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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 DL/T837-2003 的修订。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较，主要有以下变化： 

——对计划停运重新进行了定义,由原来“设施由于大修、小修、试验、清扫和改造施工的需要而

有计划安排的停运状态”修改为“在年度、季度、月度检修计划上安排的停运状态，分为大

修、小修、试验、清扫和改造施工”，见第 2.1.2.1 条；  

——对第一类非计划停运，保留其中一部分内容，将“另：处于备用状态的设施，经调度批准进

行检修工作时，若检修工作超过调度规定的时间，则超过规定时间的停运部分”删掉，见第

2.1.2.2.1 条； 

——对第四类非计划停运重新进行了定义，将“并且检修工作时间在调度批准时间内的停运”删

掉，见第 2.1.2.2.4 条； 

——对组合电器的类型做了详细分类，并做了说明，见第 4.1 条； 

——对统计单位“套”的定义做了修改，修改为“套，指一个变电（升压）站内通过壳体及盆式绝

缘子封闭连接或者通过架空连接线（电缆）相连接的一个或多个间隔称为一套组合电器”,

见第 4.2 条； 

——增加了间隔的概念，并给出了组合电器间隔的功能分类，见第 4.2 条； 

——组合电器指标除保留原来单元件指标、某套组合电器指标、多套组合电器指标计算以外，增

加了按间隔计算的指标。见第 5.4.1.1.2 条、第 5.4.1.1.3 条、第 5.4.1.1.4 条、第 5.4.1.2.2 条、

第 5.4.1.2.3 条、第 5.4.1.2.4 条、第 5.4.2 条、第 5.4.3 条。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行业可靠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可靠性管理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小正、蒋锦峰、陈丽娟、程学庆、李玉生。 

本标准实施后代替 DL/T837-2003。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

条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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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设施可靠性评价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输变电设施可靠性统计办法和评价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发、输、供电企业输变电设施功能的可靠性评价。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使用  active 

设施自投产之日起，即作为统计对象进入使用状态。使用状态分为可用状态和不可用状态。状态

分类见图 1，状态英文及缩写参见附录 A。 

 

图 1 状态分类 

2.1.1  

可用  available 

设施处于能够完成预定功能的状态，分为运行状态和备用状态。 

2.1.1.1  

运行 in service 

设施与电网相联接，并处于带电的状态。 

2.1.1.1.1  

带电作业 live-line operation 

在设施带电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维护维修、更换部件和消除缺陷的作业。 

2.1.1.2   

备用 reserve shutdown 

设施可用，但不在运行的状态，分为调度停运备用状态和受累停运备用状态。 

可用 A 

运行 S(包括：带电作业 LO) 

备用 R
调度停运备用 DR 

受累停运备用 PR 

不可用 U 

使用 ACT 

计划停运 PO

非计划停运 UO

大修停运 PO1

小修停运 PO2 

试验停运 TO

清扫停运 CO

改造施工停运 RCO

第一类非计划停运 UO1 

第二类非计划停运 UO2 

第三类非计划停运 UO3 

第四类非计划停运 UO4 

强迫停运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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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   

调度停运备用 dispatching reserve shutdown 

设施本身可用，但因系统运行方式的需要，由调度命令而备用者。 

2.1.1.2.2  

受累停运备用 passive reserve shutdown 

设施本身可用，但因相关设施的停运而被迫退出运行状态者。 

2.1.2  

不可用 unavailable 

设施不论何种原因引起不能完成预定功能的状态，分为计划停运状态和非计划停运状态。 

2.1.2.1   

计划停运 planned outage 

在年度、季度、月度检修计划上安排的停运状态，分为大修、小修、试验、清扫和改造施工。 

2.1.2.1.1  

大修停运 planned outage 1  

在年度检修计划上安排的检修时间较长的计划停运。 

2.1.2.1.2  

小修停运 planned outage 2  

在年度、季度、月度检修计划上安排的检修时间相对较短的计划停运。 

2.1.2.1.3  

试验停运 test outage 

事先经主管部门批准对各类设施进行试验的停运。 

2.1.2.1.4  

清扫停运 clean outage 

为清除设施外绝缘污秽进行的季节性停运。 

2.1.2.1.5  

改造施工停运 reform construction outage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或电网新建、扩建引起的线路迁移或升高杆塔等施工改造，以及由于扩容、绝

缘改造、变压器的无励磁调压改有载调压等改造施工引起的停运。 

2.1.2.2   

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 

设施处于不可用而又不是计划停运的状态，分为第一类非计划停运状态、第二类非计划停运状态、

第三类非计划停运状态和第四类非计划停运状态。 

2.1.2.2.1   

第一类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 1 

设施立即从可用状态改变到不可用状态。 

2.1.2.2.2   

第二类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 2 

设施虽非立即停运，但不能延至 24h 以后停运者（从向调度申请开始计时）。 

2.1.2.2.3   

第三类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 3 

设施能延迟至 24h 以后停运。 

2.1.2.2.4   

第四类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 4 

对计划停运的各类设施,若不能如期恢复其可用状态,则超过预定计划时间的停运部分记为第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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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计划停运。计划停运时间为调度最初批准的停运时间。处于备用状态的设施，经调度批准进行检修

工作的停运，也应记为第四类非计划停运。 

2.1.2.2.5   

强迫停运 forced outage 

设施的第一类、第二类非计划停运均称为强迫停运。 

2.2  

可用小时 availible hours 

设施处于可用状态下的小时数。 

2.2.1   

运行小时 service hours 

设施处于运行状态下的小时数。 

2.2.2   

备用小时 reserve shutdown hours 

设施处于备用状态下的小时数。 

2.2.2.1   

调度停运备用小时 dispatching reserve shutdown hours 

设施处于调度停运备用状态下的小时数。 

2.2.2.2  

受累停运备用小时 passive reserve shutdown hours 

设施处于受累停运备用状态下的小时数。 

2.3  

不可用小时 unavaiable hours 

设施处于不可用状态下的小时数。 

2.3.1  

计划停运小时 planned outage hours 

设施处于计划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1.1   

大修停运小时 planned outage hours 1 

设施处于大修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1.2   

小修停运小时 planned outage hours 2 

设施处于小修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1.3   

试验停运小时 test outage hours 

设施处于试验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1.4   

清扫停运小时 clean outage hours 

设施处于清扫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1.5   

改造施工停运小时 reform construction outage hours 

设施处于改造施工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2   

非计划停运小时 unplanned outage hours 

设施处于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DL/T837—2012 

 
4 

2.3.2.1   

第一类非计划停运小时 unplanned outage hours 1 

设施处于第一类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2.2   

第二类非计划停运小时 unplanned outage hours 2  

设施处于第二类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2.3   

第三类非计划停运小时 unplanned outage hours 3  

设施处于第三类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2.4   

第四类非计划停运小时 unplanned outage hours 4 

设施处于第四类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3.2.5   

强迫停运小时 forced outage hours 

设施处于强迫停运状态下的小时数。 

2.4   

统计期间小时 period hours 

设施处于使用状态下，根据统计需要选取期间的小时数。 

2.5   

统计台[100km(km)、元件、段、条]•年 unit years 

统计期间设施的台[100km(km)、元件、段、条]•年数。 

若投运当年统计期间不满一年的则按实际投运时间折算。 

其折算公式为： 

年、元件、段、条台
当年投运天数

年、元件、段、条统计台  ]) km ( km100[
365

]) km ( km100[   （１）  

2.6  

计划停运次数 planned outage times 

设施处于计划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6.1   

大修停运次数 planned outage times 1 

设施处于大修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6.2   

小修停运次数 planned outage times 2 

设施处于小修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6.3   

试验停运次数 test outage times 

设施处于试验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6.4   

清扫停运次数 clean outage times 

设施处于清扫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6.5   

改造施工停运次数 reform construction outage times 

设施处于改造施工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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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备用停运次数 reserve shutdown times 

设施处于备用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7.1   

调度停运备用次数 dispatching reserve shutdown times 

设施处于调度停运备用状态下的次数。 

2.7.2   

受累停运备用次数 passive reserve shutdown times 

设施处于受累停运备用状态下的次数。 

2.8   

非计划停运次数 unplanned outage times 

设施处于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对断路器而言，非计划停运次数还应包括其本身的拒分拒合、自分自合、慢分慢合及不同期分合

的次数。 

2.8.1   

第一类非计划停运次数 unplanned outage times 1 

设施处于第一类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8.2   

第二类非计划停运次数 unplanned outage times 2 

设施处于第二类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8.3   

第三类非计划停运次数 unplanned outage times 3 

设施处于第三类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8.4   

第四类非计划停运次数 unplanned outage times 4 

设施处于第四类非计划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2.8.5   

强迫停运次数 forced outage times  

设施处于强迫停运状态下的次数。 

3 基本要求 

本标准中指标评价所要求的各种基础数据报告，必须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全面而客

观地反应输变电设施的真实状况，做到准确、及时、完整。 

4 统计设施的种类和统计单位 

4.1 统计设施的种类 

统计的输变电设施包括变压器、电抗器、断路器（仅包括柱式断路器和罐式断路器）、电流互感器

（不含附设于变压器、断路器内不作独立设施注册的套管型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含电容式电压

互感器）、隔离开关、避雷器、耦合电容器、阻波器、架空线路、电缆线路、组合电器、母线，其中组

合电器包括三种类型： 

a)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组合电器。是指全部或部分采用 SF6 气体而不采用大气压下的空气作为绝

缘介质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它利用 SF6 气体的高绝缘性能，将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开

关、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等多种设备以及主母线、分支母线组合封装在金属封闭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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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除出线套管外，无外漏带电体。 

b) 复合式气体绝缘金属封闭组合电器。是以 SF6 断路器为核心，集隔离开关、接地开关、电流

互感器为一体的 SF6 气体绝缘开关。它与气体绝缘金属封闭组合电器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包括

电压互感器、避雷器及主母线和分支母线，设备两侧通过出线套管与敞开式主母线相连。  

c) 紧凑型组合电器。既可以由空气绝缘的开关设备的元件也可以由空气绝缘的开关设备和复合

式气体绝缘的开关设备组合而成。包括：①通常是以瓷柱式断路器为核心，通过紧凑布置，

充分利用各设备自身的结构组成部件，相互配合，将敞开式的隔离开关、接地开关、互感器

等设备机械地连接组合在一起，各组成部分均为敞开式的独立功能设备。②通常是以罐式断

路器为核心，将断路器、隔离开关、电压和电流互感器等多个功能元件封闭在标准模块内，

模块在工厂预装。 

4.2 统计单位 

变压器——台，三相变压器为 1 台；单相变压器一相为 1 台(包括备用相)。 

电抗器——台，三相电抗器为 1 台；单相电抗器一相为 1 台。 

断路器——三相为 1 台。 

隔离开关——三相为 1 台。  

架空线路——100km（架空线路统计长度按每回线路的杆线长度计算）。 

电缆线路——km。 

母线——段，指变电（升压）站中的母线系统。 

组合电器——套，指一个变电（升压）站内通过壳体及盆式绝缘子封闭连接或者通过架空连接线

（电缆）相连接的一个或多个间隔称为一套组合电器。 

其中，“间隔”通常是指一个具有完整功能的电气单元，一般包含断路器、隔离开关及接地开关、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避雷器、套管、主母线或分支母线等元件的全部或一部分。按照间隔实现

的功能可分为出线间隔、变压器间隔、母联（分段）开关间隔、3/2 接线中开关间隔、不完整间隔、

桥开关间隔、母线间隔等。 

其他设施一律按相统计并分别注册。 

5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中英文对照表参见附录 B。 

5.1 变压器、电抗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隔离开关、耦合电容器、阻波器、避雷器、母线 

5.1.1 单台(段)指标       

                             

a) 可用系数： 

%100
PH

AH
AF

统计期间小时

可用小时                           （２） 

b) 运行系数： 

%100
S


PH

H
SF

统计期间小时

运行小时                           （３） 

c) 计划停运系数：      

%100
PH

POH
POF

统计期间小时

计划停运小时                          （４） 

d) 非计划停运系数： 

%100
PH

UOH
UOF

统计期间小时

非计划停运小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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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强迫停运系数： 

%100
PH

FOH
FOF

统计期间小时

强迫停运小时                          （６） 

f) 计划停运率： 

])(/[
)(

年段台次
年数段统计台

计划停运次数





UY

POT
POR                     （７） 

g) 非计划停运率： 

])(/[
)(

年段台次
年数段统计台

非计划停运次数





UY

UOT
UOR                     （８） 

h) 强迫停运率： 

])(/[
)(

年段台次
年数段统计台

强迫停运次数





UY

FOT
FOR                     （９） 

i) 连续可用小时： 

)/( 次小时
非计划停运次数计划停运次数

可用小时

UOTPOT

AH
CSH


             （１０） 

j) 暴露率： 

%100
S


AH

H
EXR

可用小时

运行小时                           （１１） 

5.1.2 同一电压等级同类设备多台(段)综合指标 

a) 可用系数： 

%100
PH统计期间小时



 AH

AF
可用小时   

%100
)(

])([










年数段某台设备统计台

年数段该设备统计台某台设备可用系数AF              （１２） 

b) 运行系数： 

%100
PH统计期间小时

S



 H

SF
运行小时   

%100
)(

])([










年数段某台设备统计台

年数段该设备统计台某台设备运行系数SF              （１３） 

c) 计划停运系数： 

%100
PH统计期间小时



 POH

POF
计划停运小时  

%100
)(

])([










年数段某台设备统计台

年数段该设备统计台某台设备计划停运系数POF         （１４） 

d) 非计划停运系数： 

%100
PH统计期间小时




 UOH
UOF

非计划停运小时   

%100
)(

])([










年数段某台设备统计台

年数段该设备统计台数某台设备非计划停运系 UOF       （１５） 

e) 强迫停运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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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PH统计期间小时



 FOH

FOF
强迫停运小时   

%100
)(

])([










年数段某台设备统计台

年数段该设备统计台某台设备强迫停运系数FOF         （１６） 

f) 计划停运率： 







年数统计台（段）

计划停运次数POT
POR   

])(/[
)(

])([
年段台次

年数段某台设备统计台

年数段该设备统计台某台设备计划停运率








 POR          （１７） 

g) 非计划停运率： 







年数台（段）

非计划停运次数

统计

UOT
UOR   

])(/[
)(

])([
年段台次

年数段某台设备统计台

年数段该设备统计台某台设备非计划停运率








 UOR         （１８） 

h) 强迫停运率： 







年数台（段）

强迫停运次数

统计

FOT
FOR   

])(/[
)(

])([
年段台次

年数段某台设备统计台

年数段该设备统计台某台设备强迫停运率








 FOR           （１９） 

i) 连续可用小时： 

  )/( 次小时
非计划停运次数计划停运次数

可用小时







UOTPOT

AH
CSH             （２０） 

j) 暴露率： 

%100
S





AH

H
EXR

可用小时

运行小时                           （２１） 

5.1.3 不同电压等级多台(段)同类设备综合指标 

a) 可用系数： 

%100
)(

])([










年数段台某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

年数段台该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系数某电压等级设备的可用 AF
AF     （２２） 

b) 运行系数： 

%100
)(

])([










年数段台某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

年数段台该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系数某电压等级设备的运行 SF
SF     （２３） 

c) 计划停运系数： 

%100
)(

])([










年数段台某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

年数段台该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停运系数某电压等级设备的计划 POF
POF    （２４） 

d) 非计划停运系数： 

%100
)(

])([










年数段台某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

年数段台该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划停运系数某电压等级设备的非计 UOF
UOF  （２５） 

e) 强迫停运系数： 

%100
)(

])([










年数段台某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

年数段台该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停运系数某电压等级设备的强迫 FOF
FOF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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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计划停运率： 

])(/[
)(

])([
年段百台次

年数段台某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

年数段台该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停运率某电压等级设备的计划








 POR

POR  （２７） 

g) 非计划停运率： 

])(/[
)(

])([
年段百台次

年数段台某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

年数段台该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划停运率某电压等级设备的非计








 UOR

UOR （２８） 

h) 强迫停运率： 

])(/[
)(

])([
年段百台次

年数段台某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

年数段台该电压等级设备统计百停运率某电压等级设备的强迫








 FOR

FOR  （２９） 

i) 连续可用小时：同公式（20）。 

j) 暴露率：同公式（21）。 

5.2 断路器 

5.2.1 单台指标 

a) 可用系数：同公式（2）。 

b) 运行系数：同公式（3） 

c) 计划停运系数：同公式(4)。 

d) 非计划停运系数：同公式(5)。 

e) 强迫停运系数：同公式（6）。                                                

f) 计划停运率：同公式（7）。 

g) 非计划停运率：同公式（8）。 

h) 强迫停运率：同公式（9）。 

i) 暴露率：同公式（11）。 

j) 平均无故障操作次数： 

)/( 非计划停运间隔数次
非计划停运间隔数

操作次数
MTBF                   （３０） 

式中，非计划停运间隔数采用非计划停运次数；操作次数按断路器的分闸次数统计，分闸次数为

正常操作分闸次数、切除故障分闸次数及调试分闸次数之和。 

k) 正确动作率： 

100%1 










非正确动作次数正常操作分闸次数切除故障分闸次数

非正确动作次数
CMR       （３１） 

式中，非正确动作次数包括其本身的拒分拒合、慢分慢合及不同期分合的次数。 

5.2.2 同一电压等级多台设备综合指标 

a) 可用系数：同公式（12）。 

b) 运行系数：同公式（13） 

c) 计划停运系数：同公式(14)。 

d) 非计划停运系数：同公式(15)。 

e) 强迫停运系数：同公式（16）。                                                

f) 计划停运率：同公式（17）。 

g) 非计划停运率：同公式（18）。 

h) 强迫停运率：同公式（19）。 

i) 暴露率：同公式（21）。 

j) 平均无故障操作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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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计划停运间隔数次
非计划停运间隔数

操作次数


MTBF                  （３２） 

式中，非计划停运间隔数采用非计划停运次数；操作次数按断路器的分闸次数统计，分闸次数为

正常操作分闸次数、切除故障分闸次数及调试分闸次数之和。 

k) 正确动作率： 

100%
)(

1 

















非正确动作次数正常操作分闸次数切除故障分闸次数

非正确动作次数
CMR       （３３） 

式中，非正确动作次数包括其本身的拒分拒合、慢分慢合及不同期分合的次数。 

5.2.3 不同电压等级多台设备综合指标 

a) 可用系数：同公式（22）。 

b) 运行系数：同公式（23）。 

c) 计划停运系数：同公式（24）。 

d) 非计划停运系数：同公式（25）。 

e) 强迫停运系数：同公式（26）。 

f) 计划停运率：同公式（27）。 

g) 非计划停运率：同公式（28）。 

h) 强迫停运率：同公式（29）。 

i) 暴露率：同公式（21）。 

j) 平均无故障操作次数：同公式（32）。 

k) 正确动作率：同公式（33）。 

5.3 架空线路、电缆线路 

5.3.1 单条线路的指标 

a) 可用系数：同公式（2）。 

b) 运行系数：同公式（3）。 

c) 计划停运系数：同公式（4）。 

d) 非计划停运系数：同公式（5）。 

e) 强迫停运系数：同公式（6）。 

f) 计划停运率：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次
年数统计

计划停运次数





POT
POR                     （３４）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 年条次
年数统计条

计划停运次数





POT
POR                          （３５） 

g) 非计划停运率：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次
年数统计

非计划停运次数





UOT
UOR                     （３６）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 年条次
年数统计条

非计划停运次数





UOT
UOR                          （３７） 

h) 强迫停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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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次
年数统计

强迫停运次数





FOT
FOR                     （３８）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 年条次
年数统计条

强迫停运次数





FOT
FOR                          （３９） 

i) 连续可用小时：同公式（10）。 

j) 暴露率：同公式（11）。 

5.3.2 同一电压等级多条线路综合指标 

a) 可用系数：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条线

年数该条线某条线可用系数AF
AF                 （４０）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某条线条

年数该条线条某条线可用系数AF
AF                    （４１） 

b) 运行系数：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条线

年数该条线某条线运行系数SF
SF                 （４２）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某条线条

年数该条线条某条线运行系数SF
SF                    （４３） 

c) 计划停运系数：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条线

年数该条线某条线计划停运系数POF
POF             （４４）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某条线条

年数该条线条某条线计划停运系数POF
POF                （４５） 

d) 非计划停运系数：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条线

年数该条线某条线非计划停运系数UOF
UOF            （４６）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某条线条

年数该条线条某条线非计划停运系数UOF
UOF               （４７） 

e) 强迫停运系数：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条线

年数该条线某条线强迫停运系数FOF
FOF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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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某条线条

年数该条线条某条线强迫停运系数FOF
FOF                 （４９） 

f) 计划停运率：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年数

计划停运次数

) km ( km100统计

POT
POR   

]) km ( km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次

年数某条线

年数该条线某条线计划停运率








 POR      （５０）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年数条

计划停运次数

统计

POT
POR   

)]/([
)(

年条次
年数某条线条

年数该条线条某条线计划停运率








 POR              （５１） 

g) 非计划停运率：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年数

非计划停运次数

) km ( km100统计

UOT
UOR  

]) km ( km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次

年数某条线

年数该条线某条线非计划停运率








 UOR      （５２）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年数条

非计划停运次数

统计

UOT
UOR   

)]/([
)(

年条次
年数某条线条

年数该条线条某条线非计划停运率








 UOR              （５３） 

h) 强迫停运率：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年数

强迫停运次数

) km ( km100统计

FOT
FOR   

]) km ( km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次

年数某条线

年数该条线某条线强迫停运率








 FOR      （５４）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年数条

强迫停运次数

统计

FOT
FOR   

)]/([
)(

年条次
年数某条线条

年数该条线条某条线强迫停运率








 FOR              （５５） 

i) 连续可用小时：同公式（20）。             

j) 暴露率：同公式（21）。 

k) 非计划停运条次比： 

)/( 条次
线路总条数

数某条线路非计划停运次UORC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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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不同电压等级多条线路综合指标 

a) 可用系数：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可用 AF
AF     （５７）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条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条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可用 AF
AF      （５８） 

b) 运行系数：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运行 SF
SF     （５９）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条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条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运行 SF
SF      （６０） 

c) 计划停运系数： 

1）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停运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计划 POF
POF  （６１） 

2）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条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条停运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计划 POF
POF     （６２） 

d) 非计划停运系数：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划停运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非计 UOF
UOF （６３）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条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条划停运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非计 UOF
UOF   （６４） 

e) 强迫停运系数：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停运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强迫 FOF
FOF  （６５）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100
)(










年数条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条停运系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强迫 FOF
FOF   （６６） 

f) 计划停运率：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 km ( km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次

年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停运率某电压等级线路的计划








 POR

POR  （６７）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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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条次
年数条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条停运率某电压等级线路的计划








 POR

POR     （６８） 

g) 非计划停运率：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 km ( km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次

年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划停运率某电压等级线路的非计








 UOR

UOR  （６

９）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
)(

年条次
年数条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条划停运率某电压等级线路的非计








 UOR

UOR     （７０） 

h) 强迫停运率： 

1) 按统计 100km(km)•年计算： 

]) km ( km100/[
) km ( km100

]) km ( km100[
年次

年数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停运率某电压等级线路的强迫








 FOR

FOR  （７１） 

2) 按统计条•年计算：                                        

)]/([
)(

年条次
年数条某电压等级线路的统计

年数该电压等级线路统计条停运率某电压等级线路的强迫








 FOR

FOR     （７２） 

5.3.4 分段维护、管理的线路综合指标 

5.3.4.1 管辖段线路指标 

应视为单条线路，计算公式参照单条线路指标，其指标计算参数取管辖段线路的实际值。 

5.3.4.2 全线指标 

应视为一条线路计算指标。先将第 j 次（j=1，2，3…，k）各段的停运事件进行合并，即停运次

数合并为 1 次，停运时间应为全线的实际停运时间，然后再按照单条线路的指标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5.4 组合电器（以下简称 GIS） 

包括元件指标、间隔指标和套指标。间隔指标按两种方式进行计算：①按间隔内元件停运事件加

权方式计算；②按间隔内元件停运事件合并方式计算。合并方式是将间隔视为一个整体部件计算指标。

先将间隔内第 j 次（j=1，2，3…，k）各元件的停运事件进行合并，即停运次数合并为 1 次,停运时间

应为间隔的实际停运时间,然后再按照单台设备的指标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5.4.1 GIS 内部元件指标 

5.4.1.1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隔离开关、避雷器、母线的指标与计算公式 

5.4.1.1.1 单元件指标 

同 5.1.1。 

5.4.1.1.2 单间隔 GIS 内部同类元件综合指标 

同 5.1.2。 

5.4.1.1.3 同一电压等级多间隔 GIS 内部同类元件综合指标 

同 5.1.2。 

5.4.1.1.4 不同电压等级多间隔 GIS 内部同类元件综合指标 

同 5.1.3。 

5.4.1.2 断路器的指标与计算公式 

5.4.1.2.1 单台指标 

同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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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2 单间隔 GIS 内部断路器综合指标 

同 5.2.2。 

5.4.1.2.3 同一电压等级多间隔 GIS 内部断路器综合指标 

同 5.2.2。 

5.4.1.2.4 不同电压等级多间隔 GIS 内部断路器的综合指标 

同 5.2.3。 

5.4.2 某间隔 GIS 指标 

5.4.2.1 按间隔内元件停运事件加权方式计算 

a) 可用系数： 

%100
)(

])()([

1 
























i

i j

iGIS

jij

AF
统计期间小时类元件总数的第该间隔

小时计停，非停次第类元件的第计停，非停次统计期间内第
    （７３） 

式中，计停为计划停运，非停为非计划停运。 

b) 运行系数： 

%100
)(








i

i

iGIS

i
SF

统计期间小时类元件总数的第该间隔

类元件的运行小时统计期间内第
              （７４） 

c) 计划停运系数：      

%100
)(

)(










i

i j

iGIS

jij

POF
统计期间小时类元件总数的第该间隔

次计划停运小时第类元件数次计划停运的第统计期间内第
    （７５） 

d) 非计划停运系数： 

%100
)(

)(










i

i j

iGIS

jij

UOF
统计期间小时类元件总数的第该间隔

次非计划停运小时第类元件数次非计划停运的第统计期间内第
    （７６） 

e) 强迫停运系数： 

%100
)(

)(










i

i j

iGIS

jij

FOF
统计期间小时类元件总数的第该间隔

次强迫停运小时第类元件数次强迫停运的第统计期间内第
     （７７） 

f) 计划停运率： 

])(/[
)8760/(

)(

年段台次
统计期间小时类元件总数的第该间隔

类元件数次计划停运的第统计期间内第








i

i j

iGIS

ij

POR
      （７８） 

g) 非计划停运率： 

])(/[
)8760/(

)(

年段台次
统计期间小时类元件总数的第该间隔

类元件数次非计划停运的第统计期间内第








i

i j

iGIS

ij

UOR
      （７９） 

h) 强迫停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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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0/(

)(

年段台次
统计期间小时类元件总数的第该间隔

类元件数次强迫停运的第统计期间内第








i

i j

iGIS

ij

FOR
      （８０） 

i) 暴露率： 

%100



i

i

i

i
EXR

类元件的可用小时统计期间内第

类元件的运行小时统计期间内第
                     （８１） 

5.4.2.2 按间隔内元件停运事件合并方式计算 

同 5.1.1。 

5.4.3 多间隔 GIS 的指标 

5.4.3.1 按元件停运事件加权方式计算 

a) 可用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A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可用系数间隔第
       （８２） 

b) 运行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S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运行系数间隔第
       （８３） 

c) 计划停运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PO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计划停运系数间隔第
    （８４） 

d) 非计划停运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UO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非计划停运系数间隔第
   （８５） 

e) 强迫停运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FO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强迫停运系数间隔第
    （８６） 

f) 计划停运率： 

])(/[
)(

)(
年段台次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计划停运率间隔第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POR

 （８７） 

g) 非计划停运率： 

])(/[
)(

)(
年段台次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非计划停运率间隔第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UOR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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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强迫停运率： 

])(/[
)(

)(
年段台次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元件总数间隔第强迫停运率间隔第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FOR

 （８９） 

i) 暴露率： 

%100



k

k

GISk

GISk
EXR

可用小时间隔统计期间第

运行小时间隔统计期间第
                     （９０） 

5.4.3.2 按元件停运事件合并方式计算 

a) 可用系数： 

%100
)(








k

k

GISk

GISkGISk
A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可用系数间隔第
             （９１） 

b) 运行系数： 

%100
)(








k

k

GISk

GISkGISk
S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运行系数间隔第
             （９２） 

c) 计划停运系数：      

%100
(









k

k

GISk

GISkGISk
PO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计划停运系数间隔第
           （９３） 

d) 非计划停运系数： 

%100







k

k

GISk

GISkGISk
UO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非计划停运系数间隔（第
           （９４） 

e) 强迫停运系数： 

%100
)(








k

k

GISk

GISkGISk
FOF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强迫停运系数间隔第
           （９５） 

f) 计划停运率： 

])(/[
)(

年段台次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计划停运率间隔第









k

k

GISk

GISkGISk
POR

        （９６） 

g) 非计划停运率： 

])(/[
)(

年段台次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非计划停运率间隔第









k

k

GISk

GISkGISk
UOR

       （９７） 

h) 强迫停运率： 

])(/[
)(

年段台次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

统计期间小时间隔第强迫停运率间隔第









k

k

GISk

GISkGISk
FOR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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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暴露率： 

%100



k

k

GISk

GISk
EXR

可用小时间隔统计期间第

运行小时间隔统计期间第
                     （９９） 

5.4.4 单套组合电器的指标 

5.4.4.1 按元件停运事件加权方式计算 

同 5.4.3.1。 

5.4.4.2 按元件停运事件合并方式计算 

同 5.4.3.2。 

5.4.5 多套组合电器的指标 

5.4.5.1 按元件停运事件加权方式计算 

同 5.4.4.1。 

5.4.5.2 按元件停运事件合并方式计算 

a) 可用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AF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总间隔数套第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间隔总数套第可用系数套第
        （１００） 

b) 运行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SF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总间隔数套第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间隔总数套第运行系数套第
        （１０１） 

c) 计划停运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POF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总间隔数套第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间隔总数套第计划停运系数套第
     （１０２） 

d) 非计划停运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UOF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总间隔数套第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间隔总数套第非计划停运系数套第
   （１０３） 

e) 强迫停运系数： 

%100
)(

)(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FOF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总间隔数套第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间隔总数套第强迫停运系数套第
    （１０４） 

f) 计划停运率： 

)]/([
)(

)(
年间隔次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总间隔数套第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间隔总数套第计划停运率套第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POR

  （１０５） 

g) 非计划停运率： 

)]/([
)(

)(
年间隔次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总间隔数套第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间隔总数套第非计划停运率套第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UOR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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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强迫停运率： 

)]/([
)(

)(
年间隔次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总间隔数套第

统计期间小时套第间隔总数套第强迫停运率套第










k

k

GISkGISk

GISkGISkGISk
FOR

  （１０７） 

i) 暴露率： 

%100



k

k

GIS

GISk
EXR

可用小时统计期间第套

运行小时套统计期间第
                     （１０８） 

6 统计评价报告 

6.1 凡电压等级为 220kV 及以上的输变电设施，均应按本标准进行可靠性统计、评价，并按照电力行

业可靠性管理归口部门规定的报送时间和审核程序逐级上报输变电设施可靠性基础数据。对 220kV 以

下电压的输变电设施实行分级管理。 

6.2 报告若需修改，应以文件的形式逐级上报，详细说明更改内容和变更原因；各级主管部门对上报

的报告应认真核实后进行转报；修改已报出的基础数据须在下次报告时一并完成。 

6.3 各类设施注册表的格式及说明见表 1～表 9。 

6.3.1 架空线路长度、铁塔或水泥杆基数按其管辖段数进行注册。由不同部门管理的同一条输电线

路的编码必须一致，编码由上级部门统一制定。 

6.3.2 一条线路由架空线路和电缆线路连接而成时，按架空线路与电缆线路分别注册，并取用同一

个线路编号。 

6.3.3 一条线路由几种规格的导线连接而成时，应将各截面导线的长度加以说明。 

6.3.4 GIS 除以套为单位注册外，还应注册间隔并将间隔中包含的母线、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电

压互感器、隔离开关及避雷器等分别注册。 

6.4 各类设施运行情况统计表的格式见表 10、表 11。 

6.4.1 各类设施的运行情况应根据现场的工作票和操作票随时进行记录，不得遗漏。对带电作业、

计划停运及非计划停运状态，要求填写事件编码（对大修状态，要求填写检修中主要处理的前三个事

件编码）。造成停运的主事件及并存事件按主次排列，编码应填写完整，不得遗漏。 

6.4.2 输变电设施带电体上的带电作业属于运行状态，应列入统计范畴，此时设施停运次数及其停

运时间均为零；但要记录其带电作业起、止时间和事件编码。 

6.4.3 GIS 的运行事件，应按照引起停运的部件,在组合电器运行情况统计表(表 11)中填报。组合电

器的断路器也应按要求填报操作次数及切除短路电流的统计表。 

6.4.4 输电线路发生跳闸事件，如果自动重合闸成功，应计为第一类非计划停运一次，停运时间计

为零；如果自动重合闸失败后停运，无论手动强送是否成功，均按第一类非计划停运统计。 

6.4.5 统计期间计划停运次数与非计划停运次数之和为零时，其连续可用小时记为：连续可用小时

大于统计期间小时。 

6.4.6 断路器分闸次数情况统计表见表 12，应每月综合填报一次，分相重合闸次数应说明。 

6.4.7 断路器开断短路电流情况统计表见表 13，每季度填报一次。 

6.5 为跟踪设施变动，每季须将设施变动（含退役）的情况填报一次。设施变动情况表的格式见表

14。 

变动包括退役和退出两种情况。其中，退役指设施报废；退出指设施由于某种原因离开安装位置，

并且在该安装位置上又有同类设施投运，则离开安装位置的设施记作退出，由于改造工作等原因引起

线路相关参数变化应记作退出。 

6.6 各类设施可靠性指标汇总表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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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压器注册表 

单位代码 
及名称 

变电站代码 
及名称 

安装位置代码 
及名称 

电压等级 
kV 

型号 型式 
容量 
MVA 

制造厂代码 
及名称 

出厂日期 
y/m/d 

投运日期 
y/m/d 

备注 

           

表 2 变压器型式注册表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第七位 第八位 

S：三相 
D：单相 

S：三绕组 
E：双绕组 

O：自耦 
F：非自耦 

Z：有载调压 
W：无励磁调压 

O：油绝缘 
G：SF6绝缘 

内部冷却方式 
N：自然循环 
F：强迫循环 

D：强迫导向循环 

外部冷却方式 
A：空气 
W：水 

 

N：自然循环 
F：强迫循环 

        

表 3  断路器注册表 

单位代码 
及名称 

变电站代码 
及名称 

安装位置代码

及名称 
电压等级

kV 型式
a
 型号

断口 
数量 

额定 
电流 

A 

额定开断

电流 
kA 

操动机构

型式
b
 

操动

机构

型号

制造厂代码

及名称 
出厂日期

y/m/d 
投运日期

y/m/d 
备注 

               

注：对于超高压断路器(330 kV、500kV)，如果有合闸电阻，应填写电阻阻值。 
a 断路器型式按灭弧介质分为：①Z表示真空断路器;②D表示多油断路器;③S表示少油断路器;④K表示空气断路器;⑤L表示 SF6断路器。 
b操动机构型式分为：①D 表示电磁操动机构;②T 表示弹簧操动机构;③Y 表示液压操动机构;④Q 表示气动操动机构;⑤L 表示其它操动机构。 

表 4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避雷器注册表 

单位代码 
及名称 

变电站代码 
及名称 

安装位置代码 
及名称 

电压等级
a
 

kV 
型式

b
 型号 

制造厂代码 
及名称 

出厂日期 
y/m/d 

投运日期 
y/m/d 

备注 

          

a 避雷器的电压等级按所运行系统的额定电压注册,不按灭弧电压注册。 
b 型式的填写：①电流互感器：S 表示 SF6绝缘；Y 表示油绝缘。②电压互感器：C 表示电磁式；R 表示电容式。③避  雷  器：P 表示普阀型；C 表示磁吹阀型；Y 表示氧化

锌型；G表示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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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电抗器、耦合电容器、阻波器、隔离开关注册表 
单位代码 
及名称 

变电站代码 
及名称 

安装位置代码及 
名称 

电压等级 
kV 

型号 
制造厂代码 
及名称 

出厂日期 
y/m/d 

投运日期 
y/m/d 

备注 

         

表 6  组合电器注册表 
单位 
代码 
及名称 

变电站

代码

及名称

安装位置

代码 
及名称

电压 
等级 
kV 

主接线 
方式

a 
型式

b

热稳定

电流
A 

制造厂

代码

及名称

出厂 
日期 
y/m/d

投运 
日期 
y/m/d

间隔

数量

间隔安装 
位置代码 
及名称 

母线

段数

断路

器数
TA 数 TV 数

隔离

开关数

避雷

器数

电缆 c

室数

连接
d

件数

主控
e 

柜数 

                     
a 主接线方式：指本套组合电器的主接线方式。线路变压器组代码为 XBZ；内桥型（含扩大内桥接线）代码为 NQ；外桥型（含扩大外桥接线）代码为 WQ；单母线代码为 D；单

母线分段代码为 DF；单母线分段带旁路代码为 DFP；单母线带旁路代码为 DP；双母线代码为 S；双母线分段[包括单(双)分段]代码为 SF；双母线分段带旁路代码为 SFP；双

母线带旁路代码为 SP；角型代码为 J；3/2 或 4/3 开关代码为 K；其它代码为 Q。 
b 型式的填写：GIS 全分相式代码为 D；GIS 三相共筒式代码为 S；GIS 主母线三相共筒式代码为 M；C-GIS(又称充气柜,多为 66kV 以下) 代码为 C；H-GIS 代码为 H；紧凑型组

合电器代码为 Q。 
c 电缆室：连接电缆的气室以及一切由 GIS 厂家提供安装电缆的元件。 
d 连接件：指隔室内除导体外无任何其他元件，只起连接作用的独立气室，如三通，连接架空线路的 SF6封闭导线及套管(只统计 GIS 厂家提供的封闭导线及套管)。 
e 主控制柜：就地控制断路器及刀闸的装置，通常一台断路器一个。 

表 7 架空线路注册表 

杆塔类型及基数
线路长度 

100km 
单位代码 
及名称 

线路代码 
及名称 

电压等级 
kV 

交、直流类型 

铁塔 水泥 

导线型号 

全长 管段长

设计单位代码 
及名称 

施工单位 
代码及名称 

投运日期 
y/m/d 

备注 

             

表 8 电缆线路注册表 

单位代码及名称 线路代码及名称 
电压等级

kV 
交、直流类型 电缆型号

管辖段线路长度 
km 

制造单位代码及名称 施工单位单码及名称 
投运日期

y/m/d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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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母线注册表 
单位 
代码及 
名称 

变电站

代码及

名称 

安装位置 
代码 
及名称 

电压 
等级 
kV 

接线 
方式 a 

母线

型式 b
交、直流

类型 

母线

长度
km

绝缘 
材料 

基(串)数

导体制造

单位代码

及名称 

绝缘材料 
制造厂代码

及名称 

设计单位

代码 
及名称 

施工单位

代码 
及名称 

导体出厂

日期 
y/m/d 

绝缘材料

出厂日期
y/m/d 

投运日期 
y/m/d 

备注 

                 
a接线方式按表 6 主接线方式。 
b母线型式中，R 表示软母线，Y 表示硬母线。 

表 10  输变电设施运行情况统计表 
停运原因分类 

单位代码 

及名称 

变电站(线路) 

代码及名称 

安装位置代码 

及名称 

电压

等级

kV 

状态起始时间 

y.m.d.h.min 

状态终止时间 

y.m.d.h.min 

状态

分类
停运部件 

代码及名称 

技术原因 

代码及名称 

责任原因 

代码及名称 

修理费用 

万元 

           

表 11 组合电器运行情况统计表 
停运事件的元件 停运原因分类 单位 

代码及 

名称 

变电站

代码及

名称 

安装位置 

代码及 

名称 

电压等级 

kV 

间隔安装位置

代码及名称 名称
安装位置 

代码及名称

状态起始 

时间 

y.m.d.h.min

状态终止 

时间 

y.m.d.h.min

状态分类
a

停运部件代

码及名称 

技术原因代

码及名称 

责任原因代

码及名称 

修理费用 

万元 

                           
注：当一个事件停运多个元件时,应以元件单独统计。 

a
事件状态的划分与常规设备相同。 

表 12 断路器分闸次数情况统计表 
断路器分闸次数 单位代码 

及名称 

变电站代码 

及名称 

安装位置 

代码及名称 

电压等级

kV 

统计起始时间 

y.m.d.h.min 

统计终止时间 

y.m.d.h.min 切除故障次数 正常操作次数 调试操作次数 总操作次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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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断路器开断短路电流情况统计表 
单位代码 

及名称 

变电站代码 

及名称 

安装位置 

代码及名称 

电压等级 

kV 

开断短路电流时间

y.m.d.h.min 

短路点距离 

km 

开断短路电流有效值 

kA 
短路原因编码 备  注 

         
注 1：单相开断需在备注中说明。 

注 2：短路原因编码填写应按照事件原因编码的规定填写,停运部件代码应填写引起短路的设施的部件代码。 

表 14   输变电设施变动情况统计表 

设施类型 单位代码及名称 变电站代码及名称 
安装位置代码/线路 

代码及名称 
电压等级 

kV 
退出日期 

y/m/d 
修复日期 

y/m/d 
变动号 备 注 

         
注 1：设施变动(退役或退出)均应填入此表。 
注 2：设施退役还需在备注中说明。 

表 15 输变电设施可靠性指标汇总表                 
                                                                                   填报单位 ：            统计期限：  

单位代码 
及名称 

设施类型
电压等级 

kV 
设施总数 a 

统计百台 
(段、元件、km)

年数 
强迫停运率 b 可用系数%

连续可用小时 
h/次 

非计划停运次数

次 
非计划停运时间

h 
计划停运次数

次 
计划停运时间 

h 

            
            
a 架空线路的单位为 100km；电缆线路的单位为 km；母线的单位为段；GIS 的单位为套；其它设备的单位为台。 
b 架空线路的单位为次/（100km·年）；电缆的单位为次/（km·年）；其它设备单位为次/[百台(段、元件)·年]。 

填报人：                                               主管：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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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输变电设施可靠性统计状态英文及缩写  

                  表 A.1    输变电设施可靠性统计状态英文及缩写 

中文 英文 缩写 

使用 active ACT 

可用 available A 

运行 in service S 

带电作业 live-line operation LO 

备用 reserve shutdown R 

调度停运备用 dispatching reserve shutdown DR 

受累停运备用 passive reserve shutdown PR 

不可用 unavailable U 

计划停运 planned outage PO 

大修停运 planned outage 1(overhaul) PO1 

小修停运 planned outage 2(maintenance outage) PO2 

试验停运 test outage TO 

清扫停运 clean outage CO 

改造施工停运 reform construction outage RCO 

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 UO 

第一类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 1(immediate) UO1 

第二类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 2(delayed) UO2 

第三类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3(postponed) UO3 

第四类非计划停运 unplanned outage 4(deferred) UO4 

强迫停运 forced outage FO 

 



DL/T837—2012 

 
25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输变电设施可靠性指标中英文对照表  

                    表 B.1  输变电设施可靠性指标中英文对照表 

指标名称 英文全称 英文缩写 

可用系数 available factor AF 

运行系数 service factor SF 

计划停运系数 planned outage factor POF 

非计划停运系数 unplanned outage factor UOF 

强迫停运系数 forced outage factor FOF 

计划停运率 planned outage rate POR 

非计划停运率 unplanned outage rate UOR 

强迫停运率 forced outage rate FOR 

连续可用小时 continuously service hours CSH 

暴露率 exposure rate EXR 

平均无故障操作次数 mean times between failure MTBF 

正确动作率 correctly motion rate CMR 

非计划停运条次比 unplanned outage ratio of circuits UORC 

统计台·年数 unit years UY 

计划停运小时 planned outage hours POH 

非计划停运小时 unplanned outage hours UOH 

强迫停运小时 forced outage hours FOH 

可用小时 available hours AH 

运行小时 service hours SH 

备用小时 reserve shutdown hours RH 

统计期间小时 period hours PH 

计划停运次数 planned outage times POT 

非计划停运次数 unplanned outage times UOT 

强迫停运次数 forced outage times FO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