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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导向下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安全生产管理探究

自永昌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云南）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 昆明 650051

摘�要：在2020年“双碳”政策正式颁布后，我国各个领域纷纷加大了对绿色产业发展的投资。其中光伏发电是
绿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光伏发电相比于传统的发电方式，具有清洁环保的优势，故此，深受有关部门的青睐与关

注。但值得重视的是，光伏发电和传统的发电站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差别。本论文将基于此，以分布式光伏

发电建设时期与生产运营时期作为切入点，分析“双碳”导向下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安全生产管理方式，希望能够给予

有关部门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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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光伏发电具有高效、清洁的优势，故此，深

受世界各国的关注与喜爱。但是由于光伏发电站与传统

的发电站有较大的不同，有关单位（企业）在运行的过

程中，缺乏安全监管力度，对施工人员和运行人员的人

生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故此，给予光伏发电站的特

点，制定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1 “双碳”政策

所谓的“双碳”政策指的是我国提出的“碳达

峰”“碳综合”的政策目标，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在该政策的引领与支持下，我国各个领域开始逐

步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新兴清洁型发电能源，替代

污染程度较大的传统化石能源。

2 分布式光伏发电概述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指的是用户场地周围构建，以配电系统开展
平衡调节、多余电量上网、用户侧自发自用为基本特征

的光伏发电设施。就目前而言，分布式光伏共有三种不

同的运营模式。即：全额上网、自用为主余电上网、全

部自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就是根据不同用户的地理位置以

及用电需求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分散布局的发电系统，

这种发电系统不仅能够有针对性的满足不同群体的用电

需求，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集体供电模式的不足，突

破其局限性，避免大规模停电带来的不便和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这种发电形式也是一种更加清洁、成本更

低、效益更高的发电模式。

分布式光伏系统的适用场合在目前可以被大致分为

两大类：一是，分布式光伏系统可以在全国各类建筑物

（如城市和农村的建筑屋顶、高耗能企业厂房等）以

及公共设施领域进行推广，从而形成完善分布式建筑光

伏系统。选择骨干电网覆盖区或负荷集中区，积极通过

当地各类建筑物以及公共设施，构建系统完善的分布式

光伏发电系统，从而缓解了我国城镇居民群体以及农牧

民的电力短缺问题，并且解决部分高耗能企业的生产用

电问题。二是，分布式光伏系统可以在我国较为偏远的

农牧区、海岛等少电抑或是无电地区开展推广。由于地

域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等诸方面原因，现如今我国

依旧有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人口尚未有效解决基本用电

问题，在传统供电视域下的农网工程大多依靠大电网延

伸、小水电、小火电等方式开展供电，具有电网延伸困

难大，供电半径长的问题，从而导致供电电能质量较

差。通过发展离网型分布式发电系统，有关部门不但可

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处于电网末端的少电、无电地区居民

的基本用电问题，同时亦能够有效清洁高效地利用当地

的可再生能源，解决了能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3 建设时期安全风险及其应对方式

3.1  项目管理方面的主要风险
3.1.1  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
部分监理单位无法根据现场施工进度派遣资质合

格，并且数量充足的监理工程师，审核监督流于形式，

浮于表面；缺乏强而有力的隐患排查治理标准和反违章

要求，监督提醒活动力度不够；部分监理人员虽然具有

相关的资格证书，但是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工作需求。

3.1.2  施工单位缺乏安全意识
部分施工单位在运作的过程中，往往侧重于本企业

的技术能力，但是对于安全意识的关注程度不够，部分

施工单位的管理人员甚至会在施工过程当中，为了切

实保证施工进度，从而默许施工人员进行违规作业。同

时，安全培训、意外伤害保险、工人年龄限制、人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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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检等合格标准均并未达到电力行业的安全需求。

3.1.3  总承包商安全质量管理意识不强
目前，总承包单位通常仅派遣三位管理人员开展现

场管理。在进行现场管理时，即安全质量主管、施工经

历与项目经理。其工作重点往往集中于内外协调方面，

质量、安全管理通常会通过电话询问以及定点检查之类

的方式进行落实，与之相应的质量、安全管理台账记录

相对较少，从而使安全管理难以落实到实处。

3.1.4  建设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
现如今，部分建设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存在履职不

到位的问题，其具体表现为：对施工进度、质量、安全

的监督把关不严格；与此同时，智慧化管理建设不足，

缺乏逆变器、远程视频监控等信息化管理设备。

3.2  施工过程中的主要风险
3.2.1  高空坠落与坠物
固有的攀爬或登高安全防护设施并不牢靠，在正式

施工之前，对于安全隐患祛除不彻底；部分简单单位所

配套抑或是临时安装的登高、攀爬通道安全质量无法满

足项目的实际需求，施工人员在进行临边作业的时候，

未佩戴防坠器和安全带；安全管理人员并未对现场施工

人员安全素质进行全方位现场安全网、防坠器、安全绳

设置不符合规范；在屋顶物件进行固定的过程中，缺少

应有的牢固性，遇到大风天气容易掉落。

3.2.2  组件等易引起火灾
进行动火作业时，防火措施并未切实落实，周围存

在可燃物；电气设备超负荷运行、短路导致电气火灾；

施工人员使用乙炔、油漆等危险化学品的时候，泄漏并

遇到精典、明火等引起火灾；在技术人员在现场调试的

时候，光伏组件由于电气故障等问题招致火灾。

3.2.3  人员触电
施工人员在对电器设备进行调试的时候，在将光伏

组件拆开之后，组件会由于阳光照射立即发电，容易造

成人员电击事故，威胁其生命安全。

3.2.4  其余安全风险
物体打击伤害、机械伤害，高温酷暑伤害、高空作

业雷电伤害等导致的职业健康伤害，或是其他突发性意

外伤害等。

3.3  建设阶段重点管控措施
3.3.1  严格进行现场施工人员素质审查
在施工人员进入现场之前，应当根据现场的实际情

况，开展安全培训，经过培训，并且考核合格者，才能

正式进场。同时，为施工人员进行体验，保证施工人员

不具有高血压与心脑血管疾病。并对特种作业人员，在

正式作业前，不但要检查其是否具有相关的特种作业证

书，还要考察其实践能力，对于不合格的工作人员，应

当及时予以辞退。

3.3.2  将项目安全管理责任落实
在进行项目建设的过程当中，建筑单位应当严格遵

循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控制安全风险，具体地说，在日

常工作中坚持以我为主体的安全质量监控机制，企业负

责人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前往现场，指导、检查安全生

产工作，并且和一线施工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协同解

决现场难题，并任命具有优秀技术水平与责任感的员工

担任领导工作。

3.3.3  签订安全互保协议和安全管理协议
施工单位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应当在施工工作中严

格地履行业主单位所制定的现场施工安全，并且签订相

应的现场施工安全管理协议，存在交叉作业的施工项目

则应当须签订安全互保协议，从而构建系统完善、科学

合理的现场安全管理沟通协调机制；此外，在施工过程

中严格遵循业主方面现场准许开工批准手续，充分地掌

握、执行业主方面有关于安全生产风险的管控要求。

3.3.4  严格管理现场动火作业
在现场进行动火作业的时候，必须有业主单位的动

火点附近应当有灭火器、 测氧仪与动火监护人。同时，

动火作业不能损坏设备，在设备上作业的时候，应当配

备防火盆与防火布。此外，如果需要变动安全设施，那

么动火人应当和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在获得其

允许后，在进行动火作业。

3.3.5  加强对临时用电的管理
如果要在施工现场临时用电，那么必须要获得业主

单位的许可，并且临时接入的电源应当符合施工安全需

求；用电操作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证件，并对熟悉现场

的电气设备、运行方式以及电气系统。

4 生产运营期常见的安全风险及其应对措施

4.1  安全管理风险
4.1.1  安全生产管理相互制约影响
分布式光伏电站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所会涉及到

的安全风险有：电站所属单位的影响、质保期内厂家维

护管理的影响、建筑使用方安全生产的影响、建筑物的

安全性影响的影响。在分布式光伏电站运行的过程中，

无论哪一方出现了安全事故，或者项目的安全责任制度

并未切实落实，都会对于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行形成严重

的负面影响[1]。

4.1.2  安全管理意识和认知不正确
根据笔者工作经验，在我国部分电站经营者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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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在运营电站的过程中并不须要投入大量的管理

资源，缺乏应有的安全生产意识；在生产运营伊始的时

候，此类光伏电站依旧长期维持着设备厂维保模式，自

身的企业管理团队构建模式极为滞后，存在安全生产以

包代管的问题，并缺乏与之相应的管理制度标准，从而

导致安全管理措施的效果远远无法达到预期。

4.1.3  安全隐患、设备缺陷无法及时予以解决
在光伏电站现场进行近距离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存有

较大难度，部件吊装、高空作业等检修维护成本始终居

高不下；如果此类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并未做好保护措

施，长时间处于大风、冰雹、雷电、高温等恶劣天气，

那么就极易产生电器绝缘破坏、松动、老化等问题，如

果有关单位不能及时予以祛除，那么便很容易造成安全

事故，威胁企业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2]。

4.2  生产安全事故风险
4.2.1  安全生产事故风险
在分布式光伏电站正式进入生产运营阶段之后，其

检修检测、运行维护、生产等工作，存在与建设时期相

似的气象灾害、吊装搬运、高温灼伤、高空坠物的风

险，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3]。

由于光伏组件的特点，光伏板易很容易产生接触不

良、电子短路、电器绝缘摔坏、热斑、皲裂等情况，尤

其是是南方夏季高温时期，由于热、电强负荷叠加的原

因，导致逆变器、汇流箱、存在热斑的光伏板、存在损

坏的光伏板容易出现火灾风险[4]。

4.2.2  电站周边环境影响
光伏电站所采用的场所严禁存在火灾危险类别为

甲、乙类的生产、储存、经营项目。光伏电站的建筑防

火间距须满足GB 50016-202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
求。腐蚀性、扬尘以及粉尘会对光伏电站的效能与安全

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4.3  安全生产管控策略

4.3.1  构建专业管理和运维团队
发电站的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应当深入研究并掌握

不同厂家部件、设备的特征，并且具有对设备进行维护

的技能，能够尽可能早地介入电站运营管理当中，构

建系统且完善的指标监管机制，不断管理信息，深入专

研、收集有关厂家质保期维护数据资料和管理经验，采

取一站一策似的高质量精细化管理；并积极采用社会用

工的方式开展驻场人员派遣，从而根本上满足发电厂日

常巡检、辅助消缺、应急处理等安全生产管理需求。

4.3.2  构建电站智慧运维系统
对现场掌握新型逆变器的具体功能，开放所有数据

信息，从而实现电站直流侧设备的性能参数智能化比

对，如果设备发现异常问题，则会进行报警。并且根据

之前的维修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维护策略参考。在维

护完毕后，将数据在此上传到云端，为之后的运维工作

提供保障。

结束语：总而言之，在双碳背景下，光伏发电作为

一种新兴的清洁型能源，必然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关

注，为了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电站的管理者应该不断

提升自身的安全管理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

为人们日常工作中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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