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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２３２６—２０００《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与ＧＢ１２３２６—２０００相比，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对闪变的限值进行了调整，以长时间闪变值犘ｌｔ作为闪变的限值，较原闪变限值有一定程度的

放宽。对单个波动负荷引起的闪变，根据实际情况仍分三级处理，但有一定简化，并对超标用

户提出明确的治理要求。

———对电压波动限值的判据进行了调整。对于电压变动频度较低或规则的周期性电压波动，仍采

用现行限值作为其判据；对于随机性不规则的电压波动，规定了电压变动的最大值作为判据，

并调整了原限值。这样增强了电压波动测量和判断是否合格的可操作性。

———对闪变的测量持续时间、取值方法进行了调整。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的闪变采用一个星期

（１６８ｈ）测量，单个波动负荷引起的闪变采用一天（２４ｈ）测量，都取最大值为合格判据。

———对闪变的估算方法进行了简化，删除了原标准中不常用的正弦波、三角波电压波动犘ｓｔ＝１曲

线分析法以及难于执行的仿真法和闪变时间分析法。

———简化了原标准附录Ｃ涉及的闪变分析实例和评估方法，用较简洁的方式给出了各种电弧炉闪

变评估系数。

———电压波动和闪变的限值的适用范围扩展到超高压（ＥＨＶ）系统，但不考虑ＥＨＶ对下一电压等

级的闪变传递。闪变的传递系数统一修改为推荐值０．８。

———增加了闪变合格率的统计方法，以便于闪变状况的评估。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浙江

省电力试验研究院、北京电力公司北京电力试验研究院、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国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刚、梅桂华、刘迅、张建平、于希娟、林海雪、曾幼云、于坤山、卜正良。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表情况为：

———ＧＢ１２３２６—１９９０，ＧＢ１２３２６—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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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压波动和闪变的限值及测试、计算和评估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５０Ｈｚ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方式下，由波动负荷引起的公共连接点电压的快速变

动及由此可能引起人对灯光闪烁明显感觉的场合。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５６—２００７　标准电压（ＩＥＣ６００３８：２００２，ＭＯＤ）

ＧＢ１７６２５．２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１６Ａ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

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ＧＢ１７６２５．２—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３３：２００５，ＩＤＴ）

ＧＢ／Ｚ１７６２５．３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１６Ａ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

动和闪烁的限制 （ＧＢ／Ｚ１７６２５．３—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３５：１９９４）

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４１５：１９９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闪变仪功能和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公共连接点　狆狅犻狀狋狅犳犮狅犿犿狅狀犮狅狌狆犾犻狀犵

ＰＣＣ

电力系统中一个以上用户的连接处。

３．２

波动负荷　犳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狀犵犾狅犪犱

生产（或运行）过程中周期性或非周期性地从供电网中取用变动功率的负荷。例如：炼钢电弧炉、轧

机、电弧焊机等。

３．３

电压波动　狏狅犾狋犪犵犲犳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狅狀

电压方均根值（有效值）一系列的变动或连续的改变。

３．４

电压方均根值曲线　犚．犕．犛．狏狅犾狋犪犵犲狊犺犪狆犲

犝（狋）

每半个基波电压周期方均根值（有效值）的时间函数。

３．５

电压变动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狏狅犾狋犪犵犲犮犺犪狀犵犲

犱

电压方均根值曲线上相邻两个极值电压之差，以系统标称电压的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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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电压变动频度　狉犪狋犲狅犳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狏狅犾狋犪犵犲犮犺犪狀犵犲狊

狉

单位时间内电压变动的次数（电压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各算一次变动）。不同方向的若干次变动，

如间隔时间小于３０ｍｓ，则算一次变动。

３．７

闪变　犳犾犻犮犽犲狉

灯光照度不稳定造成的视感。

３．８

短时间闪变值　狊犺狅狉狋狋犲狉犿狊犲狏犲狉犻狋狔

犘ｓｔ

衡量短时间（若干分钟）内闪变强弱的一个统计量值（见附录 Ａ），短时间闪变的基本记录周期为

１０ｍｉｎ。

３．９

长时间闪变值　犾狅狀犵狋犲狉犿狊犲狏犲狉犻狋狔

犘ｌｔ

由短时间闪变值犘ｓｔ推算出，反映长时间（若干小时）闪变强弱的量值（见附录Ａ），长时间闪变的基

本记录周期为２ｈ。

３．１０

累积概率函数　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狏犲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ＣＰＦ

其横坐标表示被测量值，纵坐标表示超过对应横坐标值的时间占整个测量时间的百分数（见

图Ａ．２）。

４　电压波动的限值

任何一个波动负荷用户在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产生的电压变动，其限值和电压变动频度、电压等级

有关。对于电压变动频度较低（例如狉≤１０００次／ｈ）或规则的周期性电压波动，可通过测量电压方均根

值曲线犝（狋）确定其电压变动频度和电压变动值。电压波动限值见表１。

表１　电压波动限值

狉／（次／ｈ）
犱／％

ＬＶ、ＭＶ ＨＶ

狉≤１ ４ ３

１＜狉≤１０ ３ ２．５

１０＜狉≤１００ ２ １．５

１００＜狉≤１０００ １．２５ １

　　注１：很少的变动频度（每日少于１次），电压变动限值犱还可以放宽，但不在本标准中规定。

注２：对于随机性不规则的电压波动，如电弧炉负荷引起的电压波动，表中标有“”的值为其限值。

注３：参照ＧＢ／Ｔ１５６—２００７，本标准中系统标称电压犝Ｎ
等级按以下划分：

　　　　　 低压（ＬＶ）　　　　　　　　　 犝Ｎ≤１ｋＶ

　　　　　 中压（ＭＶ）　　　　　　１ｋＶ＜犝Ｎ≤３５ｋＶ

　　　　　 高压（ＨＶ）　　　　　 ３５ｋＶ＜犝Ｎ≤２２０ｋＶ

　　　　　 对于２２０ｋＶ以上超高压（ＥＨＶ）系统的电压波动限值可参照高压（ＨＶ）系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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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闪变的限值

５．１　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在系统正常运行的较小方式下，以一周（１６８ｈ）为测量周期，所有长时间闪

变值犘ｌｔ都应满足表２闪变限值的要求。

表２　闪变限值

犘ｌｔ

≤１１０ｋＶ ＞１１０ｋＶ

１ ０．８

５．２　任何一个波动负荷用户在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单独引起的闪变值一般应满足下列要求。

５．２．１　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较小方式下，波动负荷处于正常、连续工作状态，以一天（２４ｈ）为测量周

期，并保证波动负荷的最大工作周期包含在内，测量获得的最大长时间闪变值和波动负荷退出时的背景

闪变值，通过下列计算获得波动负荷单独引起的长时间闪变值：

犘ｌｔ２ ＝
３

犘３ｌｔ１－犘
３

槡 ｌｔ０ …………………………（１）

　　式中：

犘ｌｔ１———波动负荷投入时的长时间闪变测量值；

犘ｌｔ０———背景闪变值，是波动负荷退出时一段时期内的长时间闪变测量值；

犘ｌｔ２———波动负荷单独引起的长时间闪变值。

波动负荷单独引起的闪变值根据用户负荷大小、其协议用电容量占总供电容量的比例以及电力系

统公共连接点的状况，分别按三级作不同的规定和处理。

５．２．２　第一级规定。满足本级规定，可以不往闪变核算允许接入电网。

ａ）　对于ＬＶ和 ＭＶ用户，第一级限值见表３。

表３　犔犞和 犕犞用户第一级限值

狉／（次／ｍｉｎ） 犽＝（Δ犛／犛ｓｃ）ｍａｘ／％

　　狉＜１０ ０．４

１０≤狉≤２００ ０．２

２００＜狉　　　 ０．１

　　注：表中Δ犛为波动负荷视在功率的变动；犛ｓｃ为ＰＣＣ短路容量。

　　ｂ）　对于ＨＶ用户，满足（Δ犛／犛ｓｃ）ｍａｘ＜０．１％。

ｃ）　满足犘ｌｔ＜０．２５的单个波动负荷用户。

ｄ）　符合ＧＢ１７６２５．２和ＧＢ／Ｚ１７６２５．３的低压用电设备。

５．２．３　第二级规定。波动负荷单独引起的长时间闪变值须小于该负荷用户的闪变限值。

每个用户按其协议用电容量犛犻（犛犻＝犘犻／ｃｏｓφ犻）和总供电容量犛狋之比，考虑上一级对下一级闪变传

递的影响（下一级对上一级的传递一般忽略）等因素后确定该用户的闪变限值。单个用户闪变限值的计

算方法如下：

首先求出接于ＰＣＣ点的全部负荷产生闪变的总限值犌：

犌＝
３

犔３Ｐ－犜
３犔３槡 Ｈ

…………………………（２）

　　式中：

犔Ｐ———ＰＣＣ点对应电压等级的长时间闪变值犘ｌｔ限值；

犔Ｈ———上一电压等级的长时间闪变值犘ｌｔ限值；

犜———上一电压等级对下一电压等级的闪变传递系数，推荐为０．８。不考虑超高压（ＥＨＶ）系统对

下一级电压系统的闪变传递。各电压等级的闪变限值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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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用户闪变限值犈犻为：

犈犻＝犌

３

犛犻
犛ｔ
·１槡 犉

…………………………（３）

　　式中：

犉———波动负荷的同时系数，其典型值犉＝０．２～０．３（但必须满足犛犻／犉≤犛狋），高压（ＨＶ）系统ＰＣＣ

总供电容量犛ｔＨＶ确定方法见附录Ｂ。

５．２．４　第三级规定。不满足第二级规定的单个波动负荷用户，经过治理后仍超过其闪变限值，可根据

ＰＣＣ点实际闪变状况和电网的发展预测适当放宽限值，但ＰＣＣ点的闪变值必须符合５．１的规定。

６　电压波动的测量和估算

电压波动可以通过电压方均根值曲线犝（狋）来描述，电压变动犱和电压变动频度狉则是衡量电压波

动大小和快慢的指标。

电压变动犱的定义表达式为：

犱＝
Δ犝
犝Ｎ

×１００％ …………………………（４）

　　式中：

Δ犝———电压方均根值曲线上相临两个极值电压之差；

犝Ｎ
———系统标称电压。

当电压变动频度较低且具有周期性时，可通过电压方均根值曲线犝（狋）的测量，对电压波动进行评

估。单次电压变动可通过系统和负荷参数进行估算。

当已知三相负荷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变化量分别为Δ犘犻和Δ犙犻时，可用下式计算：

犱＝
犚ＬΔ犘犻＋犡ＬΔ犙犻

犝２Ｎ
×１００％ …………………………（５）

　　式中：犚Ｌ、犡Ｌ 分别为电网阻抗的电阻、电抗分量。

在高压电网中，一般犡Ｌ犚Ｌ，则：

犱≈
Δ犙犻
犛ｓｃ

×１００％ …………………………（６）

　　式中：

犛ｓｃ———考察点（一般为ＰＣＣ）在正常较小方式下的短路容量。

在无功功率的变化量为主要成分时（例如大容量电动机启动），可采用式（７）、式（８）进行粗略估算。

对于平衡的三相负荷：

犱≈
Δ犛犻
犛ｓｃ

×１００％ …………………………（７）

　　式中：

ΔＳ犻———三相负荷的变化量。

对于相间单相负荷：

犱≈
槡３Δ犛犻
犛ｓｃ

×１００％ …………………………（８）

　　式中：

ΔＳ犻———相间单相负荷的变化量。

注：当缺正常较小方式的短路容量时，设计所取的系统短路容量可以用投产时系统最大短路容量乘系数０．７进行

计算。

７　闪变的测量和计算

闪变是电压波动在一段时期内的累计效果，它通过灯光照度不稳定造成的视感来反映，主要由短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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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闪变犘ｓｔ和长时间闪变值犘ｌｔ来衡量。短时间闪变值犘ｓｔ的计算方法见附录Ａ，长时间闪变值犘ｌｔ由测

量时间段内包含的短时间闪变值犘ｓｔ计算获得：

犘ｌｔ＝

３

１

１２∑
１２

犼＝１

（犘ｓｔ犼）槡
３ …………………………（９）

　　式中：

犘ｓｔ犼———２ｈ内第犼个短时间闪变值。

各种类型电压波动引起的闪变均可采用符合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４１５：１９９６的闪变仪进行直接测量，这是

闪变量值判定的基准方法。对于三相等概率的波动负荷，可以任意选取一相测量。

当负荷为周期性等间隔矩形波（或阶跃波）时，闪变可通过其电压变动犱和频度狉进行估算。已知

电压变动犱和频度狉时，可以利用图１（或表４）用犘ｓｔ＝１曲线由狉查出对应于犘ｓｔ＝１时的电压变动

犱Ｌｉｍ，计算出其短时间闪变值：

犘ｓｔ＝
犱
犱Ｌｉｍ

…………………………（１０）

图１　周期性矩形（或阶跃波）电压变动的单位闪变（犘狊狋＝１）曲线

表４　周期性矩形（或阶跃波）电压变动的单位闪变（犘狊狋＝１）曲线对应数据

犱／％ ３．０ ２．９ ２．８ ２．７ ２．６ ２．５ ２．４ ２．３ ２．２ ２．１ ２．０ １．９ １．８

犚／（次／ｍｉｎ）０．７６ ０．８４ ０．９５ １．０６ １．２０ １．３６ １．５５ １．７８ ２．０５ ２．３９ ２．７９ ３．２９ ３．９２

犱／％ １．７ １．６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１ １．０ ０．９５ ０．９０ ０．８５ ０．８０ ０．７５

犚／（次／ｍｉｎ）４．７１ ５．７２ ７．０４ ８．７９ １１．１６ １４．４４ １９．１０ ２６．６ ３２．０ ３９．０ ４８．７ ６１．８ ８０．５

犱／％ ０．７０ ０．６５ ０．６０ ０．５５ ０．５０ ０．４５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４５

犚／（次／ｍｉｎ） １１０ １７５ ２７５ ３８０ ４７５ ５８０ ６９０ ７９５ １０５２ １１８０ １４００ １６２０ １８００

８　闪变的叠加和传递

８．１　狀个波动负荷各自引起的闪变及背景闪变在同一节点上相互叠加，其短时间闪变值可按下式

计算：

犘ｓｔ＝
犿
（犘ｓｔ１）

犿
＋（犘ｓｔ２）

犿
＋…＋（犘ｓｔ狀）槡

犿 …………………………（１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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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犿———值取决于主要闪变源的性质及其工况的重叠可能性；

犿＝１———用于波动负荷引起电压变动同时发生重叠率很高的状况；

犿＝２———用于随机波动负荷引起电压变动同时发生的状况（例如熔化期重叠的电弧炉）；

犿＝３———用于波动负荷引起的电压变动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的状况（比较常用）；

犿＝４———仅用于熔化期不重叠的电弧炉所引起的电压变动合成。

８．２　电力系统不同母线结点上闪变的传递如图２所示，可按下式简化计算：

　　犔———波动负荷。

图２　闪变传递计算示意

犘ｓｔＡ ＝犜ＢＡ·犘ｓｔＢ …………………………（１２）

　　式中：

犜ＢＡ＝
犛′ｓｃＡ

ＳｓｃＡ－犛′ｓｃＢ
为结点Ｂ短时间闪变值传递到结点Ａ的传递系数；

犘ｓｔＡ———结点Ｂ短时间闪变值传递到结点Ａ，在结点Ａ引起的短时间闪变值；

犘ｓｔＢ———结点Ｂ上的短时间闪变值；

犛′ｓｃＡ———结点Ｂ短路时结点Ａ流向结点Ｂ的短路容量；

犛ｓｃＡ———结点Ａ的短路容量；

犛′ｓｃＢ———结点Ａ短路时结点Ｂ流向结点Ａ的短路容量；

当犛′ｓｃＡ＝０，而犛ｓｃＡ＝犛′ｓｃＢ时犘ｓｔＡ＝犘ｓｔＢ

８．３　某台设备在系统短路容量为犛ｓｃ０时犘ｓｔ０已知，当短路容量变为犛ｓｃ１时犘ｓｔ１按下式计算：

犘ｓｔ１ ＝犘ｓｔ０·
犛ｓｃ０
犛ｓｃ１

…………………………（１３）

　　式（１１）、式（１２）、式（１３）也可用于长时间闪变值的相关计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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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闪变的测量和计算式

　　根据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４１５：１９９６制造的ＩＥＣ闪变仪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测量闪变的仪器，有模拟式的

也有部分或全部是数字式的结构，其简化原理框图如图Ａ．１所示。

图犃．１　犐犈犆闪变仪模型的简化框图

框１为输入级，它除了用来实现把不同等级的电源电压（从电压互感器或输入变压器二次侧取得）

降到适用于仪器内部电路电压值的功能外，还产生标准的调制波，用于仪器的自检。框２、３、４综合模拟

了灯眼脑环节对电压波动的反应。其中框２对电压波动分量进行解调，获得与电压变动成线性关系

的电压；框３的带通加权滤波器反映了人对６０Ｗ２３０Ｖ钨丝灯在不同频率的电压波动下照度变化的敏

感程度，通频带为０．０５Ｈｚ～３５Ｈｚ；框４包含一个平方器和时间常数为３００ｍｓ的低通滤波器，用来模

拟灯眼脑环节对灯光照度变化的暂态非线性响应和记忆效应。框４的输出犛（狋）反映了人的视觉对电

压波动的瞬时闪变感觉水平。如图Ａ．２ａ）所示，可对犛（狋）作不同的处理来反映电网电压引起的闪变情

况。进入框５的犛（狋）值是用积累概率函数犆犘犉的方法进行分析。在观察期内（１０ｍｉｎ），对上述信号进

行统计。图中为了简明起见，分为１０级。以第７级为例，由图Ａ．２ａ），犜７ ＝∑
５

犻＝１

狋犻，用犆犘犉７ 代表犛值

处于７级（或１．２ｐ．ｕ．～１．４ｐ．ｕ．）的时间犜７ 占总观察时间的百分数，相继求出犆犘犉犻（犻＝１～１０）即可

作出图Ａ．２ｂ）犆犘犉曲线。实际仪器分级数应不小于６４级。

　　 ａ）

图犃．２　由犛（狋）曲线作出的犆犘犉曲线示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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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图犃．２（续）

由犆犘犉曲线获得短时间闪变值：

犘ｓｔ＝ ０．０３１４犘０．１＋０．０５２５犘１＋０．０６５７犘３＋０．２８犘１０＋０．０８犘槡 ５０ ………（Ａ．１）

　　式中：

犘０．１、犘１、犘３、犘１０、犘５０分别为犆犘犉曲线上等于０．１％、１％、３％、１０％和５０％时间的犛（狋）值。

长时间闪变值犘ｌｔ由测量时间段内包含的短时间闪变值计算获得：

犘ｌｔ＝

３

１

狀∑
狀

犼＝１

（犘ｓｔ犼）槡
３ …………………………（Ａ．２）

　　式中：

狀———长时间闪变值测量时间内所包含的短时间闪变值个数。

犘ｓｔ和犘ｌｔ由图Ａ．１框５输出。

每计算获得一个犘ｓｔ可依据式（Ａ．２）进行递推计算，获得一个犘ｌ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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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高压（犎犞）总供电容量犛狋犎犞的估算方法

　　高压（ＨＶ）总供电容量犛ｔＨＶ即为主变压器的供电容量。对于某些用户（特别是２２０ｋＶ级用户），其

ＰＣＣ可能有多个供电电源，犛ｔＨＶ可以用下列方法估算：

第一种近似估算：在ＰＣＣ最大需求日（或计及将来发展），所供给的 ＨＶ用户总容量为 ∑犛犻ＨＶ ，就

取为犛ｔＨＶ。但当ＰＣＣ附近有较大的波动负荷时，则按第二种近似估算。

第二种近似估算：如图Ｂ．１所示。设１为所考虑的结点，２、３为其附近有较大波动负荷的结点。先

按第一种估算法，求出犛ｔＨＶ１、犛ｔＨＶ２、犛ｔＨＶ３。然后求出工频下传递系数犓２－１、犓３－１。“传递系数”犓犼－犻是结

点犼注入１ｐ．ｕ．电压时在犻结点引起的电压。犓犼－犻计算一般需要计算机程序，但８．２给出简化的算法，

在许多情况下能很快求出近似的结果。由此得：

犛ｔＨＶ＝犛ｔＨＶ１＋Ｋ２－１×犛ｔＨＶ２＋Ｋ３－１×犛ｔＨＶ３。

图犅．１　第二种近似估算犛狋犎犞示意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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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电弧炉的闪变估算方法

　　电弧炉在运行过程中，特别是在熔化期，随机且大幅度波动的无功功率会引起供电母线严重的电压

波动和闪变。电弧炉在熔化期电极和炉料（或熔化后钢水）接触可以有开路和短路两种极端状态，当相

继出现这两种状态时，其最大无功功率变动量Δ犙ｍａｘ就等于短路容量犛ｄ。

电弧炉在ＰＣＣ点引起的最大电压变动犱ｍａｘ可通过其最大无功功率变动量Δ犙ｍａｘ由式（６）计算获得。

电弧炉在ＰＣＣ点引起的闪变大小主要与犱ｍａｘ有关，也与电弧炉的类型、炉变参数、短网、冶炼的工艺、炉

料的状况等有关。通过经验公式，由电弧炉的类型和其犱ｍａｘ可对其闪变值进行粗略地估算，经验公式

如下：

犘ｌｔ＝犓ｌｔ·犱ｍａｘ …………………………（Ｃ．１）

　　式中：

犓ｌｔ———交流电弧炉一般取０．４８；

犓ｔ———直流电弧炉一般取０．３０；

犓ｌ———精炼电弧炉一般取０．２０；

康斯丁（ＣＯＮＳＴＥＥＬ）电弧炉犓ｌｔ一般取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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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闪变合格率统计方法

　　闪变合格率是指实际运行电压在闪变合格范围内累计运行时间与对应的总运行统计时间的百分

比，计算式如下：

闪变合格率 ＝ １－
闪变超限时间

（ ）总运行统计时间 ×１００％ …………………（Ｄ．１）

　　闪变状况通常可通过闪变合格率的统计方法进行评估。监测点的闪变合格率通常以月度的时间为

闪变监测的总运行统计时间。

电网的闪变合格率为各监测点闪变合格率的平均值：

电网闪变合格率（％）＝∑
狀

１

监测点闪变合格率／狀 …………………（Ｄ．２）

　　式中：

狀———闪变监测点个数。

电网年（季）度闪变合格率计算式如下：

年（季）度闪变合格率（％）＝∑
犿

１

电网闪变合格率／犿 …………………（Ｄ．３）

　　式中：

犿———年（季）度的闪变合格率统计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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