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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的施工步骤及施工管理要点、难点 

光伏电站的施工步骤： 

首先通过某已完工项目的总图简单认识电站的主要功能附件：电站一般由

发电单元、道路、电控室、综合楼、门卫及输出外线组成。（总图见附件 1

沛县光伏总图） 

1.按施工专业分土建、电气、调试三部分简单介绍光伏电站的施工范围。 

1.1 地面光伏发电工程土建施工范围包括：场地平整、场内道路施工、

支架基础开挖（或静压桩施工）、支架基础混凝土浇筑、支架安装、电缆沟

开挖及衬砌、综合楼基础开挖（地基处理）、中控楼砌筑和装修、逆变室及

箱变基础开挖及砌筑、升压站设备基础开挖及砌筑、外线基础及线路架设、

围墙砌筑、暖通及给排水、水保环保措施和防洪排涝设施施工等。 

1.2 主要发电设备安装范围包括：光伏组件安装、直流汇流箱安装、直

流配电柜安装、逆变器安装及调试、交流配电柜安装、各级变压器安装、

二次系统设备安装、电缆敷设和防雷接地等。 

1.3 设备调试检查应包含下列内容： 

    1.3．1 应对发电设备进行调试检查和系统联调。 

1.3.2 主要发电设备安装完成后的调试检查内容应包括外观、光伏阵列

各组串的开路电压和极性、各部件绝缘电阻及接地电阻，系统各主要部件

以及其他安全检查等。 

1.3.3 主要发电设备调试检查宜遵循以下顺序：光伏组件组串-直流汇

流箱-直流配电柜-逆变器-交流配电柜-跟踪系统-二次系统的顺序组织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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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二次系统调试检查应遵守以下原则： 

1）二次系统调试一般包括中置保护调试、远动调试、直流屏充放电、

高低压柜动作调试、仪表调试、光纤纵差保护对调及通讯系统对调等。 

2）二次系统调试应安排在土建装修基本完工后进行。 

3）二次系统调试准备应按审核校对电气图纸、资料-核对继电保护整

定值-编写调试方案-检查二次系统设备接地保护、电气保护等安全措施的顺

序组织安排。 

4）二次系统调试时，应做到人员清场。 

5）应在主要发电设备调试检查完成后组织系统联合调试。 

2.光伏电站的施工进度(见附件 2:光伏电站进度计划 Project) 

光伏电站站内施工总工期需要控制在 90 天以内。主要包括施工图设计

阶段（土建、安装），进场准备阶段（临设、施工用水、临电、临时道路、

施工场地二次平整、测量、土建安装队伍进场），土建施工阶段、设备进场

阶段、安装施工阶段、调试试验、系统倒送电、联调、并网。 

初步设计 10 天 

施工图设计 15 天 

设备采购 60 天（含提资、招标、制造、运输） 

综合楼 60 天 

光伏电站发电区土建 35 天 

光伏组件支架安装施工 30 天 

光伏组件到货安装 20 天 

电气设备安装、电缆敷设及一二次接线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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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道路及绿化 30 天 

调试并网 10 天 

   设计、采购、施工总工期三个月。 

3.光伏电站的施工步骤 

 

项目启动前期阶段及开工前准备工作 

现场勘查——→熟悉合同、技术协议——→编制二级进度计划，并协调确

组建项目部 

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审查 

 

施工图设计 

开工前的准备 

现场施工 

采买 

催交 

检验 

运输 

到货验收 
装置调试 

装置性能考核 

项目资料归档 

移交竣工资料 工程结算 

工程余款结算 

项目总结考核 

编制项目各项计划 

明确控制目标和范围 

工程验收 

工程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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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理的设计、采购、施工的关联时间——→督促、检查、落实设计经理

按设计进度计划提供开工所需图纸——→督促、检查、落实采购经理完成

工程分包招标，确定施工队伍，填写《分包单位资质报审表》，交监理、业

主审批——→协调施工队伍的人员、机具、材料进场——→对进场施工人

员进行安全教育——→施工场地四通一平等工作，“五图一牌”，三级进

度计划——→完成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并填写《施工组

织设计（方案）审批表》，报监理、业主审批——→完成图纸会审和技术交

底，并填写《图纸会审记录》和《技术交底记录》——→开工报告。 

注： 

1.现场勘查重点观察地形，是否存在大坡、大坑、湿地、进场道路情

况、施工用水、电、通信，如及勘察及可研重大偏离项立即汇报总部。 

2.施工队伍先期进场人员为测量人员,测量人员在光伏电站土建支架

基础建设过程中为重中之重，为确保工期,每 10MWp 发电单元不得少于八

名测量人员。 

3.光伏电站施工过程施工人员安全教育重点教育登高、防触电、防机

械伤害，光伏阵列串联后形成高压直流电，如不慎及人体形成环路，将会

产生重大安全事故。一般在将光伏阵列接入系统前应保持组串处于断路状

态，接入系统后在汇流箱（盒）开关关断的情况下进行连接，由于电站面

积大，施工人员多，大多处于荒漠、滩涂，严厉禁止班前班后施工区域内

饮酒防聚众斗殴，严厉禁止上下班无箱式三轮车做为交通工具或超载避免

群死群伤事故，严禁帐篷内拉线或明火避免火灾。 

4.开工所需图纸为总图、支架基础图、和综合楼基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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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办理开工所需资料： 设计图纸、施工组织设计、开工报告。办理

程序 ：发放图纸――进行技术交底――施工组织设计审查――施工单位进

场――工程测量――定位验线――工程开工。光伏电站开工标志为电控楼

破土动工。 

6. 施工现场的供电量应满足全工地的土建和安装的动力用电、焊接、

照明等的最大用电量。 

                       施工用电指标表 

电站容量（MWp） 变压器容量 kVA 高峰用电负荷 kW 

30MW 及以下     125~400    100~300 

    30MW 以上     400~600    300~500 

7.光伏项目临时用电、水一般不具备条件，现场人员应尽快催促业主

或协助业主办理相关手续，节约施工成本，由于工期紧，分包合同中应注

明由分包自行解决柴油发电及槽罐车施工用水。 

施工阶段施工步骤 

光伏发电工程施工里程碑节点宜按以下划分： 

1 “四通一平”施工单位进场(工程开工） 

2 “四通一平”及临建完成 

3 光伏阵列基础、支架施工完成 

4 生产综合楼、配电室等建筑物土建完成 

5 首批光伏发电设备安装调试完成 

635KV、110KV 开关站安装调试完成 

735KV、110KV 输出线路安装调试完成 

8 站用变接入系统受电 

9 首批光伏阵列并网发电 

10 末批光伏阵列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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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程整体移交生产 

12 整体竣工投产  

注：1 土建工程施工方案选择应有利于先后作业之间、土建及设备安装

之间的协调均衡。在施工程序上，前期应以土建为主，安装配合预留、预

埋，在施工中后期，应以安装为主，土建配合并为安装创造条件。光伏阵

列基础混凝土施工可安排开挖及混凝土浇筑平行作业；光伏设备安装可安

排及电缆敷设、电器设备安装平行作业；综合楼、升压站施工应及光伏阵

列施工平行作业。 

注 2 影响光伏电站最终并网发电的关键主要在外围手续、消防、环保、

综合楼土建、二次设备采购、变电站、输出外线。 

注 3 现场人员进驻现场后重点督促甲方提供电力接入系统设计评审意

见（2 周到 45 天），直接影响站内主要设备选型采购及外线接入方式。 

施工管理要点、难点 

 

 

 

表 1： 

太阳能电站工程建设竣工验收必备条件 

序

号 
必备条件 备注 

1 国家主管部门核准工程建设、生产许可的批复文件齐备。  

2 
受检太阳能电站建设工程已全部完工并验收合格，包括该项目

的生产系统、公用系统、办公区、厂区等。 
 

3 
受检项目发电设备及输变电设备已全部完成启动调试和性能

试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 
 

4 
工程项目安全设施的安全预评价、验收评价和环保项目评价工

作完成，取得相应报告，符合国家“三同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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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防设施通过当地相关主管部门的验收，取得合格批复文件。  

6 
生产准备工作按计划完成，企业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监督体系

建立，相应基本的规章制度、运行检修规程制定完毕。 

 

7 完成所在电网要求的并网安全性评价工作，取得评价报告。  

8 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和上网电价协议。  

 

 

表 2： 

太阳能电站工程建设竣工验收检查评价评分表 

项目序

号 
内    容    及    标    准 

标准

分 

发现

题

  800 

1 生产现场 200 

1.1 

1．建（构）筑物布局合理，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及办公楼、

宿舍楼等距离符合安全要求； 

2．建（构）筑物结构完好，无异常变形和裂纹、风化、塌陷现

象，门窗结构完整； 

3．控制楼、变电站等建筑化妆板、外墙装修不存在脱落伤人等

缺陷和隐患，屋顶、通道等场地符合设计载荷要求； 

4．各建筑内外保持清洁完整，无积水、油、杂物，门口、通道、

楼梯、平台等处无杂物阻塞。 

20
 

1.2 

1．楼板、升降口、吊装孔、地面电缆沟道、排水沟池等处的栏

杆、盖板、护板等设施齐全，符合国家标准及现场安全要求，

雨水井、污水井具有防人员坠落措施； 

2．梯台的结构和材质良好，护圈和踢脚板等防护功能齐全，符

合国家安全生产要求； 

3．机器的转动部分防护罩或其他防护设备(如栅栏)齐全、完整，

露出的轴端设有护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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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

号 
内    容    及    标    准 

标准

分 

发现

题

4．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地装置齐全、完好；  

5．生产现场紧急疏散通道必须保持畅通。 

1.3 

1．设备名称、编号、开关方向标识及合断指示应齐全、清晰、

规范； 

2．安全标志标识应齐全、规范，符合国家规定，满足有关安全

设施配置标准要求； 

3．安全标志标识应设在醒目位置，局部信息标志应设在所涉及

的相应危险地点或设备附件的醒目处； 

4．应急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疏散场地标识应明显。 

30
 

1.4 

1．控制楼、变电站内外工作场所常用照明应保证足够亮度，仪

表盘、楼梯、通道以及机械转动部分等地方光亮充足； 

2．控制室、配电室等场所事故照明配置合理，自动投入安全可

靠； 

3．常用照明及事故照明定期切换正常，并且记录完整，应急照

明及指示标志齐全，符合相关规定。 

20
 

1.5 

1．备用电源、UPS、事故照明电源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备用电源、UPS、事故照明电源调试切换、正常运行切换动

作情况是否正常。 

10
 

1.6 

1．电源箱箱体应有明显接地点且接地良好，接地线应选用足够

截面的多股线，箱门完好，开关外壳、消弧罩齐全，引入、引出

电缆孔洞封堵严密，室外电源箱防雨设施良好； 

2．电源箱导线敷设符合规定，采用下进下出接线方式，内部器

件安装及配线工艺符合安全要求，漏电保护装置配置合理、动作

可靠，各路配线负荷标志清晰，熔丝（片）容量符合规程要求，

无铜丝等其他物质代替熔丝现象； 

3．电源箱保护接地、接零系统连接正确、安全可靠，插座相线、

中性线布置符合规定，接线端子标志清楚；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4．现场使用的临时用电电源是否履行审批程序，线路敷设应符

合规程要求，具有敷设手续和拆除期限。 

20
 

1.7 1．企业为生产人员提供的电气安全用具等生产用工器具是否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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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

号 
内    容    及    标    准 

标准

分 

发现

题

立清册，是否满足职业安全健康的要求，且符合实际工作条件； 

2．各种安全用具、防护器具应专人负责保管，定点存放在安全、

便于取用的地方，并且定期校验和维护； 

3．企业应对现场急救用品、设施和防护用品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定期检测其性能，确保处于正常状态。 

1.8 
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是否经过相关主管部门检验合格，制定相

应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技术档案和设备台账。 

10
 

1.9 

1．建立应急工作体系，制定应急管理规章制度，规范应急管理

和信息发布等各项工作； 

2．结合自身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情况，按照《电力企

业综合应急预案编制导则（试行）》、《电力企业专项应急预案编

制导则（试行）》和《电力企业现场处置方案编制导则（试行）》

要求，制定完善本单位应急预案，并经过评审、备案；  

3．企业是否已开展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应急管理能力培训以及

重点岗位员工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是否按要求进行演练； 

4．根据需要是否储备了重要应急物资，如防汛、防台等物资。 

20
 

1.10 
电力设施、库房安全保卫体系是否建立，重要电力设施、库房周

界是否安装视频监控、远红外报警等技防系统。 

10
 

1.11 
食堂厨房距离生产区域符合安全要求，厨房炊具防火、防暴及防

触电措施齐备，符合安全要求。 

10
 

2 工程档案、备品备件、生活设施 200 

2.1 

档案目录编制： 

1．编制工程文件材料总目录； 

2．检索目录要分类合理、齐全规范； 

3．档案组卷规范类别，编制立档总说明及分类说明。 

10 

2.2 

归档文件涵盖内容及要求： 

1．按合同规定日期内交清及本工程项目有关的全部文件； 

2．归档文件内容图文清晰，签名和印章齐全清楚； 

3．各项记录表格式及填写内容符合国家现有行业标准，书写材

料规范，竣工图等图纸加盖专用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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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

号 
内    容    及    标    准 

标准

分 

发现

题

4．特殊载体档案（电子文件、声像照片）保存环境良好，配有

必要文字说明； 

5．文件材料以正本、原件归档。 

2.3 归档范围  

2.3.1 

工程建设依据性、管理性文件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项目建议书及审批文件； 

（2）工程“初可”阶段文件及其审查和批复文件； 

（3）工程“可研”阶段文件及其审查和批复文件； 

（4）工程征地的文件、协议、合同等； 

（5）工程环保、五通一平、消防、工业安全等方面的合同、协

议、执照、许可证等来往文件； 

（6）工程招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 

（7）工程项目的融资、贷款合同、协议； 

（8）工程项目开工报告和批复文件； 

（9）工程项目开工前的审计文件； 

（10）工程所有租赁文件； 

（11）工程的设备合同及其执行文件、纪要、备忘录等； 

（12）工程的设计合同及其执行文件、纪要、备忘录等； 

（13）工程的施工、安装合同及其执行文件、纪要、备忘录等； 

（14）工程调试合同及其执行文件、纪要、备忘录等； 

（15）工程监理合同及其执行文件、纪要、备忘录等； 

（16）项目单位的主管及其上级单位发送的有关工程前期的依

据性文件、纪要、备忘录等； 

（17）工程管理部门发出的有关工程前期的依据性文件、报告、

纪要、备忘录等。 

（18）工程前评估的材料、谈判议定书、纪要、备忘录等； 

（19）工程前期依据性的有关会议材料、纪要、备忘录等； 

（20）工程涉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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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工程勘测报告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地质的“初勘”报告； 

（2）工程地质的“详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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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内    容    及    标    准 

标准

分 

发现

题

（3）风电场的地形测量、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水文气象材料。 

2.3.3 

工程设计文件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概念设计及可行性设计等文件； 

（2）初步设计文件及概算书； 

（3）施工图设计计算书及预算书； 

（4）施工组织总设计。 

10 

2.3.4 

土建工程文件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建（构）筑物地基审查、交底纪要、记录等； 

（2）建（构）筑物地基处理文件、记录、备忘录等； 

（3）场区平面控制网、高程控制网、控制楼等建（构）筑物的

施工测量记录； 

（4）建（构）筑物和大型设备主要轴线定位放线测量记录及高

程测量记录，沉降观测记录，变形、高程控制记录及水准点一览

表； 

（5）单位工程钢筋跟踪材料； 

（6）单位工程水泥跟踪材料； 

（7）混凝土试块试验报告； 

（8）风机塔基浇筑材料检验、试验记录及用材跟踪记录； 

（9）主要原材料、构件及塔筒成品验收的证件及出厂试验报告； 

（10）土建施工技术记录，质量评定记录； 

（11）土建隐蔽工程及中间检查验收签证； 

（12）施工过程中的缺陷，质量问题处理、分析及结论文件； 

（15）设计变更和钢筋、管材代用证件； 

（16）施工方案、作业指导书及报审表； 

（17）技术交底及施工图会审记录； 

（18）技术复核记录； 

（19）声像材料。 

10 

2.3.5 

安装工程文件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设备安装技术记录和签证； 

（2）各类仪表、保护、自动、控制装置校验记录； 

（3）电缆敷设记录和原始安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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