自动电压控制（AVC）、调相运行等

方式，向电网注入、吸收无功功率，或调整无功功率分布所提供

的服务。 

1.自动电压控制是指利用计算机系统、通信网络和可调控设

备，根据电网实时运行工况在线计算控制策略，自动闭环控制无

功和电压调节设备，以实现合理的无功电压分布。 

2.调相运行是指发电机不发出有功功率，只向电网输送感性

无功功率的运行状态，起到调节系统无功、维持系统电压水平的

作用。 

3.无功调节是指发电侧并网主体通过迟相运行向电力系统

注入无功功率，或进相运行从电力系统吸收无功功率所提供的服

务。 

第十一条 事故应急及恢复服务包括稳定切机服务、稳定切

负荷服务和黑启动服务。 

1.稳定切机服务是指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稳控装置正确动

作后，发电机组自动与电网解列所提供的服务。 

2.稳定切负荷（含抽水蓄能电站切泵）服务是指电网发生故

障时，安全自动装置正确动作切除部分用户负荷，用户在规定响

应时间及条件下以损失负荷来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所提供的

服务。 

3.黑启动是指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后，在无外界电源支持的



情况下，由具备自启动、自维持或快速切负荷（FCB）能力发电

机组或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所提供的恢复系统供电的服务。电

网黑启动方案明确的关键路径中黑启动电源必须按照本细则规

定开展机组黑启动功能建设。 

FCB 是指并网机组在高于某一负荷定值运行时，因内部或

外部电网故障与电网解列，瞬间甩掉全部对外供电负荷，但未发

生锅炉主燃料跳闸（MFT）的情况下，用以维持发电机解列带厂

用电或停机不停炉的自动控制功能。 

（二）辅助服务提供方式划分 

第十二条 电力辅助服务的提供方式分为基本电力辅助服务

和有偿电力辅助服务。 

第十三条 本细则所指基本电力辅助服务为发电侧并网主体

义务提供的辅助服务，无需补偿。基本电力辅助服务包括基本一

次调频、基本调峰、基本无功调节等。 

1.基本一次调频是指当电力系统频率偏离目标频率时，发电

机组通过调速系统的自动反应，调整有功出力以减少频率偏差所

提供的服务中，一次调频动作合格且实际动作积分电量未超过理

论动作积分电量 70%的部分。 

2.基本调峰是指发电机组在规定的出力调整范围内，为了跟

踪负荷的峰谷变化而有计划的按照一定调节速率调节发电机组

出力所提供的服务。燃煤、生物质机组基本调峰范围为 100％至

50％的额定容量，燃气、燃油机组以及水电机组基本调峰范围为



100％至 0 额定容量。核电机组基本调峰范围为额定容量至并网

调度协议规定的最小技术出力。抽水蓄能机组基本调峰范围为发

电工况下 100%至 0 额定容量。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

可再生能源机组及核电机组在电网安全受到影响时，应根据调度

指令参与系统调峰。燃煤机组进行扩容、环保、灵活性以及供热

改造等后，不应降低原有调峰能力。 

3.基本无功调节是指发电机组迟相功率因数在 0.9 至 1 范围

内向电力系统注入无功功率，或进相功率因数在 0.97 至 1 范围

内从电力系统吸收无功功率所提供的服务。 

本细则所指有偿辅助服务是指发电侧并网主体在基本辅助

服务之外所提供的辅助服务，通过固定补偿方式提供，包括有偿

一次调频、二次调频（包括 AGC、APC）、有偿调峰、旋转备用、

冷备用、转动惯量、爬坡、有偿无功调节、AVC、调相运行、稳

定切机、稳定切负荷、黑启动等。已开展市场化交易的电力辅助

服务，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 

第三章  提供与调用 

第十四条 电力辅助服务提供方有义务向电力调度机构申报

基础技术参数以确定电力辅助服务能力，或满足相关技术参数指标

的要求。并网主体应履行以下职责： 

1.负责自身设备的运行维护，确保具备提供符合规定标准要

求的辅助服务能力。 

2.向电力调度机构提供辅助服务能力的基础技术参数及有



相应国家认证资质机构出具的辅助服务能力测试报告。 

3.具备相应技术条件，满足本细则实施辅助服务管理的需要。 

4.根据电力调度指令提供辅助服务，或者按照辅助服务市场

交易规则提供辅助服务。 

5.根据本细则接受辅助服务的考核，缴纳辅助服务费用。 

6.参与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的并网主体，按照市场价格及辅助

服务提供量进行辅助服务结算。 

第十五条 为保证电力系统平衡、安全和清洁能源消纳，电

力调度机构应履行以下职责： 

1.按照本细则实施辅助服务管理。 

2.按照国家、行业有关标准或有关规定进行选取和调用电力

辅助服务。 

3.组织南方区域或省（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对已开展市

场化交易的电力辅助服务品种，根据市场出清结果确定提供主体。 

4.建立、维护相应的技术支持平台，满足辅助服务管理以及

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的需要。 

5.根据并网主体特性、贡献和电网实际情况，预测辅助服务

需量，并合理安排相关并网主体承担辅助服务，保证调度的公开、

公平、公正。已开展市场化交易的电力辅助服务品种，依据市场

规则组织交易，按照交易结果进行调用，并提供结算依据。 

6.评估辅助服务管理及市场运行状态，对辅助服务管理细则

及市场规则提出修改意见。 



7.紧急情况下可中止辅助服务市场交易，按照本细则调用辅

助服务，保障系统安全运行。 

8.对辅助服务调用、提供和交易等情况进行记录和统计，发

布相关信息，及时反馈并网主体提出的问题或异议。 

第四章 补偿方式与分摊机制 

第十六条 并网主体因自身原因不能提供基本辅助服务的或

因自身原因不能达到有偿辅助服务调用标准的，应接受考核，具

体考核标准和办法见《南方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按照“谁提供、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结

合南方区域电网运行需求和特性，对有偿辅助服务进行补偿和分摊。

现阶段，为电力系统运行整体服务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费用由发

电侧并网主体、市场化电力用户等并网主体共同分摊，逐步将非市

场化电力用户纳入补偿费用分摊范围。原则上，为特定发电侧并网

主体服务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费用由相关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

为特定电力用户服务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费用由相关电力用户分

摊。 

第十八条 跨省跨区送电配套电源（机组）均应根据调度关

系纳入送端或受端电力辅助服务管理，不重复参与送、受两端电

力辅助服务管理。“点对网”电源原则上纳入受端省（区）辅助服

务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另行制定“网对网”送电电量参与辅

助服务补偿细则。 

第十九条 南网总调调管的跨省跨区送电配套电源（机组）



向南方区域以外送电时，原则上仍按照《南方区域电力并网运行

管理实施细则》开展考核，但不纳入南方区域电力辅助服务补偿

和分摊。 

第二十条 跨省跨区送电配套电源（机组）参与多个省（区）

电能量交易，按受端省（区）电网实际受电量比例，纳入对应受

端省（区）辅助服务管理。 

第二十一条 跨省跨区送电配套电源（机组）在同一月内向

南方区域不同受端省（区）送电时，按照机组实际并网起止时间

和对应省（区）受电量统计辅助服务费用。 

第二十二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根据系统需要优先调用抽水

蓄能机组提供辅助服务，能力用尽方可调用其他辅助服务资源。

抽水蓄能机组当年抽发累计利用小时数超过 2700×H1 小时且抽

水累计利用小时数超过 1600×H2小时后，超出部分可纳入辅助服

务补偿。抽水蓄能机组不参与启停调峰、冷备用、旋转备用、稳

定切机和稳定切负荷辅助服务补偿。抽水蓄能机组参与其他辅助

服务时，已明确补偿标准的按规定执行，未明确补偿标准的参照

水电机组执行。电力调度机构应按月披露抽水蓄能机组优先调用

情况，并报能源监管机构。 

（一）一次调频辅助服务 

第二十三条 对机组一次调频动作合格且实际动作积分电

量超过理论动作积分电量 70%的部分进行补偿。对于小频差扰

动，机组一次调频超额积分电量月度补偿=超过理论动作积分电



量 70%的一次调频月度动作积分电量（兆瓦时）×0.5×R1（元/

兆瓦时）。对于大频差扰动，机组一次调频超额积分电量月度补

偿=超过理论动作积分电量 70%的一次调频月度动作积分电量

（兆瓦时）×10×R1（元/兆瓦时）。 

第二十四条 一次调频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

化电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数为

K1，电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K1）。 

（二）二次调频辅助服务 

第二十五条 根据调节容量、调节电量，对发电侧并网主体

提供的 AGC 服务实施补偿。风电、光伏发电、新型储能、可调

节负荷见相关专项实施细则。 

1.调节容量补偿费用= 调节容量服务供应量×R2（元/兆瓦

时），各种 AGC 控制模式均可获得容量补偿费用。 

其中，调节容量服务供应量为每日 AGC 容量服务供应量的

月度累计之和，每日 AGC 容量服务供应量为当日每个调度时段

的容量服务供应量之和，未投入 AGC 的调度时段，其容量服务

供应量为 0。 

调度时段的容量服务供应量=调度时段征用的机组 AGC 调

节容量（兆瓦）×调度时段的长度（小时） 

AGC 调节容量为机组当前出力点在 5 分钟内向上可调容量

与向下可调容量之和。 

在 96 点系统中，一个调度时段长度为 0.25 小时（15 分钟）。 



2.AGC 投调频控制模式的，调节电量补偿费用=AGC 实际调

节电量（兆瓦时）×R3（元/兆瓦时）。AGC 投其它控制模式的，

不对调节电量进行补偿。 

其中，AGC 实际调节电量为机组根据 AGC 调度指令要求比

计划发电曲线增发、减发电量绝对值之和。 

第二十六条 二次调频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

化电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数为

K2，电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K2）。 

（三）调峰辅助服务 

第二十七条 燃煤机组、生物质机组启停调峰的，每次按每

万千瓦装机容量 R4 万元的标准补偿。燃气、燃油发电机组启停

调峰的，每次按每万千瓦装机容量 0.05×R4万元的标准补偿。 

第二十八条 燃煤机组、生物质机组深度调峰服务供应量定

义为机组额定容量的 50%减去机组实际出力的差值在深度调峰

时间内的积分电量。核电机组深度调峰服务供应量定义为并网调

度协议约定的正常调节出力下限减去实际出力的差值在深度调

峰时间内的积分电量。抽水蓄能机组深度调峰服务供应量定义为，

抽水工况下按照抽水容量在抽水工况持续时段内的积分电量。 

第二十九条 燃煤机组、生物质机组深度调峰出力在额定容

量 40%-50%之间的，按照 3×R5（元/兆瓦时）的标准补偿；深度

调峰出力在额定容量 30%-40%之间的，按照 24×R5（元/兆瓦时）

的标准补偿; 深度调峰出力在额定容量 30%以下的，按照 36×R5



（元/兆瓦时）的标准补偿。核电机组深度调峰出力在额定容量

50%至并网调度协议约定的正常调节出力下限之间的，按照 3×R5

（元/兆瓦时）的标准补偿；深度调峰出力在额定容量 50%以下

的，按照 24×R5（元/兆瓦时）的标准补偿。抽水蓄能机组利用

小时达到规定值时，超出部分抽水电量按照 3%×R5（元/兆瓦时）

的标准补偿。 

第三十条 调峰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化电力用

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数为 K3，电

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 K3）。 

现阶段，市场化电力用户调峰补偿费用分摊部分，按当月用

电量比例参与辅助服务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调峰补偿费用分摊

部分，除燃煤、生物质、核电机组按时段缴纳深度调峰辅助服务

费以外，其余机组按其上网电量缴纳深度调峰辅助服务费。 

燃煤机组、生物质机组、核电机组在低谷时段外，按该时段

的积分电量缴纳深度调峰辅助服务费。燃煤机组、生物质机组、

核电机组在低谷时段按以下阶梯缴纳深度调峰辅助服务费： 

1.燃煤、生物质机组按阶梯缴纳：第一阶梯，负荷率在 40%

以下的，按该时段积分电量的 0.5 倍缴纳；第二阶梯，负荷率在

40%-50%之间的，按照实际负荷与 40%额定容量之差在该时段

积分电量加上第一阶梯电量缴纳；第三阶梯，负荷率在 50-60%

的，按照实际负荷与 50%额定容量之差在该时段积分电量的 1.5

倍加上第二阶梯电量缴纳；第四阶梯，负荷率在 60-80%的，按



照实际负荷与 60%额定容量之差在该时段积分电量的 2 倍加上

第三阶梯的电量缴纳；第五阶梯，负荷率在 80%及以上的，按

照实际负荷与 80%额定容量之差在该时段积分电量的 2.5倍加上

第四阶梯电量缴纳。 

2.核电机组按阶梯缴纳：第一阶梯，负荷率在 50%以下的，

按该时段积分电量的 0.5 倍缴纳；第二阶梯，负荷率在 50%到并

网调度协议约定的正常调节出力下限之间的，按实际负荷与 50%

额定容量之差在该时段积分电量的 1.5倍加上第一阶梯电量缴纳；

第三阶梯，负荷率在并网调度协议约定的正常调节出力下限以上

的，按实际负荷与并网调度协议约定的正常调节出力下限之差在

该时段积分电量的 2.5 倍加上第二阶梯电量缴纳。 

第三十一条 已启动现货结算运行的省（区），进入现货市

场的发电侧并网主体负荷率在并网调度协议约定正常调节出力

下限以上的，不再执行本细则深度调峰补偿规定；并网调度协议

约定正常调节出力下限以下的，仍执行本细则深度调峰补偿规定，

现货交易规则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未进入现货市场的发电侧

并网主体继续执行本细则启停调峰、深度调峰补偿规定。 

（四）旋转备用辅助服务 

第三十二条 火电及核电机组旋转备用服务供应量定义为：

当发电机组实际出力低于发电厂申报的最高可调出力时，最高可

调出力减去机组实际出力的差值在旋转备用时段内的积分。实际

有偿旋转备用补偿总金额根据电力调度机构每个时段安排的系



统旋转备用下限容量和补偿标准 R5（元/兆瓦时）计算得到，再

按火电及核电旋转备用服务供应量等比例分配。 

其中，系统旋转备用下限指由发电机组提供，可在规定时间

内调出并满足电网稳定限额约束的最小备用容量。由电力调度机

构根据系统运行需要，针对瞬间负荷波动、负荷预计偏差、设备

的意外停运等不确定事件所预留的发电侧备用要求，作为每个时

段核算系统旋转备用下限依据。 

当燃煤、生物质机组实际出力低于额定功率的 50%时，额

定功率 50%以下的出力区间，纳入深度调峰补偿，额定功率 50%

至最高可调出力的出力区间，纳入旋转备用补偿；核电机组实际

出力低于并网调度协议约定的正常调节出力下限时，并网调度协

议约定值以下的出力区间，纳入深度调峰补偿的出力区间，并网

调度协议约定值至最高可调出力的区间，纳入旋转备用补偿，两

者不叠加计算。非自身原因造成机组最高可调出力下降的，其最

高可调出力按额定功率计算。 

第三十三条 水电机组有偿旋转备用服务供应量定义为：当

发电机组预留发电容量超出 60％额定容量时，额定容量的 40％

减去机组实际出力的差值在旋转备用时间内的积分，高峰时段按

照 R5（元/兆瓦时）的标准补偿，低谷时段按照 0.5×R5（元/兆瓦

时）的标准补偿。 

第三十四条 发电侧并网主体在运行当日由于自身原因无

法按调度需要达到申报的最高可调出力时，当日旋转备用容量不



予补偿。 

第三十五条 旋转备用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

化电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数为

K4，电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 K4）。 

（五）冷备用辅助服务 

第三十六条 火电、核电机组冷备用服务补偿定义为：因电

网安排需要，当火电、核电机组根据电力调度指令停机，按照机

组额定容量与冷备用时间及 R6（元/兆瓦时）的乘积进行补偿。

对燃气和燃油机组在前款补偿的基础上加上启停调峰补偿。 

冷备用时间为并网机组解列至再次并网的时间减去 72 小时。

（燃气和燃油机组前 72 小时按启停调峰的标准补偿，72 小时之

后按冷备用标准补偿）。对于参与发电权交易的火电机组计算冷

备用时间时，应按其被替代电量与机组额定容量的比值扣除被替

代小时数。 

已启动现货市场的省（区），冷备用补偿不在本细则进行补

偿。如现货市场因故暂停交易，则仍按本细则执行，直到市场化

交易重启。 

第三十七条 冷备用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化

电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数为

K5，电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 K5）。 

（六）转动惯量辅助服务 

第三十八条 现阶段，水电机组、火电机组、核电机组、同



步调相机、抽水蓄能机组参与转动惯量补偿；其他类型发电侧并

网主体暂不纳入转动惯量补偿。 

并网主体转动惯量补偿规则如下： 

7( ) [G k G k t asyF E i R i R TRR P     ( )- ]  

其中：FG 为并网主体转动惯量补偿费用（元）。Ek(i)为并

网机组 i 的动能（MW·s）。RG(i)为并网机组 i 的惯量补偿系数

（s）：RG=Ek ÷ P，其中，P 为 15 分钟内机组实际运行功率平均

值。对火电、核电机组在并网后负荷率低于 40%且持续运行时

间在 15 分钟及以上的，惯量补偿系数为 RG。对水电机组在并网

后负荷率低于5%的，惯量补偿系数RG按5%额定装机容量计算；

负荷率在 5%~15%期间的，惯量补偿系数 RG 按实际运行功率计

算。对同步调相机，惯量补偿系数 RG为 100s。其他情况下，惯

量补偿系数为 0。Rk 为机组惯量补偿标准准入门槛定值（s），

核电、火电取 12s，抽蓄、水电取为 33s，同步调相机取为 0s。

Rt 为机组惯量补偿系数，核电、火电取 5，抽蓄、水电、同步调

相机取为 1。R7为转动惯量补偿标准（元/MW·s2·h）。T 为并网

主体补偿时间（h）。Pasy 为非同步电源渗透率在不同水平下的

惯量稀缺补偿系数：非同步电源渗透率＜40%时，Pasy=0；40%≤

非同步电源渗透率＜60%时，Pasy=1；60%≤非同步电源渗透率＜

70%时，Pasy=5；非同步电源渗透率≥70%时，Pasy=10。 

第三十九条 转动惯量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

化电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数为



K6，电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 K6）。 

（七）爬坡辅助服务 

第四十条 当前爬坡辅助服务暂不启动，由电力调度机构根

据实际需要报请能源监管机构同意后，启动相关省（区）爬坡辅

助服务，并给予参与爬坡辅助服务的发电企业补偿。爬坡补偿费

用由新能源发电企业按照预测偏差比例分摊。 

（八）自动电压控制（AVC）辅助服务 

第四十一条 对经电力调度机构验收合格，并投入 AVC 闭

环运行的发电侧并网主体和独立储能电站进行容量补偿和效果

补偿，容量补偿标准为 R8 万元/每月/每台（场站），效果补偿按

以下规则进行评价。 

1.自动电压控制（AVC）服务按机组（场站）计量。 

2.装设 AVC 装置的机组（场站），AVC 投运率、AVC 调节

合格率均在 98%以上的，按机组（场站）容量和投用时间进行

补偿，低于上述指标的不进行补偿： 

AVC 效果补偿费用=（λ 调节-98%）×PN×R9×TAVC/（100%-98%） 

式中，λ 调节为机组（场站）AVC 调节合格率；PN为机组（场

站）容量（MW）；R9为 AVC 效果补偿标准；TAVC为机组（场站）

AVC 投用时间，单位为小时。 

第四十二条 自动电压控制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

市场化电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

数为 K7，电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 K7）。 



（九）无功调节辅助服务 

第四十三条 对发电侧并网主体迟相运行注入无功服务供

应量按照 R10（元/兆乏小时）的标准补偿；对发电侧并网主体进

相运行吸收无功服务供应量按照 15×R10（元/兆乏小时）的标准

补偿。  

第四十四条 迟相运行注入无功服务供应量为：发电侧并网

主体按照电力调度机构下发的电压曲线或指令，迟相功率因数低

于 0.90 时多注入系统的无功电量。 

进相运行吸收无功服务供应量定义为：发电侧并网主体按照

电力调度机构下发的电压曲线或指令，进相功率因数低于 0.97

时多吸收系统的无功电量。 

发电侧并网主体实际吸收或注入的无功电量由调度自动化

系统有功、无功电力采集量积分得出。 

第四十五条 无功调节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

化电力用户共同分摊，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

分摊系数为 K8，电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 K8）。 

（十）调相辅助服务 

第四十六条 现阶段，对调相机不发出有功功率，只向电网

输送感性无功功率服务供应量按照 R10（元/兆乏小时）的标准补

偿。 

第四十七条 调相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化电

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数为 K9，



电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 K9）。 

（十一）稳定切机切负荷辅助服务 

第四十八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根据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需要，

制定稳定切机、稳定切负荷控制方案，合理确定稳定控制切机组、

切负荷对象，按照电力调度机构稳控装置传动计划开展传动试验，

并经电力调度机构认可。现阶段，将昆柳龙、牛从、楚穗、普侨、

新东、金中、永富、鲁西、禄高肇和新安直流稳控系统，宝峰、

和平主站稳控系统以及贵州交流北通道稳控系统所控制机组纳

入稳定切机辅助服务；将昆柳龙直流受端电力用户纳入稳定切负

荷辅助服务。后续由电力调度机构根据实际需要报请能源监管机

构同意后, 启动相关稳定切机切负荷辅助服务。 

稳定切机服务费用分为能力费和使用费。对符合规定的稳定

切机服务机组，从传动试验合格次月开始按照 R11（万元/每年/

每台）的标准补偿稳定切机能力费。对处于计划检修、非计划停

运等状态无法提供稳定切机辅助服务的机组，扣减其相应时段的

稳定切机补偿费用。稳定切机使用费每次补偿标准为 R12（元/

兆瓦时）。 

稳定切负荷服务费用分为能力费和使用费。对符合规定的稳

定切负荷服务主体，从传动试验合格次月开始按照 R13（万元/

每年/兆瓦）的标准补偿稳定切负荷能力费。对处于检修等状态

无法提供稳定切负荷辅助服务的电力用户，扣减其相应时段的稳

定切负荷补偿费用。稳定切负荷使用费每次补偿标准为 R14（元



/兆瓦时）。 

对指定提供稳定切机的发电侧并网主体和稳定切负荷的电

力用户，在无法满足技术指标要求、未按时进行稳定切机切负荷

功能自检、未开展传动试验或传动试验不合格的，对应时段的稳

定切机、切负荷服务不予补偿，直至条件具备后恢复补偿。 

第四十九条 稳定切机补偿费用由送端省（区）发电侧并网

主体和市场化电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

分摊系数为 K10，电力用户分摊系数为（1- K10）。稳定切负荷补

偿费用由受端省（区）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化电力用户按照分

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数为 K11，电力用户分

摊系数为（1- K11）。 

（十二）黑启动辅助服务 

第五十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根据系统安全需要，制定黑启动

方案，合理确定关键路径黑启动电源，并与黑启动电源点所在发

电侧并网主体签订黑启动技术协议（协议应约定黑启动技术性能

指标要求，包括黑启动电源点的设备配置、响应时间等）。签订

协议后，发电侧并网主体须委托具备国家认证资质机构开展黑启

动试验且试验合格并经电力调度机构认可，由电力调度机构将黑

启动协议和黑启动试验合格报告报能源监管机构备案后次月纳

入黑启动补偿。 

未列入黑启动方案的并网主体可自愿申请建设黑启动功能，

电力调度机构应按照公平开放、安全高效原则，规范申请流程、



时限要求和评估标准，定期披露纳入黑启动功能建设的并网主体

清单。 

提供黑启动服务的发电侧并网主体每半年自检一次黑启动

试验，每年委托具备国家认证资质机构进行一次黑启动试验（发

电侧并网主体大修后必须进行一次黑启动试验），并经电力调度

机构认可；对具有 FCB 功能的火电机组，每 6 年或每次 A 类检

修期间应至少完成一次 100% 额定容量的 FCB 功能试验，并经

电力调度机构认可。 

第五十一条 黑启动（含 FCB）服务费用分为能力费和使用

费。对符合规定的黑启动电源点，从试验合格次月开始按照每月

R15（万元/台，万元/万千瓦）的标准补偿黑启动能力费。黑启动

电源点处于计划检修、非计划停运等无法提供黑启动辅助服务时，

对相应时段（以小时为单位）的黑启动补偿费用予以减扣。 

黑启动（含 FCB）使用费的补偿标准为 R16（万元/台次）。 

第五十二条 当指定提供黑启动（含 FCB）服务的并网发电

机组无法满足技术协议约定指标要求、未按时进行黑启动机组自

检、未由具备国家认证资质机构开展试验或黑启动试验不合格的，

当月黑启动服务不予补偿，直至条件具备后的次月恢复补偿。 

第五十三条 黑启动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化

电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共同分摊，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系数为

K12，市场化用户分摊系数为（1-K12）。 



第五章 统计与结算 

第五十四条 电力调度机构按要求统计辅助服务提供和使

用情况。辅助服务考核与补偿数据以辅助服务能力测试报告及调

度自动化系统、电力需求侧系统记录为准。辅助服务考核与补偿

数据包括发电侧和需求侧电能量计量装置的数据、调度自动化系

统记录的调度指令、实际有功（无功）出力，调度计划曲线、电

网频率、省际联络线实际交换功率曲线、电压曲线等。 

第五十五条 发电侧并网主体应建设辅助服务考核与补偿、

市场化交易配套系统和通讯系统等厂内配套装置，电力调度机构

应予以指导和配合。 

第五十六条 按照分省（区）平衡、专门记账、收支平衡的

原则，在各省（区）单独建立辅助服务补偿台账，实行专项管理，

台账内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并网主体提供辅助服务的补偿费用。 

第五十七条 电网企业应在辅助服务考核与补偿费用、辅助

服务市场交易费用结算等过程中履行以下职责： 

1.建立和管理辅助服务补偿台账，保证台账记录真实、准确

和完整。 

2.按照本细则规定，根据经电力调度机构确认并由电力交易

机构对外最终披露的辅助服务补偿凭据、辅助市场交易凭据等结

果，向并网主体出具辅助服务费用的结算凭据，在电量电费结算

环节代为结算。 

3.定期公布台账的记录信息。 



4.及时答复并网主体提出的相关异议。 

5.定期对辅助服务补偿、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等辅助服务费用

结算情况进行统计，按月报能源监管机构。 

6.具备相应技术条件，满足本细则实施辅助服务管理的需要。 

第五十八条 同时与多个省级电网企业有购售电合同关系

的并网主体所提供的有偿辅助服务供应量按其在各省级电网落

地电量的比例分摊，按落地省份的标准补偿或缴纳费用，分别与

各相关省级电网企业结算。 

第五十九条 对省（区）内并网主体辅助服务的补偿，由购

电省份的电网企业与并网主体进行结算。对区外电源辅助服务的

补偿，由购电省份的电网企业与区外售电主体进行结算。 

第六十条 有偿一次调频、二次调频、有偿调峰、旋转备用、

冷备用、转动惯量、爬坡、自动电压控制（AVC）、有偿无功调

节、稳定切机、稳定切负荷、黑启动等辅助服务品种单独进行平

衡，各品种平衡后的费用之和作为各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化电

力用户辅助服务结算费用。 

第六十一条 辅助服务补偿台账资金来源包括：新建发电机

组调试运行期差额资金的 50%，符合国家以及地方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资金，不足部分按照省（区）内

收支平衡的原则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化电力用户共同缴纳。 

第六十二条 差额资金使用原则如下：当年新建发电机组调

试运行期差额资金的 50%用作次年的辅助服务补偿资金。电网



企业应规范做好差额资金的统计和管理工作，于次年 1 月开始，

按当月实际发生的辅助服务补偿费用进行逐月滚动分配，直至该

项资金分配完毕为止。如年末差额资金仍有剩余，则滚动到下一

年度继续使用。差额资金使用情况应每年报能源监管机构备案。 

第六十三条 现阶段，各辅助服务品种单独进行平衡，补偿

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和市场化电力用户按照分摊系数或原则

分摊。其中：市场化电力用户分摊部分按当月用电量比例承担，

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部分按当月上网电量比例承担。同时与多个

省级电网企业有购售电合同关系的发电侧并网主体按其在各省

级电网当月落地电量缴纳。 

发电侧并网主体当月各辅助服务品种结算费用等于该主体

当月该辅助服务品种补偿费用减去该辅助服务品种应缴纳的辅

助服务费用。市场化电力用户当月电费账单中应单独列支电力辅

助服务费用。 

除调峰补偿外，发电侧并网主体各辅助服务品种月度应缴纳

的辅助服务费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式中， 为第 个发电侧并网主体应缴纳的辅助服务费用，

为第 个发电侧并网主体当月上网电量（其中，同时与多个省级

电网企业有购售电合同关系的发电侧并网主体为其在各省（区）

落地电量），F 为月度该辅助服务品种总费用， k 为发电侧并网



主体分摊系数， 为当月纳入区域内某省（区）“两个细则”管理

的发电侧并网主体个数。 

市场化电力用户各辅助服务品种月度应缴纳的辅助服务费

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式中， iy 为第 个市场用户应缴纳的辅助服务费用， iq 为第

个市场用户当月用电量，F 为月度该辅助服务品种总费用， 为

当月某省（区）市场化用户个数。 

并网主体辅助服务结算费用为各辅助服务品种结算费用之

和。 

现阶段，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和直控型聚合平台（不含其代

理的电力用户）不参与电力辅助服务费用分摊。 

第六十四条 现阶段，市场化电力用户按照各项辅助服务费

用分摊标准直接参与辅助服务费用分摊，在当月电费账单中单独

列支。待技术条件成熟后，电力用户可与代理其参与电力中长期

交易的售电公司，或负荷聚合商、虚拟电厂等聚合平台签订委托

代理协议，按照公平合理原则协商确定分摊方式，参与电力辅助

服务。 

第六十五条 有偿辅助服务按月统计和结算，与下一个月电

量的电费结算同步完成。区外电源的辅助服务补偿费用与应缴纳

辅助服务费用的结算与跨区域电能交易电费结算同步完成。 

第六十六条 电力调度机构对辖区内电力辅助服务补偿与



分摊、市场化交易等情况按月记录、统计和分析，向电力交易机

构推送相关数据，由电力交易机构向电网企业、并网主体和市场

化电力用户公布，由各省级电网企业代为结算，结算过程如下： 

（一）并网主体与电力调度机构确认电力辅助服务补偿与分

摊相关数据；电力调度机构向相应的结算各方出具补偿凭据。 

（二）各省级电网企业按本细则相关条款规定计算并网主体

辅助服务补偿和分摊费用，计算并网主体和电力用户辅助服务结

算费用。 

（三）各省级电网企业出具结算凭据（含辅助服务净收入、

辅助服务补偿费用、缴纳辅助服务费用等），并网主体按结算凭

据开具发票，并网主体与电网企业间按国家有关规定和相关合同

结算。 

第六章  信息披露 

第六十七条 信息披露应当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易于使用的原则，披露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补偿/分摊、种类、

调度单元等信息类型。信息披露主体对其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负责。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应保存辅助服务管

理数据至少两年。 

第六十八条 电力交易机构负责通过信息披露平台向所有

市场主体披露相关考核和返还结果，制定和完善信息披露标准格

式，开放数据接口（相关披露内容见《南方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

理实施细则》附录 5）。 



第六十九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于每月 7 日前（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下同），在相关技术支持系统向调管范围内并网主体公布

上月辅助服务费用明细初步结果，并提供相关数据便于并网主体

计算与核对。并网主体应及时开展数据核对，如存在异议，原则

上应在当月 11 日前向电力调度机构提出复核（含考核豁免）申

请。电力调度机构原则上应在当月 15 日前完成复核并予以答复。

电力调度机构应于当月 18 日前向电力交易机构推送补偿和分摊

公示信息，电力交易机构应于 20 日前向所有市场主体公示。并

网主体对公示有异议的，应于 22 日前向电力调度机构提出复核

申请，电力调度机构应于 25 日前进行核实并予以答复，电力交

易机构应于 26 日前根据电力调度机构最终确认结果发布最终补

偿和分摊结果，同步推送电网企业开展结算。 

并网主体对电力调度机构发布的补偿和分摊结果仍有异议

的，可向能源监管机构提出申诉，经能源监管机构认定后，相关

费用在后续月份补偿和分摊结果中予以多退少补。 

第七章  监督与管理 

第七十条 能源监管机构负责电力并网运行的监督与管理，

监管本细则的实施，组织对电力调度机构和电力交易机构的执行

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管。并网主体可通过 12398 监管热线、微信公

众号和电子邮箱等多种形式向能源监管机构反馈问题和线索。 

（一）建立常态化分级监督管理机制 

1.南网总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每年对上一年执行本细则情



况开展自查自纠，并于 3 月底前形成自查报告报能源监管机构。 

2.南网总调每年对上一年各中调执行本细则情况进行评价，

并于 3 月底前将评价结果报能源监管机构。各中调对辖区内各地

调执行本细则情况进行评价，并于 3 月底前将评价结果报能源监

管机构。 

3.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每年对各省级电力交易机构执行本细

则情况进行评价，并于 3 月底前将评价结果报能源监管机构。 

4.能源监管机构根据评价排序结果和发现的问题，对相关单

位采取约谈、通报或责令整改等措施。 

（二）不定期组织专项督查和监管 

1.能源监管机构结合实际情况和相关问题线索，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重点围绕考核豁免、电费结算、运行管理、安全

管理以及新型主体并网管理等方面，不定期组织对电网企业、电

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和并网主体执行本细则情况开展专项

督查和监管。 

2.能源监管机构视情况需要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两个细

则”及辅助服务市场技术支持系统中有关算法、功能与本规则一

致性进行核查。 

第七十一条 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协调机制。并网主

体与电力调度机构、电网企业之间对辅助服务费用计算、统计、

补偿、分摊和费用结算等方面存在争议的，应将争议问题提交电

力调度机构、电网企业，并抄送能源监管机构；电力调度机构、



电网企业应对并网主体提出的争议或问题，组织开展核查，以书

面形式向并网主体反馈意见或建议；双方仍不能达成一致的，可

提交能源监管机构依法协调和裁决。并网主体与南网总调、南方

电网公司之间存在争议的，由南方能源监管局会同有关单位依法

协调和裁决。 

第七十二条 健全并网调度协议和交易合同备案制度。省级

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并网主体与电网企业应定期签

订并网调度协议和相关交易合同，并在协议（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能源监管机构备案。与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和相关交易合同的，向国家能源局备案，并抄

送南方能源监管局。 

第七十三条 建立电力调度运行管理情况书面报告制度。电

力调度机构应梳理“两个细则”中各项信息报送要求，一并形成月

度和季度报告。省级以上电力调度机构应于次月 10 日前向能源

监管机构报告上月电力调度运行管理情况。南网总调应在每季度

次月 20 日前向国家能源局报告电力调度运行管理情况，并同时

报南方能源监管局（相关报告模板参见《南方区域电力并网管理

实施细则》附录 6）。 

第七十四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按要求在电力调度交易与市

场秩序厂网联席会议上通报电力辅助服务管理情况。 

第七十五条 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和并网主体应如实报

送与监管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按国家规定如实公开有关信



息。电网企业应当按能源监管机构的规定将与监管相关的信息系

统接入能源监管信息系统。 

第七十六条 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和并

网主体要明确承接本细则相关工作的部门和岗位，制定内部工作

流程，按照要求做好管理工作，如有问题及时向能源监管机构报

告。 

第七十七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定期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评

估本细则执行情况，并在征求相关并网主体意见后，向能源监管

机构提出相关建议。能源监管机构根据有关建议和实际情况需要

及时调整和完善有关条款及考核标准。 

第八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 本细则电力辅助服务相关参数见附表 1。 

第七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原《关

于印发<南方区域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及<南方区域

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2020 年版）的通知》（南

方监能市场〔2020〕420 号）同时废止。 

第八十条 本细则由南方能源监管局会同云南、贵州能源监

管办负责解释。 



附表 1 

 

参数类型 
细则中对应的

符号 
单位 广东省 广西区 云南省 贵州省 海南省 

当年累计抽发利用小时数 

调节系数 
H1 - 1 1 1 1 1 

当年累计抽水利用小时数 

调节系数 
H2 - 1 1 1 1 1 

一次调频超额积分电量补偿

标准 
R1 元/兆瓦时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AGC服务调节容量补偿标准 R2 元/兆瓦时 12 5 5 10 10 

AGC服务调节电量补偿标准 R3 元/兆瓦时 80 20 40 80 80 

启停调峰补偿标准 R4 万元/万千瓦 2.5 2 2 2.5 2 

旋转备用补偿标准 R5 元/兆瓦时 33 16.5 
27.6（火电）

/66.5（水电） 
9.9 24.8 

冷备用补偿标准 R6 元/兆瓦时 5 5 2.5 5 5 

转动惯量补偿标准 R7 元/兆瓦秒方时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自动电压控制（AVC）容量补

偿标准 
R8 万元/每月/每台 0.5 0.5 0.5 0.5 0.5 

自动电压控制（AVC）效果补

偿标准 
R9 元/兆瓦时 0.1 0.1 0.1 0.1 0.1 

迟相运行无功调节补偿标准 R10 元/兆乏小时 1 1 1 1 1 



参数类型 
细则中对应的

符号 
单位 广东省 广西区 云南省 贵州省 海南省 

稳定切机补偿标准能力费 R11 万元/每年/每台 2 2 1.5 1.5 2 

稳定切机补偿标准使用费 R12 元/兆瓦时 
火电 400 

水电 130 

火电 400 

水电 130 

火电 300 

水电 100 

火电 300 

水电 100 

火电 400 

水电 130 

稳定切负荷补偿标准能力费 R13 万元/每年/兆瓦 0.1 0.1 0.1 0.1 0.1 

稳定切负荷补偿标准使用费 R14 元/兆瓦时 1584 792 1325 475 1190 

黑启动服务能力补偿标准 
R15-1 非 FCB 机组：万元/月/台 

30（火电）/3

（水电） 

30（火电）/3

（水电） 

30（火电）/3

（水电） 

30（火电）/3

（水电） 

30（火电）/3

（水电） 

R15-2 FCB 机组：万元/万千瓦/月 0.1 0.1 0.1 0.1 0.1 

黑启动服务使用补偿标准 R16 万元/台次 480 360 300 300 150 

一次调频分摊系数 K1 - 0.5 0.5 0.5 0.5 0.5 

二次调频分摊系数 K2 - 0.5 0.5 0.5 0.5 0.5 

调峰分摊系数 K3 - 0.5 0.5 0.5 0.5 0.5 

旋转备用分摊系数 K4 - 0.5 0.5 0.5 0.5 0.5 

冷备用分摊系数 K5 - 0.5 0.5 0.5 0.5 0.5 

转动惯量分摊系数 K6 - 0.5 0.5 0.5 0.5 0.5 

自动电压控制分摊系数 K7 - 0.5 0.5 0.5 0.5 0.5 

无功调节分摊系数 K8 - 0.5 0.5 0.5 0.5 0.5 

调相分摊系数 K9 - 0.5 0.5 0.5 0.5 0.5 

稳定切机分摊系数 K10 - 0.5 0.5 0.5 0.5 0.5 

稳定切负荷分摊系数 K11 - 0.5 0.5 0.5 0.5 0.5 



参数类型 
细则中对应的

符号 
单位 广东省 广西区 云南省 贵州省 海南省 

黑启动分摊系数 K12 - 0.5 0.5 0.5 0.5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