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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规范《移动电源车运维管理技术规范》的编制任务来自北京市

电力行业协会。

本规范由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2.起草单位

本规范的起草单位：

3.主要起草人

本规范的主要起草人：

二、规范制定的必要性和目的

1.规范制定的必要性

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是确保首都配电网连续、稳定、可靠供

电的重要应急装备，承担着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电保障职责，灾害

情况下可快速响应、紧急投入供电保障，恢复人民日常产生活用电。

随着社会发展，供电抢修及重大活动保障对移动电源车的需求进一步

加大，为规范移动电源车作业规范，提高行业安全服务标准，制定电

源车运维管理技术规范非常必要的。制定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管

理技术规范，将填补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行业运维管理方面空白，

改善安全运行管理工作，提高行业运维管理效率。移动电源车（柴油

机类）行业丰富的技术储备、完善的行业管理，将是首都重大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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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技术保障，也将完善首都广大电力用户的安全用电需求。

2.规范制定的目的

本规范的制定是为了引导和规范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的应用；

本规范的制定是为了提高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安全运行的可

靠性，强化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的安全性。

本规范的制定是为了推进柴油机式应急电源车运维管理专业化。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柴油机式应急电源车行业现状调研

2023 年 9 月中旬起北京电力协会应急抢修基地对发电车行业现

状调研，根据调研结果，提出团体标准建议书。

2.柴油机式移动电源车标准提案

2023 年 11月 3日在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电力应急抢险基地会议

室召开柴油机式移动电源车标准提案会议，北京电力协会标准化委员

会对项目进行审查，并审议批准。

3.征集标准参编单位和参编专家

2023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征集《柴油机

式移动电源车管理技术规范》标准参编单位和参编专家的通知。

4.团体标准起草启动大会

2023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电力应急抢险基地会

议室召开启动大会。确立了新团标名称《移动电源车运维管理技术规

范（柴油机类）》大纲；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名单；参编专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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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专家名单。

6.团体标准草案第一次专家研讨会

2024 年 01 月 12 日召开《移动电源车运维管理技术规范（柴油

机类）》草稿初审会。会上讨论电源车照明度，车配电缆长度等技术

标准，核实引用文件有效性，电源车操作规范的广泛适用性。

7.团体标准修改稿第二次专家研讨会

2024 年 02 月 27 日在北京市丰台区水衙沟路 198 号（北京市电

力行业协会电力应急抢险基地会议室）召开《移动电源车运维管理技

术规范（柴油机类）》第二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对标准草稿深刻研讨，

对引用规范性文件、人员资质、发电车排放标准等技术标准提出了修

改意见，并对后续团标编制的工作给予了指导。

8.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2024 年 3月 xx 日，正式开展《移动电源车运维管理技术规范（柴

油机类）》（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征集工作，征求意见时间为 30 天，

同时在北京电行业协会的网站上在全市的范围展开团体标准意见的

征集工作。

13.团体标准反馈意见的汇总整理

2024 年 x月 xx 日完成《移动电源车运维管理技术规范（柴油机

类）（征求意见稿）》返回意见的汇总和整理工作，对征求意见单位的

意见反馈情况进行了沟通、统计和分析，对反馈的每一条意见进行了

整理、分析和归纳，合并了相同意见，形成了《移动电源车运维管理

技术规范（柴油机类）（征求意见稿）意见汇总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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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团体标准反馈意见沟通会

2024 年 x月 xx日在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电力应急抢险基地会议

室，组织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对目前已返回的意见逐条进行了讨论、分

析，统一了各起草单位对每条反馈意见的处理意见和建议，给出了初

步的回复。

四、制定规范的原则和依据

1.编制原则

1）遵循有关法律、政策的原则，制定本规范要求遵循国家有关

法律的要求，配合国家、北京市的相关关政策规定。

2）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

尽可能使该标准与原有普遍使用的标准兼容；

3）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可靠

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原则，尽可能使标准满足多目标要求；

4）系统分析国内外现行相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以及分析电力需求侧管理技术，在充分调研和用户交流基

础上开展规范编制工作，尽可能使该规范符合实际现状和满足未来应

用需求。

2.制定依据

本规范编制的主要参考依据有：

GBT 20004.1-2016 《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

GB/T 2820.10-2002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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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136-2006 内燃机电站通用试验方法

GB/T 12786-2021 自动化内燃机电站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20.1-2022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10

部分：噪声的测量（面包法）

GB 13954-2009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

GB 36886-2018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2820.5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5 部分发电机组

JB/T 10303-2001 工频柴油发电机组技术条件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与国家标准的关系

国家标准无

2.与北京市地方标准的关系

北京市地方标准无

3.与行业标准的关系

行业标准无

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其说明

1.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的设备技术要求、运行维

护管理、施工现场工作流程和现场应急处置。规定了移动电源车（柴

油机类）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运行管理、维护保养、

现场应急处置及安全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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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的框架

本规范内容主要包括：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的技术要求、移动电源车（柴油

机类）使用范围、施工前准备规范、现场操作流程及规范、移动电源

车的维护保养、移动电源车的应急处置、安全规范、附录。

3.主要条款说明

（1）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除引用 GB/T 2900.55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外，主要界定了

“重大活动”、“重要电力用户”有关术语和定义。

（2）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的技术要求

本章说明了移动电源车的配备技术要求。总体规定了装载车辆技

术参数要求，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发电机组技术要求，移动电源

车人员配置，移动电源车从业人员资质要求；

（3）移动电源车移动场景

本章明确了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主要作业范围，包括：应

急保障、重大活动保电、移动用电、临时用电。

（4）移动电源车施工作业流程

主要从施工前准备工作、现场操作流程及规范两大方面，对移

动电源车（柴油机类）实际操作和工作流程制定安全规范。从技术理

论上梳理了现场施工步奏，明确了工作中危险点防控，合理规范移动

电源车施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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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移动电源车的维护保养

本章主要规范了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日常维护保养、检查；

东季、夏季设备维护；特殊重大活动保电前的维护要求。

（6）移动电源车应急处置

本章明确说明了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所遇到的特殊情况下

应进行的应急处置方式和操作，包括：一般应急处置、消防应急处置、

触电应急处置、意外伤害应急处置。

（7）移动电源车安全规范

本章明确了移动电源车（柴油机类）涉及的安全规范，对作业

人员、车辆行驶、设备操作方面都制定了详细安全规范，以避免移动

电源车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参与供电抢修及重大活动保电时出现安全

事故。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实施本标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本规范的颁布和实施，对移动电源车相关方不会过大增加成本费

用。能够指导、规范移动电源车抢修工作流程，对移动电源车供电抢

修作业、重大活动保电值守提供技术支撑。规范移动电源车（柴油机

类）设备平时的运行维护，延长设备运行寿命，增加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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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效益

本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可以促进移动电源车行业的进步，提高安

全运行技术、改善安全运行管理工作、提高运维管理效率。促进运维

管理工作完善和提高，使行业规范化工作有据可循，提高首都供电运

行的抢修效率，增加首都重大活动供电保障的安全可靠性，对北京“四

个中心”建设有显著支撑作用。

九、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由于本规范为国内首次制定，在推行过程中尚需要进行规范的普

适性、完备性等方面的论证，因此，建议先将本规范作为推荐性标准

进行施行，待经过实践论证后再考虑将其作为强制性规范进行实施。

十、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本标准为推荐性规范，不存在强制执行风险。

十一、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规范的颁布与实施，将有利于规范和指导移动电源车（柴油机

类）参与电力供电保障及抢修工作，可作为移动电源车参与北京重大

活动保电及供电抢修工作的标准依据，同时作为政府及行业管理和提

升移动电源车行业服务工作的有力手段。

建议：

1.应加强本规范的宣贯工作，将本规范作为指导和规范移动电源

车行业运行、发展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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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应根据本规范进行移动电源车行业正规化的建设，开展供

电保障及抢修的规范化工作，提升企业服务水平。

3.政府可依据本规范加强对移动电源车行业的监督和管理。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起草单位
	3.主要起草人

	二、规范制定的必要性和目的
	1.规范制定的必要性
	2.规范制定的目的

	三、主要工作过程
	四、制定规范的原则和依据
	1.编制原则
	2.制定依据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与国家标准的关系
	2.与北京市地方标准的关系
	3.与行业标准的关系

	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其说明
	1.适用范围
	2.规范的框架
	3.主要条款说明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八、实施本标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2 社会效益

	九、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十、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十一、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