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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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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东省设备监理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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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多旋翼无人机巡检系统质量检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力多旋翼无人机巡检系统质量检测规范的工作内容和方法、缺陷等级、检测项目等。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多旋翼无人机巡检系统质量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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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4857.5—19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GB/T 4857.18—19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定量数据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9—20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22084.1—2008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便携式密封单体蓄电池

第一部分：镉镍电池

GB/T 22084.2—2008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便携式密封单体蓄电池

第二部分：金属氢化物镍电池

IEC 62133—2012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 便携式密封单体蓄电池和由这些单体蓄

.电池组成的电池的安全要求

QB/T 2502—2000 锂离子蓄电池总规范

GJB 151A—1997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

GJB 152A—1997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测量

GJB 2347—1995 无人机通用规范

GJB 5433—2005 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GJB 5434—2005 无人机系统飞行试验通用要求

GJB 5435—2005 无人机强度和刚度规范

GJB 6703—2009 无人机测控系统通用要求

3 工作内容和方法

3.1 抽检原则

3.1.1 无人机巡检系统全年质量检测数量占到货总数的比例按年编制，抽检范围需覆盖所有供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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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并在所辖范围内覆盖所有供货型号。

3.1.2 以同一个厂家、同一个合同、同一时期交货的同一型号产品为一个供货批，抽检批在供货批中

随机选取。

3.1.3 若出现抽检不合格，同一供应商的后续连续三个批次的产品必须抽检。

3.1.4 对于上年度出现过质量检测不合格的供应商产品重点抽检。

3.1.5 抽检样品在抽检批中随机选取若干台，抽检样品型号与数量根据抽检原则、抽检比例及抽检产

品质量情况适当调整。

3.2 抽样方式

对于在实验室检测的样品，品控人员提供质量检测抽样单，在抽检批中随机取样并送至指定检测地

点，送样时应附上抽样单。对于在供应商或供电局仓库（以下简称“现场”）进行检测的样品，品控部

门编制质量检测抽样单，由抽样人员现场取样。

3.3 质量判别依据

设备材料的质量判断依据为被检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公司采购标准，当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与公司采购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要求最严格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

3.4 判定原则

3.4.1 抽检样品判定原则

被检样品有一项检测项目不合格，则被检样品判定为不合格。

3.4.2 抽检批判定原则

规定DQL=0，若抽检批中有1台及以上样品抽检不合格，则判定该抽检批产品拒收；若全部样品抽检

合格，则判定该抽检批产品接收。

4 检测项目及缺陷定级

缺陷分类原则：

A类缺陷：影响设备基本功能，危及人身安全或会引起严重后果的设备质量异常现象。根据公司缺

陷处理管理规定，A类缺陷属于公司物资采购阶段重大缺陷。

B类缺陷：严重安全隐患或长期运行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设备质量异常现象。根据公司缺陷处理

管理规定，B类缺陷属于公司物资采购阶段重大缺陷。

C类缺陷：外观或轻微故障且处理方法相对简单的设备质量异常现象。根据公司缺陷处理管理规定，

C类缺陷属于公司物资采购阶段一般缺陷。

表 1 电力多旋翼无人机质量检测通用检测项目

序号 测 试 项 目 标 准 要 求 标准依据 缺陷定级

1
资料

检查

检查装置资料

应符合标准

要求

检查产品提供的技术资料，包括技术规格书、操作手

册、维护保养手册、出厂检验报告等采购技术条件书

及投标技术文件所述资料

/ C 类

2
物理特

性检测
轴数 根据采购技术条件书确定 / B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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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力多旋翼无人机质量检测通用检测项目（续）

序号 测 试 项 目 标 准 要 求 标准依据 缺陷定级

3
轴距（对角线距

离）（不含浆）
根据采购技术条件书确定 / B 类

4
重量

（含电池及浆）
根据采购技术条件书确定 / B 类

5
悬停控制

偏差试验

具备定点悬停功能，水平控制精度及垂直控制精度根

据采购技术条件书确定
/ B 类

6
低电压报警

功能试验

1）在正常作业环境和搭载有效荷载下，巡航时间不

小于 20min；

2）电池低于 20%容量应有报警功能

/ B 类

7
外观特性

试验

1）整机外观美观整洁、结构坚固、无裸露导线；

2）外壳为绝缘复合材料，外壳包覆完全；

3）部件间连接紧固，紧固件、连接件有防松措施；

4）无人机外壳表面喷漆均匀，无划痕、针孔、凹陷、

擦伤、畸变等损坏情况；

5）地面站系统集约、整洁，无线路捆扎外露现象；

6）地面站软件参数显示完整（至少有飞行航迹、飞

机状态信息、视频图像、预警信息等界面窗口）；地

面站软件界面具有操作友好性

/ C 类

8
操作性及维修

性试验

1）系统配置简单，具备操作便捷性，操作人员不超

过2个；

2）系统展开时间小于5min，系统撤收时间小于5min；

3）旋翼安装方向和位置需要明显标识；

4）系统维修简单、便捷，更换全部电池、旋翼的时

间小于1min

/ C 类

9

飞行

性能

检测

自检功能

试验

1）自检应至少包含遥控遥测信号（数传）、电池电

压、电机、飞行控制模块等项目；

2）自检过程中以上任一部件（模块）故障，均能在

地面控制站和（或）手柄上以明显的声（光）进行报

警提示，并能根据报警提示定位故障位置

/ A 类

10

飞行模式及切

换功能

试验

应支持手控模式、自主模式和半自主模式；三种模式

可自由切换，切换过程中无人机飞行姿态不发生明显

变化

/ B 类

11 起降方式

无人机的起飞和降落支持手动和自主两种方式；若需

操作人员协助的起飞、降落方式，记为“手动起飞方

式”和“手动降落方式”；若完全不需要操作人员协

助的起飞、降落方式，记为“自主起飞方式”和“自

主降落方式”

/ B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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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力多旋翼无人机质量检测通用检测项目（续）

序号 测 试 项 目 标 准 要 求 标准依据 缺陷定级

12
一键返航

功能试验
具备一键返航功能，提供返航策略选择 / A 类

13
链路中断返航

功能试验
具备链路中断返航功能，提供返航策略选择 / A 类

14
操控性能试验

（可选）

无人机俯仰、滚转、偏航飞行，均能按照操控方向飞

行
/ A 类

15
任务规划功能

试验（可选）
具备航迹规划功能，按预定的三维地理坐标自主飞行 / B 类

16
测控距离试验

（可选）

按采购技术条件书要求距离，具备巡检飞行状态及参

数和任务载荷及工作参数的遥测功能；具备可见光或

红外视频全向、实时传输功能

/ A 类

17

飞行区域限制

功能试验

（可选）

1）不飞入设定好的电子围栏；

2）禁飞区内无法起飞/飞入
/ B 类

18

电池

性能

检测

外观特性试验

（可选）

1）电池表面应清洁，无明显划痕及机械损伤，且排

列整齐、连接可靠；

2）每个电池应至少包含产品型号、正负极性、制造

厂商、制造日期或批号的中文标识，且标识清晰；

3）任何形变应在制造商的图纸规定的外形尺寸公差

范围内

/ C 类

19
安全性能试验

（可选）

1）电池长时间充电、应不起火、不爆炸；

2）电池外部正负极短路应不起火、不爆炸；

3）在高温使用中，电池外壳应不发生物理变形，内

部零件应不爆炸；

4）挤压试验后电池应不起火、不爆炸；

5）针刺试验中，电池应不起火、不爆炸；

6）振动试验后，电池外观应符合外观特性试验要求

GJB 151A—

1997
B 类

20

电气连接与

绝缘试验

（可选）

1）各触点间导通性良好，接头连接应牢固、可靠；

2）当提供电压操作 60s 后，正极端子和电池组外露

金属表面除电气接触表面间的绝缘电阻在直流 500V

时，应不小于 5MΩ

/ B 类

21

环境

适应

性检

测

高低温存储

性能试验

（可选）

在-20℃和+65℃条件下各存储 2h 后，被测无人机巡

检系统外观、结构无明显变化，飞行功能正常。
/ B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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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力多旋翼无人机质量检测通用检测项目（续）

序号 测 试 项 目 标 准 要 求 标准依据 缺陷定级

22

高低温试验环

境适应性试验

（可选）

放置在室温的试验箱内，并将温度降低至-20℃或者

升高至 55℃的测试温度，内静置 1小时后，在该温度

条件下持续运行 1小时或至电池报警，期间无人机巡

检系统及各部件应正常工作，外观、结构无变化。试

验后无人机设备的线路、传感器及各零部件等工作正

常，结构无变化

/ B 类

23

电磁

兼容性

检测

静电放电抗扰

度

（可选）

应能承受“GB/T 17626.2 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

扰度试验”中第 5 章规定的试验等级为 4 级的静电

放电试验。在试验期间及试验后，无人机能正常运行

GB/T

17626.2
B 类

24

射频电磁场辐

射抗扰度试验

（可选）

应能承受“GB/T 17626.3 试验和测量技术射频电磁场

辐射抗扰度试验”中第 5 章规定的试验等级为 3 级的

射频电磁场干扰试验。在试验期间及试验后，无人机

能正常运行

GB/T

17626.3
B 类

25

工频磁场抗扰

度

（可选）

应能承受“GB/T 17626.8 试验和测量技术工频磁场抗

扰度试验”中第 5 章规定的试验等级为 5 级的工频

磁场干扰试验。在试验期间及试验后，无人机能正常

工作

GB/T

17626.8
B 类

注 1：检测项目分必选项目和可选项目。必选项目每次必检，可选项目根据无人机巡检工作环境需要进行抽检。

注 2：1-13 项为必检项目，14-25 项为可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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