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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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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电网运行与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4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

南方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东分部。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国平、张星、孙华东、李明节、王峰、郭强、郭琦、许涛、李亚楼、贺静波、侯玉强、

蒋维勇、欧开健、朱艺颖、陈绪江、冷喜武、刘洪涛、徐得超、于钊、穆清、王兴志、王薇薇、张怡、彭红英、
金一丁、张艳、叶俭、郑伟杰、王祥旭、刘敏、党杰、王官宏、于大海、潘晓杰、吴国旸、戴汉扬、刘涛、王莹、
韩志勇、艾东平、霍承祥、吴剑超、刘旋、李文锋、安宁、陶向宇、肖静、陶向红、魏巍、李莹、徐希望、常松、
王虹富、马世俊、高磊、苏志达、雷霄、刘世成、李志强、谢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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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实时数字仿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力系统实时数字仿真系统功能及性能、仿真流程、应用场景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系统实时数字仿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7261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基本试验方法

GB/T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22384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控制系统检验规范

GB/T26865.2 电力系统实时动态监测系统 第2部分:数据传输协议

GB38755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DL/T860(所有部分) 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与系统

IEC60870-5-104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5-104部分:传输规约采用标准的传输层文件集的

IEC60870-5-101的网络访问(Telecontrolequipmentandsystems—Part5-104:Transmissionproto-
cols—NetworkaccessforIEC60870-5-101usingstandardtransportprofiles)

IEC61850-9-2 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 第9-2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 通过ISO/

IEC8802-3的采样值[Communicationnetworksandsystemsinsubstations—Part9-2:SpecificCom-
municationServiceMapping(SCSM)—SampledvaluesoverISO/IEC8802-3]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时数字仿真 realtimedigitalsimulation
与自然世界实际物理过程推进速度一致的数字仿真。

3.2
多速率仿真 multipletime-stepsimulation
将仿真对象分解为多个子系统,不同子系统采用不同建模方法、数值计算方法和仿真步长,并通过

接口联合实现整体仿真。
注:包括机电-电磁混合仿真、电磁暂态大小步长仿真等。

3.3
实时数字仿真器 realtimedigitalsimulator
具备实时数字仿真能力的计算硬件与软件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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