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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青海天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海天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宏、韩宏伟、李田珍、朱青云、刘立勇、马晓梅、闫志强、王彬、袁娇、辛

元庆、李鸿鹏、林永辉、王霖、孙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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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为光伏电站中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的隐性缺陷，提供现场检测的技术规范，以

及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电致发光成像和识别EL图像类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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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隐性缺陷电站现场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隐性缺陷电站现场检测方法，检测设备，检测内容，检测流程，

缺陷识别，检测抽样方法，检测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以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为核心部件的光伏电站，对组件常见隐性缺陷在室外光伏电

站条件下进行的现场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标准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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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195-2012 地面用晶体硅太阳电池总规范 

    IEC 60904-13-2018 Photovoltaic devices - Part 13: Electroluminescence of photovoltaic 

module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致发光 

又可称场致发光，简称EL（Electro Luminescent），是通过加在两电极的电压产生电场，被电场

激发的电子碰击发光中心，而引致电子在能级间的跃迁、变化、复合导致发光的一种物理现象。 

3.2 太阳能电池组件电致发光检测仪 

利用太阳能电池的电致发光原理来检测组件是否存在缺陷的设备，简称EL检测设备、EL检测仪。 

3.3 太阳能电池组件缺陷 

主要指的是太阳能电池组件在电致发光作用下可观察到的同心圆、亮点、黑心、黑边、黑斑、亮斑、

裂纹、断栅、断裂等影响太阳能电池不需要的性能特征。 

3.4 杂散光 

指的是太阳能电池组件在进行缺陷检测时除了电致发光之外的影响成像结果的外界光。 

4 检测方法 



DB63/T XXXXX—XXXX 

2 

对光伏电站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依据GB/T 29195-2012定义）隐性缺陷的现场检测，有三种检

测方法： 

a）直接在光伏阵列上检测； 

b）从光伏阵列上拆卸太阳能电池组件，并在现场搭建的暗室环境中检测； 

c）从光伏阵列上拆卸太阳能电池组件，并运回实验室暗室环境中检测。 

5 检测设备 

5.1 一般要求 

EL检测设备用于获取光伏组件的电致发光图像。根据其布局和不同的操作模式，有以下不同类型的

设备。 

根据第4章所述的三种检测方法，有如下四种检测设备： 

a）白天直接在光伏方阵上的检测设备； 

b）夜间直接在光伏方阵上的检测设备； 

c）现场搭建暗室的检测设备； 

d）实验室EL测试设备。 

无论哪种检测设备，其组成——EL检测设备，主要包括相机、暗室或暗环境、电源、计算机、图像

处理软件和图像显示系统。 

5.2 相机 

相机探测器一般具备感光像素，是由排列在焦平面的阵列中电荷耦合器件或者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器件组成。相机镜头保证成像能捕捉足够视场角。 

5.3 暗室或暗环境 

为EL检测设备提供合适的黑暗环境，更适合得到高质量的图像。应采取预防措施，来消除进入暗室

的杂散光，比如使用坚厚的墙、窗帘、挡板和可以吸收自然光并没有任何缝隙的材料。对于非实验室现

场测量，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光线。暗室成像工作室可能是设备本身的盒子结构，遮光窗帘或外部黑暗

环境，如晚上进行测量。 

5.4 电源 

为了给单个或多个串联组件提供从太阳电池组件正极流向负极的电流，必须采用直流恒流源。直流

恒流源须能够提供有效的电压来使组件达到短路电流，能够适用组件的短路电流或适用参与组件串联的

电池片。通常，直流恒流源必须能够在标准测试条件下施加光伏组件的短路电流。 

5.5 计算机 

计算机对电源和相机实现控制，可以快速到达预定的电流并与图像采集相协调，可以提供速度和提

高组件成像的准确性。用于控制光伏组件EL检测操作的操作软件，例如直流电源的通电和断电，成像系

统的曝光控制，包括成像镜头、成像探测器、黑暗房间等，光伏组件和成像系统的运动。 

5.6 图像处理软件 

图像处理软件为了处理成像探测器获得的光伏组件发出的电致发光信号，保存、保护原始图像格式，

后续的显示和图像处理，图像通过电子方式从相机传输到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应可以加载EL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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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信号级别分配颜色或灰度，在指定的组串区域内光伏组件上进行测量。EL检测设备通常使用灰度

表示检测器测量的信号电平。低电致发光信号最好用低亮度表示，并且图像中的高电致发光信号将更好

地由高亮度表示。 

5.7 图像显示系统 

图像显示系统用于显示检测到的图像，基本功能包括显示、放大、裁剪、旋转、水平范围调整。 

6 检测内容 

EL检测设备能够检测的内容有： 

a）单块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多种隐形缺陷； 

b）太阳能组串的PID效应。 

7 检测流程 

应包括以下检测流程： 

a）检查测试暗室是否黑暗； 

b）根据样本信息设置测试参数； 

c）调节电源可以提供大于组件额定短路电流； 

d）打开暗室并将样品放入测试区域，确保测试表面垂直于相机镜头； 

e）确保测试样本的图像可以在测试区域中捕获； 

f）将测试样品的正极连接到直流恒流源的正极，负极连接到恒流电源的负极； 

g）输入样品序列号代码，关闭暗室并开始拍摄图像； 

h）拍摄、成像清晰图像，保存图像； 

i）然后把样品从暗室中取出。 

8 缺陷识别 

缺陷识别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EL图像来识别，如亮度正常或异常的图像，应根据参考分类图像数据

库进行判断，并对EL样品状态作出结论并及时记录保存图像。缺陷识别可参照IEC 60904-13-2018 执行。 

9 检测抽样方法 

依据GB/T 2828.1-2012的规定和光伏电站验收方面的规定确定检测抽样。 

10 检测报告 

由测试机构准备的测试报告，必须包含测试的性能特征、任何失败的测试或重新测试的细节。该报

告应包含组件的详细说明。每个测试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a）标题； 

b）测试组织、机构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测试地点； 

c）每页的认证标识或报告编号； 

d）客户的姓名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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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测试项目的说明、性能、条件和标识； 

f）测试项目收到日期和测试日期、时间； 

g）测量设备信息，包括名称，相机、暗室、电源等； 

h）参考标准； 

i）确定组件类型； 

j）参数设置，如电流、电压、曝光时间等；测试方法的任何偏差、增补或删减，以及与特定测试

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例如环境条件等； 

k）在检查过程或得出结论期间获得的图像，由表格、图表、柱状图数据、示意图等提供支持。当

安装在一个阵列中可适当作为表明组件定位，为引用特别的电池在可移动组件中的策略； 

l）应用于被测组件、组件温度、摄像机设置、工作距离、成像角度和环境光照条件下的电流和电

压； 

m）测试结果，包括缺陷类型、数量和图像，在组件位置和缺陷类型上的任何故障； 

n）关于测试结果的不确定声明，包括信噪比信息等相关情况； 

o）署名和标题，或对报告内容和报告日期承担责任的同等人员，测试人员、审核人员、批准和报

告编号； 

p）在相关的情况下，声明结果只与被测试项目相关的声明； 

q）未经检测机构书面批准，不得复制证书或报告的声明； 

r）制造商应保留报告的副本，以备参考之用； 

s）需要说明的其他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