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CSEE XXXX-YYYY

1

附件 8

海上风电机组塔架和基础一体化设计技术规范

编 制 说 明



2

目次

1 编制背景 ........................................................................... 29

2 编制主要原则 ....................................................................... 29

3 主要工作过程 ....................................................................... 29

4 标准结构和内容说明 ................................................................. 30

5 相关标准对比说明 ....................................................................31

6 标准实施措施说明 ....................................................................31



3

1 编制背景

我国海上风电资源储量丰富，规模潜力大，电能品质较优，靠近负荷中心，近海水深5-25m

和25-50m海域内100m高度风能资源技术开发量分别为2.1亿千瓦和1.9亿千瓦，可作为承载我

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战略支撑之一。然而，海上风电发展面临降本压力，距离平价有较大

距离。从目前来看，地方财政补贴政策尚不明确，现有海上风电产品及技术实现平价难度大，

新增招标增量有限，新增装机量下降。这要求整个行业打破技术壁垒，实现产业链协同，将

实际项目的工程经验加快技术创新，最终达到实现海上风电平价上网的目的。

在海上风电投资总成本中，风电机组支撑结构（包括塔架和基础）占22%左右，降低海

上风电支撑结构成本能够有效降低度电成本。当前国内海上风电项目中，国内风机支撑结构

设计方法以界面法为主，国内海上风机支撑结构以塔底为分界面进行分步迭代设计，风机厂

家和设计院在各自的设计域寻找局部最优设计，不是全局最优设计，容易造成结构设计偏保

守。同时，多个单位参与，设计界面不清晰，设计变量受施工水平、施工窗口期的影响；最

后，在设计过程中，不同设计方对典型机位点选取、工况的设置、参数的选择、收敛的准则

都不相同，这都导致了海上风电行业需要付出更多不必要的成本。

本项目拟根据海上风电机组塔架和基础一体化设计设计方法上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多个

海上风电实际项目上的落地示范效果，并结合多家设计单位在海上风电支撑结构设计方面的

经验，制定海上风电机组塔架和基础一体化设计技术规范，以规范海上风电机组塔架和基础

一体化设计的方法和流程。

本标准是根据2020年电机工程学会下达的标准计划安排进行的。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

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

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三峡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

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华能广东汕头海上风电有限责任公

司、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华能海上风电科学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周昳鸣、胡合文、蔡小莹、陈前、冀卫东、孙仲泽、郇彩云、杨

敏冬、施伟、龙凯、刘鑫、闫姝、叶昭良、吴蕴丰、张平峰、张岩、刘朝丰、赖涌卿、林敬

华。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尽可能与国际

通行标准接轨，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规则》和 DL/T 600-2001《电力行业标准编写基本规定》的规

定进行编写和表述。

本标准是以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规范为基础，主要针对固定式海上风电机组支撑结构

一体化设计技术编制。

3 主要工作过程

CSEE标准的制定过程主要包括申请立项阶段、标准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标准审查

阶段、标准报批阶段、标准发布阶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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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申请立项

2020 年 3 月，项目组填报立项申请表，提交风力与潮汐发电专业委员会，2020 年 12
月任务书获批。

3.2 标准起草

2021 年 4 月，项目组筹备起草工作组，确定起草单位，起草单位均为本行业具有代表

性企业；2021 年 8 月，起草工作小组起草标准初稿，经过小组会议内部讨论后，初步确定

标准框架及各项要求；2021 年 8 月~2023 年 5 月，经过若干次小组会议充分讨论协商，迭代

完善标准初稿；2023 年 6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4 标准结构和内容说明

为制订出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标准，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结国内多个海上风电项目支撑结构设计经验，制定出了全面、明确、可操作的固定式海上

风电机组支撑结构一体化设计规范。

项目组成员从固定式海上风电机组支撑结构的经济性、安全性等考虑为出发点，提出固

定海上风电机组支撑结构一体化设计的总则；根据行业现行主流做法，提出了一体化建模、

环境条件、载荷计算、塔架设计、基础设计相关的要求和经验做法；最后给出了支撑结构一

体化设计流程和准则。

主要章节内容如下(详细内容请参阅标准)：

(1) 范围

介绍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及本标准所适用的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所引用的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根据审查意见，列出适用于本标准中的术语与定义。

(4) 一般要求

列出了固定式海上风电机组支撑结构一体化设计的一般性要求。

(5) 一体化建模

从机组模型、支撑结构模型这两面提出了固定式海上风电机组一体化建模相关的要求和

经验做法

(6) 环境条件

给出了固定式海上风电机组支撑结构一体化设计所需的风、浪、流、海冰等环境条件的

要求和数据处理方法。

(7) 载荷和设计工况

规定了固定式海上风电机组一体化载荷分析的工况设定要求，提出了一体化载荷分析的

经验做法、后处理方法。

(8) 塔架设计准则及方法

提出了固定式海上风电机组塔架设计的准则，并给出了静强度、屈曲、疲劳 、共振等

方面的要求和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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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础设计准则及方法

提出了固定式海上风电机组基础设计的一般要求，并给出了安全标准、设计原则、动力

分析 、疲劳分析等方面的要求和经验做法。

（10）一体化设计流程

给出了固定式海上风电机组一体化设计的一般规定和设计流程。

（11）附录

给出了波浪散布图的凝聚方法和支撑结构疲劳载荷后处理方法。

5相关标准对比说明

目前国内外还尚未有海上风电机组塔架和基础一体化设计相关的规范正式发布。

6标准实施措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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