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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外形尺寸及安装孔技术要

求》（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于2021年6月25日印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2021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

函〔2021〕159号），《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外形尺寸及安装孔技术要求》（计

划号：2021-0608T-SJ）由由全国太阳光伏系统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0）

归口管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牵头起草，项目制定周期为24个月。

2、协作单位及任务分工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要贡献

1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标准整体策划，标准的申报、编写，

组织相关方参与标准编制，协调各方

意见。

2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主导标准技术部分的内容编写，组织

相关方参与标准讨论

3 隆基乐叶科技有限公司
主导166mm、182mm相关部分的内容编

写，组织相关方参与标准讨论

4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主导210mm相关部分的内容编写，组织

相关方参与讨论

5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参与166mm相关部分的编制，提出较多

的专业建议项。

6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210mm相关部分的编制，提出较多

的专业建议项。

7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参与166mm相关部分的编制，提出较多

的专业建议项。

8 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参与编制，提出较多的专业建议项。

9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参与210mm相关部分的编制，提出较多

的专业建议项。

10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编制，提出较多的专业建议项。

11 信义光伏产业（安徽）控股有限公司
参与尺寸的编制，从材料供应方的角

度提出较多的专业建议项。

12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安装孔位置及尺寸的编制，从应

用方的角度提出较多的专业建议项。

13 国家电投集团青海光伏产业创新中心 参与编制，从应用方的角度提出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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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建议项。

14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新能源工程院
参与编制，从应用方的角度提出较多

的专业建议项。

3、编制过程

标准制定计划任务正式下达后，全国太阳光伏系统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

织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组织牵头单位编写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

本标准草案与在研的团体标准《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外形尺寸及安装孔技

术要求》从内容上和要求上基本一致，将团体标准的成果作为本标准草案的基础，

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

2021年7月~12月，在团体标准编制组的基础上，吸纳行业主要相关方，组建

行业标准编制组；在团体标准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草案，并在编制组内小

范围收集意见。

2022年1月10日，编制组召开标准启动会及讨论会，来自编制组及光伏行业

的12家企业共27位专家参加了会议。参会人员对标准文本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各位专家针对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分别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并在标准后续研究内

容、修改和增加内容等方面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建议如下：

（1）在团体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光伏行业实际情况，进一步精简组件尺寸

类型，计划删除166以下的电池尺寸类型，删除156版型182电池组件；

（2）根据光伏技术发展情况，后续编制考虑增加叠瓦组件、182电池片60

版型、210三分片等等新型技术的尺寸要求；

（3）超过2 m大版型产品长边方向研究790安装孔位置标准化的可行性；

（4）在完成组件长边和短边尺寸的基础上，研究组件高度是否具备标准化

条件。

同时，行业标准在术语、示意图等方面与团体标准的进行了同步修改。将表

格内容进行了合并，增加了示意图的注释。

2022年4月2日召开行业标准技术讨论会，共有相关12家单位参与了讨论，对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收集到的反馈意见进行讨论，并在行标草案相应的内容进行了

修改。

2022年4月25日召开行业标准技术讨论会，来自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通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司、江苏爱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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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

司、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三峡新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的参加了会议。会上，参会专家

对标准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讨论，并对标准编写不足之处提出了修改建议，具

体包括：

（1）图1（a）与图1（b）组件示意图比例进行调整，保持整体一致；

（2）附录更改成“典型组件电池串排布示意图”，组件电池串排布示意图

非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可仅放72片电池组件整片和144片电池半片两种组件电池

串排布示意图为代表；

（3）图2，加上对称符号；

（4）标准范围，建议删除“其他未列组件可参考本标准内容”；

（5）图1与图3的尺寸标识统一用符号或汉字表示。

2022年5~8月，编制组完成对标准草案的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论据

内容包括：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包括技术质保、

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

的应当提出标准技术内容的主要差异、水平对比，变化依据和理由。

1、编制原则

以科学合理，公平公开的原则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2、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规定了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以下简称组件）的外形尺寸与带边框

组件的安装孔位置、安装孔尺寸。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边长166±0.25 mm/182±0.25 mm/210±0.25 mm的整片

和半片电池、且符合IEC 61730-1:2016中污染等级1或者污染等级2/材料组Ⅰ规定

的单玻及双玻组件。

表 1 组件外形尺寸

电池尺寸 电池类型 电池片数量 组件长度[mm] 组件宽度[mm]

166 mm 整片电池
60 1755±2

1038±2
72 2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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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片电池
120 1755±2
144 2094±2

182 mm 半片电池
108 1722±2

1134±2
144 2278±2

210 mm 半片电池

110 2384±3 1096±2
120 2172±3

1303±2
132 2384±3

表 2 组件安装孔位置

电池尺寸 电池类型 电池片数量
长边方向安装孔距

[mm]
短边方向安装孔距

[mm]

166 mm
整片电池

60 990±1

(989±2)～(1009±2)
72 400/1300±1

半片电池
120 990±1
144 400/1300±1

182 mm 半片电池

108 1400±1
(1084±2)～(1105±2)

144
1400±1

400±1（可选）

210 mm 半片电池

110
1400±1

400±1（可选）

(1045±2)～(1059±2)
120

(1252±2)～(1265±2)
132

表 3 组件安装孔尺寸

长度[mm] 宽度[mm] 圆弧半径[mm] 备注

14 9 4.5 /

10 7 3.5
长边框增加的一对安

装孔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主要技术内容光伏组件外形尺寸、安装孔位置、安装孔尺寸的确立，根据主

流企业产品设计和用户方使用安装的需求而讨论确定，不涉及测试和验证。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不涉及。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随着 210mm电池和 182mm电池的广泛应用，光伏组件尺寸存在种类繁多、

难以统一的现象。光伏组件尺寸标准的设立，可以统一光伏组件尺寸与安装孔位

置，大大降低光伏制造成本和材料成本，优化供给，降低下游企业安装工作量和

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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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未发现与本标准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或

国外先进标准。

七、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为推荐性电子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贯，以使光伏组件的制造商、材料供应商、应用

方等各相关方了解标准内容，根据标准调整产品技术要求，促进标准顺利实施，

为我国光伏产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发挥实际作用。

建议该标准发布立即正式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电子行业标准《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外形尺寸及安装孔技术要求》编制工作组

2022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