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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520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电力规划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 "fJ GB/T 

50293 - 20] 4 ，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原《城市电力规划规

范)) GB 50293 ← 1999 同时废止。

本规m: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让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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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租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9 "f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09] (88 号)的要求，

标准编剧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

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平础上，修订本规范 c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调整 f 电力规划编制的

内容要求，将原第 3 章"城市电力规划编制基本 ZEJE" 调改为

"基本规定"; 2. 在"城市供电设施"增加"环网单元"内容;

3. 调整了电力规戈IJ负荷预测标准指标; 4. 调整了变电站规划用

地控制指标; :l. 增加了超高陀、新能源等相关内容; 6. 增加了

引用标准名录; 7. 对相关条文进行了补充修改。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罔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

奇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地址: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5 号.

邮编; 10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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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家城市规划、电力、能源的有关法

规和占针政策.提高城市电力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经济性.

确保规划生WfM质日.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坝范适用于城市规划的电力规划编制工作。

1. O. 3 城市电力规圳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预测城 rb 电力负荷.

确定城市快 1tI， I杠源、城市电网布局框架、城市重要电力设胞归走

廊的位置和用地。

1. O. 4 城市电力规划应遵循远近结合、适度超前、合理布局、

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1. O. 5 规划城市规划区内发电厂、变电站、开关站和电力线路

等电力设施的地上、地下空间位置和用地时，应贯彻合理用地、

节约用地的原则

1. O. 6 城市电力现划陈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同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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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城市用电负荷 urban electricity loacl 

城市内或城市规划片区内.所有用电户在某一时刻实际耗川

的有功功率的总和。

2.0.2 负荷同时字 load coinciclence bct叫

在规定的时间段内，电力系统综合最高负荷与所属各个子地

~(或各用户、各变电站)各自最高负荷之和的比值。

2.0.3 负荷密度 loacl clensi ty 

表征负荷分布密集程度的量化参数，以每平方公里的平均用

电功率计壁。

2.0.4 城市供电 rt!， i原 urban power s叩ply sources 

为城市提供电能来源的发电厂和接受市城外电力系统电能的

电源变电站的总称。

2.0.5 城市发也厂 urban powcr plant 

在市域范围内规划建设需要拍立用地的各类发电设施。

2.0.6 城市变电站 urban substation 

配置于城市区域中起变换Ig压、交换功字和汇集、分配电能

的变电站及其配套设施。

2.0.7 城市电网 urban power network 

城市区域内.为城市用户供电的各缀电网的总称。

2.0.8 配电室 clistribution room 

主要为{ß":压用户配送电能，设有中ffi配电进出线(可有少量

出线)、配电变压器和低压配电装置.带有 fQ:; 1长负荷的户内配电

场所。

2. (). 9 开关站 switching station 

城网中设有高、中匹配电进出线、 x;f J)]率进行再分配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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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可用于解决变电站进出线间隔有限或进出线走廊受限，并

在区域中起到电游、支撑的作用。

2.0.10 环网单元 ring main ul1it 

用于 lOkV 电缆线路分段、联络及分接负荷的配电设施。也

称环网柜或开闭器。

2. (). 11 箱式变电站 cabinet/pad-mounted distribution substa 

tlO I1 

由中!是开关、配电变压器、低压出线开关、无功补位装置和l

计量装置专设备共同安装于俨个封闭箱体内的户外配rt!，装置。

2. 0.12 高JE线走廊 high-tension line corridor 

35kV lJZ.以上高压架空电力线路两边导线向外侧延伸一边安

全距离所形成的两条平行线之间的通道。也称高压架空线路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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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电力规划应符合地区电力系统规划总体要求，并应

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3.0.2 城市电力规划编制阶段、期限和范围应与城市规划相

一致。

3.0.3 城市电力规划应根据所在城市的性质、规模、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地区能源资源分布、能源结构和电力供应现状等条

件，结合所在地区电力发展规划及其重大电力设施工程项目近期

建设进度安排，由城市规划、电力部门通过协商进行编制。

3.0.4 城市变电站、电力线路等各类供电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GB 8702 和《环境电磁波卫生

标准)) GB 9175 电磁环境的有关规定。

3. O. 5 规划新建的各类电力设施运行噪声及废水、废气、废渣

三废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干扰和影响，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0.6 城市电力规划编制过程中，应与道路交通、绿化、供水、

排水、供热、燃气、通信等规划相协调，统筹安排，空间共享，

妥善处理相互间影响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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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用电负荷

4. 1 城市用电负荷分类

4. 1. 1 城市用电负荷按城市建设j甘地性质分类，应与现行同家

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 所规定的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相一致。城市用电负荷接产业和生活用电性质

分类，可分为第一产业用电、第二产业用电、第兰产业用电、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

4. 1. 2 城市用电负荷按城市负荷分布特点，可分为一般负荷

(均布负荷)和点负荷两类。

4.2 城市用电负荷预测

4.2.1 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电力规则负荷预测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市域及中心城监;规划最大负荷;

2 市域及中心城区规划年总用电量:

3 巾心城K规划负荷密度。

4.2.2 城市详细规圳阶段电力规则负荷预测古包括下列内容:

1 详细规划泡围内最大负荷;

2 详细规划范围内规划负荷密度。

4.2.3 城市电力负荷预测应确定一种主要的预测方法.并应用

其他预测方法进行补充、校核0

4.2.4 负荷同时率的大小，应根据各地区电网用电负荷特性

确定。

4.2.5 城市电力负荷预测方法的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电力负荷预测方法，宜选用人均用电

指标法、横向比较法、电力弹性系数法、回归计析法、增长率

法、单位建设用地负荷密度法、单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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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详细规划阶段的电力负荷预测，一般负荷(均布负

荷)宜选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法等;点负荷宜选用单耗法，

或由有关专业部门、设计单位提供负荷、电量资料。

4.3 负荷预测指标

4.3.1 当采用人均用电指标法或横向比较法预测城市总用电量

时，其规划人均综合用电量指标宜符合表 4.3.1 的规定。

表 4.3.1 规划人均综合用电量指标

人均综合用电量 [kWh/ (人. a)] 
城市用电水平分类

现状 规划

用电水平较高城市 4501 ~6000 8000~ 10000 

用电水平中上城市 3001 ~4500 5000~8000 

用电水平中等城市 1501 ~3000 3000~5000 

用电水平较低城市 701~1500 1500~3000 

注:当城市人均综合用电量现状水平高于或低于表中规定的现状指标最高或最低

限值的城市。其规划人均综合用电量指标的选取，应视其城市具体情况困地

制宜确定。

4.3.2 当采用人均用电指标法或横向比较法预测居民生活用电

量时，其规划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标宜符合表 4. 3. 2 的规定。

表 4.3.2 规划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标

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 [kWh/ (人. a)] 
城市用电水平分类

现状 规划

用电水平较高城市 1501 ~2500 2000~3000 

用电水平中上城市 801 ~ 1500 lOOO~2000 

用电水平中等城市 401~800 600~ 1000 

用电水平较低城市 201 ~400 400~800 

注:当城市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现状水平高于或低于表中规定的现状指标最高或

最低限值的城市，其规划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标的选取，应视其城市的具

体情况，因地制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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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当采用单位建设用地负荷密度法进行负荷顶测时，其规
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宜符合表 4. 3. 3 的规定。

」

表 4.3.3 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

城市注设用地类别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 (kWihm' ) 

居住用地 (R) IO()~WO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H) ~()O~ 1200 

公共管用与公共服务设施刷地 (Al 3 Cl(J一 ~íjOO

工业用地 (M) 200 -- 800 

物流仓储用地 (W) 2()-- 1O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附) 15~ :l 0 

公用设施)11地(u) l 二 11 -_ 250 

绿地与f 均用地((; ) lO~:30 

i主:超 Ul 表中建设用地以外的其他各类建设屑地的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自(J

选取.可根据所在城市的具体情况确元。

4.3.4 当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指标法时，其规划单位建
筑面和负荷指标宜符合表 4.3.4 的规定。

表 4.3.4 规划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

ill筑类别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 (W/m')

3内 ~70
居住建筑

4 户 ~16 CkW 卢)

公共建筑 lO~ 150 

丁化建筑 40~ 121) 

仓储物流建筑 15-5ο 

市政设施建筑 20~5() 

1主.忏咪用地及规划预 i写的发展备屑地负荷密度指标的选取，可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和l规则fJ飞能要求.冈地和t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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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供电电源

5. 1 城市供电电源种类和选择

5. 1. 1 城市供电电源可分为城市发电厂和接受市域外电力系统

电能的电源变电站。

5. 1. 2 城市供电电源的选择.应综合研究所在地区的能源资源

状况、环境条件和可开发利用条件.进行统筹规划，经济合理地

确定城市供电电源。

5. 1. 3 以系统受电或以水电供电为主的大城市，应规划建设适

吁容量的本地发电厂，以保证城市用电安全及调峰的需要。

5. 1. 4 有足够稳定的冷、热负荷的城市，电源规划宜与供热

(冷)规划相结合，建设适当容量的冷、热、电联产电厂，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以煤(燃气)为主的城市，宜根据热力负荷分布规划建

设热电联产的燃煤(燃气)电厂，同时与城市热力网规划相

协调。

2 城市规划建设的集中建设区或功能区，宜结合功能区规

划用地性质的冷热电负荷特点，规划中小型燃气冷、热、电=主联

供系统。

5. 1. 5 在有足够可再生资源的城市，可规划建设可再生能源

电厂。

5.2 电力平衡与电源布局

5.2.1 电力平衡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地区电力系统中长期规

划，在负荷预测的基础上，考虑、合理的备用容量，提出地区电力

系统需要提供该城市的电力总容量，并应协调地区电力规划。

5.2.2 电源应根据所在城市的性质、人口规模和用地布局，合

8 

引用于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T 50293-2014》 2014年12月第一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本资料限内部使用，严禁用于商业。



理确定城市电惊点的敖it阳布局句大、中城市应组成多电源供电

系?充 c

5.2.3 电j尿布局 r，~l根据负荷分布和电i原点的连接 h 式，合理配

置城市电源点，协调好电源布点与城市港门、机场、同防设饱和

且他「程设施之间的关系

5.2. ..J 燃煤(气)电!的布局山统结号店;煤炭、燃气输送、环

境影响、用地布陆、电 7] 系统'品求等时素。

5.2.5 III再牛能调电厂向依据费源条件布局 jtJ_N_ 与城 l打击见艾IJ 哇

设相协闷。

5.3 城市发电厂规划布局

5.3.1 城市发电 1 年的规戈IJ 布局.除应符合同家现行中H关标准外.

还m符合 F叫规定:

1 燃煤(气)电厂的f址宜选用城 rlj-W 耕地.月二Î.If符合现

行 iJ<j索标准 2城市!甘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出 :)OB7 的

有关.~~求。

2 大、中~\~燃煤电厂应安扫J:Jt.够容量的燃煤储 {f J十J地;燃

气电厂应 ;N {(í定的燃飞资源.并且规划设 it相应的输气管道 J

3 燃煤IjYJ圭l!l:宜在城市最小风树上川向， ;)t 应符合国家

环境保护的存关规定 c

..J {共冷(热)电厂工ì:靠近冷(热)负 f\:j 巾，[二、.并与城市热

力网 i主 n-相匹配。

5.3.2 燃喋电厂在J;I~划「址的同时应现划归'三坟场和水歧管线等

lJt二:灰场宜利用荒、 iÂ住地或山谷

5.3.3 城市发电厂应根据发 I l!， 厂与城网的连接方式规划出去

走廊。

5.-' 城市电源变电站布局

5. ..J.l 1 包渊变电站的位置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圳布局、负荷 jj-布

及勺外部电闷的连接方式、交迪运输条件、水文地质、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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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洪、抗震要求等因素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确定。

5.4.2 规划新建的电源变电站，应避开国家重点保护的文化遗

址或有重要开采价值的矿藏。

5.4.3 为保证可靠供电，应在城区外罔建设高电压等级的变电

站，以构成城市供电的主网架。

5.4.4 对用电量大、高负荷密度区，宜采用 220kV 及以上电源

变电站深入负荷中心布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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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电网

6.1 规划原则

6. 1. 1 城巾电网规划应分层分区，各分层分区应有明确的供电

范用.并应且主免重在、交错。

6. 1. 2 城市电源山与城 lìî 电网同步川剧.城市电网应根据地|走

去;展刷刷和地区负荷峦度，规戈IJ 电源和主JlÎlU甘地。

6. 1. 3 城 IÌJ电|叶规划应满足结构合理、安全nJ 靠、经济运行的

要求，各级电网的接线宜标准化，并应保证电能自量，满足城市

用电需求。

6. 1. -' 城市电网的规QIJ 建设应纳入城乡规时，庇按城市规划布

局和管线综合的要求，统筹安排、合理预留城闷巾各级电压变电

站、开关站、电力线路等供电设施的位置和用地。

6.2 电压等级和层次

6.2.1 城市电网电川等级应符合现id可家标准《标准电Jtd

GB/T 156 的规定。

6.2.2 城市电网庇简化变Jl~E缀，优化配置也压等级序列，避

免重复降斥。城市电闷的电压等级斤，叫. }，\j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

归i422发展确定 c

6.2.3 城市电网规划的 H标电 rt:等级序列以外的电阳等级，应

限制发展、逐步改造。

6.2.-' 城市电网中的最高-级电压 .ftl考虑城市屯|刊发展现状句

根据城市电网远WJ (J~J k\\f.划负荷量和城市电网亏外部电网的连按 }j

式确定。

6.2.5 城市 IU.网中各级电网容量山按…定的容载比配置，各电

压等级城市电网容载比宜符合去 6. 2. 5 的规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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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5 各电压等级城市电网容载比

f干负荷平均增长导 小于 7 7~~~ 12% 大于 l274

500kV 反以上 1.;)~~1. 8 1.。一-1. 9 1. 7-~2.() 

220kV~<l:lOkV 1. 6~ 1. 9 1. 7~2. () 1. 8~2. 1 

3:;kV~-110kV 1. 8~~2. 0 1. 9~2.1 2. 1J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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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 I有供电设施

7. 1 一般规定

7. 1. 1 规划新建或改建的城市供电设施的建设标准、结构选型.

由与城市现代化建设整体水平相适山。

7. 1. 2 设备边型应安全可靠、经济实用、兼顾差异，院用通用

设在斗.选样技术成熟、节能环保和抗震性能好的产川/，并应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7. 1. 3 规切新建的城市供电设施应根据其所处地段的地形地貌

条件和环境要求. J在择与周国l环境最现相协阔的结构形式与建筑

外开乡。

7. 1.4. 在自然灾吉多发地区租跨随铁路或忻梁等地段‘应提高

城市供电设施的设计标准。

7. 1. 5 快电设施规戈IJ时应考虑城市分布式能源、 rl!，功汽车充 Iß

站等布局、接入需要.适应智能电网发展。

7.2 城市变电站

7.2.1 城市变电站结构形式外类院符合表 7.2.1 的明定。

表 7.2.1 城市变电站结构形式分类

大类 结构形式 小类 f占陶形式

•• 一一一一二

少 ;;:117寸1
3 

:;:JJ一
半地 F式

• 
全地下式

箱体式

成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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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JJ&df变电站按其一次侧电n:等级可计为:ïookV 、 :BOkV 、

220kV 、 110 (66) kV 、 3 :ï kV !J:类变电站。

7.2.3 城市变电站主主!巨器安装fì (组)数白'为 2 行 (HU ~4 

台(组) ，单台(组)主变n:器容量J，\l标准化、系叫化。 35kV~

500kV 变电站主变Jf器单行(组)容盐选择宜符合表 7.2.3 的

规定 n

表 7.2.3 35kV-500k\ 变电站主变压器单台{组)容量表

变 i包站电!王等级 (k飞') 单f-ì (m) 主变!王都'8=量 (MV八)

丁川) 3 C1 0 、 730 、 JI Jl )I) 、 121) 1)、 1 ，)仆 11

330 120 、 l J80 、 240 、 360 、 500 、 7.10

220 90 、 120 、 1 ')(1、 180 、 210 、~ f ì () 

110 20 、 3 1. J 、 10 、 、 1 ，飞斗, 

66 11'1 、 二门、 3 1. ~、 10 、 50 

。丁 :1.1 二、 h. :l、 l 川、 2 1l、 3 1.

7.2.4 城市变电油规划选址. 1, ~í.符合 F罗IJ规定:

1 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用地布局相协调;

2 应车近负荷巾JL\ ; 
3 1市便于进 :H 坟;

4 E'{方便交通j三输;

5 f\在减少对军事设施、通信设施、飞机场、领(导)肮台、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等设施的影响:

6 J，~í.j监 JF 易燃、易爆危险源和大气 iW ili: 污秽 I泛及严重盐

雾 i泛:

7 220kV~500kV 变也泊的地面标高，宜高}: 100 年-遇

m水节: 35kV~110kV 变电油的地面标高曰:高于忡忡-遇洪

水{立;

8 应选择良 ~f地质条件的地段

7.2.5 城市变电汕1-1j 口附有 (2~ ，':j)个 IIJ缆j11: !l j 通道.币投变

电站终期规模考虑变电站及Jl:时边路网的电缆管向规划以满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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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进 ill 线 22 求。

7.2.6 }且刷新建城市变电站的结构形式选择， 'n:符合下列规定:

I 在市 i云:边结或郊 l灭， nf采用 {!J 直紧 i奏、占地较少的全户

外式I& 半户外式:

2 在 I扫一[义;内宜采用全户内式戎半户外式:

3 在市中心地区可在尤分论证的前提下结合绿地或广场建

设今地下式或半地F式:

4 在大、中城市的超高层公共哇筑↓!予以、巾，心商并以在繁

华、金融商贸往j[X. 't'i:采用小型户内式;可建设附建式或地 F变

电站。

7.2.7 城市变电站的用地面积.山按变电站最终规模预留;规

刷新边的 35kV~ 二 O (l k飞了 坚电站规划时地面帜控制指标1符{'ì -;三

7. 2. 7 的规定。

表 7.2.7 35kV-500kV 变电站规划用地面积控制指标

!交问\":î'ì 级 (kV) ! 
! 一 | 主变压器谷里:

ft-~J. i _.次电厅J
专. _ \1飞\ 'fì (组) ] 

l 二次电月二 ! 

二------- -;--一

I 1 二上二lJIJl

变电站结构形式夜川Ll也面积 Cm" ) 

~， ，川 lMLtM;
Jl JH且 I伺机 用地mH只

25000~ I 12仆仆仆~

75000 (ìO (i ll (i 

1 ~ooo-. 

I 30(l Oll !I, !()lJ() 

6üOO~ ~()()()~ 200()~ 

30000 12IJOO 8000 

>，飞 1 ，，()()~ Si)() --_ 

-~ 2U()O~3500 1I ()O l) 260() 1 500~2000 

:nl) :!2() 歧 J ~ 2 1 
( I AV 

飞
J
u

q飞
υ

31221' 11o二 120~:'! 卜 l

11 仆(州 !II :'1 飞-63 '2~.j 

73:) 11) --r川:ï 2 ---;) 

注:有1::.特市 J长变电站、换流站等设施íti生用地，宜根据实际需求规划!控制。本指

标i:包括厂也!词用r，]j 11'1阳市或绿化什7月j地.不;'t~Li币 rx: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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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开关站

7.3.1 高电ffi线路伸入市|天.可根据电网需求，建设1l0kV 及

以七电 IE等级开关站。

7.3.2 二~ 66kV ~220kV 变电站的二次侧目kV .il艾 10 (20) kV 

出线走廊受到限制. 1或者 35kV 戎 10 (20) kV 配电装置问隔不

足，且无扩建余地时. 'R:规划建设开关拙。

7.3.3 10 (20) kV 开关站应根据负荷的分布 ij特点布置。

7.3. -' 10 (20) kV 开关沾宜与 10 (20) kV 配电室联体建设.

且'自考虑与公共建筑物混合建设。

7.3.5 10 (20) kV 开关站规划时地面积控制指标宜符合表

7.3. Ö 的规定。

表 7.3.5 10 (20) kV 开关站规划用地面积控制指标

序 Lf 设施名称 规院及机构形式 JIH也由和~ (rIl~ ) 

了l 仁|];()二(川盯卅关站 2ill线 8~1 j :1\ 绞 Î' 内不俑'同己[11.变 J瓦格 ð()~.2 1ì (1 

2(1 )kV JF 关汕 :l ill线 ]2'.1 吕It l 线. 户 I!~ 本刊;F同己也变 IT，:ì~ 12i)-. :l;)(J 

lu(2UJkV 开关fr~ i:' .l基线吕--- 1.1 Il \ r主.户内带 2f? 自己也变 I1、~~ 18il'" 1211 

10(20)kV +!二关到1 3illHt8~1 启 Il!\rx. 户内带 2fT 自己屯变 11; (，~ 2 lO飞二 (J 飞)

7.-' 环网单元

7. -'.1 10kV (20kV) 环网单元宜在地面 1-. 建设，也 nJ 与用电

单位的供电设随共同建设。与用电单位的建筑共同建设时，宜建

在首层或地下一层。

7.-'.2 10kV (20kV) 环网单元每组开闭设备宜为 2 路进线

(1 ~6) 路馈出线。

7.5 公用配电室

7.5.1 规划新建公用配电室的位置，应接近负荷中心。

7.5.2 公用配电室宜按"小容量、多布点"原则规划设置，配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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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器安装白数宜为|坷台.单台配电变!十{器容量小白超过 1 OOOk y;气。

7.5.3 在负 {~f密度较 i白的市中心地区，住宅小区、高层楼群、

旅游网点和对市容有特殊要求的住j 1>S:及分散的大用电户.规划IJ ;{J[ 

建的配电室宜采用户内型结构 J

7.5.4 在公共建筑楼内规划 ;{J[违的配电室.应有良好的通风丰日

消防措施《

7.5.5 当城市旧地紧张、现有自己电室无法扩有且迫 tl l:: I本Ix佳时，

口J采用箱式变电站.且单行变压器容量不'tl:;回过 63UkVA 。

7.6 城市电力线路

7.6.1 城市电力线路分为架空线路和地下电缆线路两类《

7.6.2 城市架空电力线路的路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城市地形、地貌特点和城市道路网规划，沿道路、

河渠、绿化带架设，路径r0i短捷、]1顶直.减少同道路、河流、铁

路等的交叉.并应避免跨越建筑物;

2 35kV 及以 t高压架空电 )J线路应地与IJ 专用通迫.并应

加以{呆护;

3 规刷新建的 35kVJ生以上高压架空电力线路，不宜穿越

市中心地区、重要风景名胜区或中心景观区;

4 宜~Y:开宅气严重污秽区或有爆炸危险品的建筑物、堆场、

仓库;

5 J川的 JE防洪、抗震要求。

7.6.3 内单杆单回水平排列或单杆多归平直排列的市区 35kV~

lOOOkV 1旬!'架空电力线路规划走廊宽度.宜根据所在城市的地

理位置、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气象等条件及当地用地条

件，按表 7.6.3 的规定合理确定。

表 7.6.3 市区 35k\-1000kV 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规划走廊宽度

线路电} 1，等级 (kVl

1'1 流:t 800

高压线走廊宽度 (m)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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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6.3

线路也!王等级 <kV) 高1示线走廊宽度( I"n) 

1'1 ifrt 土 500 55 卢 70

11100 (750) 飞 )11 ~ . 1 1 () 
卜一一一一一

500 h() 产

330 35~45 

220 30~40 

66. 110 15~25 

15~20 

7.6.4 市 l及内高压架空电力线路j'{ 采川占地较少 (10辛基杆I岳和

多囚路 [pJ 杆架设的紧凑型线路结构.多路杆J在白'安排在同一

走廊。

7.6.5 高!长架空电力线路与邻近通信设施的防护|、IIJ距.应符合

现行国系标准 K架空电力线路与闹剧j"j番收音台的 i元护问距》

GB 7495 的有关规定。

7.6.6 高斥架空电力线路导线 tJ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导线与建筑物之rlfJ 的水平距离、导线与地面间最小垂直距离、导

线与街道行道树之间最小垂直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i(66kV

反以 F架空 r l!.力线路设计规也)) GB :ïí1061 、(( 1l0k V ~ 750kV 架

?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545 、、 lilOílk飞/毕节输电线路设计

规也 CB 50665 的有关规定。

7.6.7 规纪IJ 斯建的:35kV 及以上电 )J线路.在下安IJ情况下，有

采用地卡电缆;线路:

1 在市中心地区、 l肖层建筑群区、市区主干路、人口密集

区、繁华街道等;

2 重要风去名胜区的核心 l豆租对架空导线有严重腐蚀性的

地区;

lR 

3 走廊挟窄，架空线路难以通过的地区;

4 I l!.网结构戎运行安全的特妹山安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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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海地区易受热带风暴侵袭的主要城市的重要供电区域。

7.6.8 城庆中、低ffi配电线路应纳入城市地F管线统筹规划，

其空 rËIJ f，711'相走向应满足配电网需求。

7.6.9 城巾地下电缆线路路径和敷设方式的选择，除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飞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K 50217 的有关规定外，

尚山恨据道路网规划-与道路走向相结合，并应保证地rr1J.缆线

路与城 I打其他市政公用 I 程管线间的安全距离，同时电缆通道的

宽度和深度应满足电网发展需求。

仆
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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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尔规范条文时 1~'_ Jj IJ对待.付要求严恪程度

不同的片H可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禾J 11 ..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去 1) ，;严格， Ar[二常'怕况 F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 i司采用"应".反面j 同采Jjj ..不应"或"不得";

3) 表王J\ 允许稍台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JLI茧过样做的
用词:

正 l雨I司采用 H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巾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出为..山
符合……的规定"或"山按……执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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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 ì t-规范)) GB S0061 

2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t~;(作)) GB 50137 

3 ((电力 L程电缆设it规范)) G13 50217 

'" ((l 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坝范)) (;B 50545 

5 (( lOoo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S0665 

6 ((标准电rD GB/T lS6 

7 ((架空电力线路与调幅广播收音白的防护间距川市 7495

8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GB 8702 

9 \\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川æ 917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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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ì) GB/T 50293 一 2011 (以下简称本规

范)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8 月 27 门以第 520 号公 til-批

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城市 Lg 为规划规范>> GR S0293 - 1999 (以下

简称原主!且也)的基础仁修 ì r riIT成， _t 一版的主编单性是中国城巾

规划设叶研究院，参编单位是电 )J工业部安全生产监察司、国家

电 )J调度中心、二In~(市城市周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快也局、 t海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电力工业局、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

{讲究院，主雯起草人员是文IJ学珍、朱{呆哲、文1]玉娟、孙轩、主文

龙、屠三益、武绪敏、任年荣、全德良、吕千。

本次{I_t ~ r的主要内容垦: 1.调艳简化了电力规 QIJ编制的内

容要求.将原第 3 丰"城 1 tJ 电力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调改为 H基

本规定":2. 在"城HI供电设施"增加I ..环网单兀"内容; 3. 调

整了电力规划负荷顶测标准指标; L 调整了变电站规划用j也控

制指标; 5. 增加了超高压、新能源等相关内容; 6. 增加了引用

标准名录; 7. 对相关条文进行了补先修改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总

结了我回城市电|叫四划建设的实践托验， I口JIH参考了大量目内外

已有的相关法坝、技术标准，征求了专家、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

对 F原规范以反规范修订的意见.并与相关国家标准规范相

往，Jf主。

为了便于广大明划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

在使用本规1'[B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起. ((城市 rli，力规划规

范》编制组按章、节、条JII页序编制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

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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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

是.木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m: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f费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的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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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条文中明确月~定了本规范编制的目的和依据 c 城市电力

规划是城市规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综合性、政策性和电力专

业技术性较强的特点，贯彻执行同家城乡规划、电力、能源的有

关法规和l万针政策，可为城市电力支~圳的编制:下作提惯可靠的基

础租法律缸证句以确保规划的质量。城市规划、电力能源的有关

罔家法规.主要包扫: (<巾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让》、《中华人

民共和l[斗电力法儿《巾华人民共和国t- J也管理法人《中华人民共

和同环坑保护法;)i ， ((巾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据法川和《中华人

民共和问甘约自E源法》等。

1. O. 2 本规范适用品罔包捅有两层含意: 半是本规也适用于

(( if-l华人民共和同城乡规划法》所你的城市巾的设市城市.也包
括建制饵 2 但考虑我国建制镇数量很多 ， t见模和l发展水平差异较

大，各地理位晋、资源条{中以及供电管理水平平日电)J设施装备水

平相差悬殊.各建制镇可结合水地实际情况闲地制宜地参照执行

才叫见范。 二是本士见他的15JH范围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 v 所规定的各层次规划阶段巾的电力规划编制工作。对于电

力行业相关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的电力专项规划或电力友)是周划

其主要内容J\'>i符合本规范的要求.其他内容可以根据电力行业发

展的专位需要确定。

1. O. 5 节约用地.十分玲惜和合理使用城市每」寸土地.是

我在|→项基本同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里

为必要 c 执行牛二条文;需注意的是:节约用地 1是在以保证供电设

施安全经济 i主行、方便维护为自íj提的条件下.依靠科学进步.

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乙，或者通过技术半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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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出句设备的布置方式，达到缩小用地、实现17省占地的口

的，而不能不考虑供电设施必要的技术条件和功能 L 的要求，

硬性压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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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本章主要将本规?在中所涉及的城市电力坝戈IJ基本技术用语，

给以统-定义和同解 ;1击对在其他标准、规范中尚未明确定义的

专用术语句而在我同城市供用电领域中已成熟的惯用技术用语，

加以肯定、纳入，以利于对本规范的正确理解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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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巾电力规划足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区电力系

统是城市重雯的电源，是喃定城网明模、布局的依据 I可此，必

须以城市规划、地区电力系统规划为依据，从今局 tU 发.考虑城

市电力规划的编制 1:作。

3.0.2 城市电力呗划是城市规划的配套现划.规则阶段、期限

和市围的划分，只有同城市现划相卒致，才能使规划的内容、深

度和实施进度做到与城市TZ体发展同步，使城市土地利剧、吓境

保护及城市电力与其他Tf1民施之间的矛盾和影响得到有效的协

调和解决.取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环境综介玫泣。

3. O. 3 条文中提 fH 的编制城市电力圳划.尤其是编制城市总体

规划阶段中的电力规划应由城市规划、电 )J 两部门通过充分协

商.密切合作进行编制的理由，主 i且是由城市电力规划所具有的

综合协调性和电力札11;技术性很强的 XX号;性特点所决定的。在城

市电力地圳的;J~I\ 制工作巾，要以城市总体规 ~IJ 为依据.统筹安

排、综合协训各项电力设施在城市空间中的布局，为电力设施的

建设提供必要的城市空间， II;J 时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电力能涌

的供J;V:.两者之间是卒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内剧关系 c :l6:忡

双重性特点在电力总体规划阶段体现叶吏为突出，如果在编制电

力总体规划工作中.城市规划、电力两叩门之间不能取得密切配

合乎1I协作.使制定的规时过分地偏重其双重性中的 H:M 个方

面.都将不是一个全面完整 (J;J tlQ划.也难以保证规圳的质量和规

划的实施。

3.0."" 、 3.0.5 这两条对城市电能生产、快白如 H~符合杜会、经

济、环境~~;合效益的具体!要求。电力是一利'7Li茸的和使川方便的

忧而能lJk. 它是同民纤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民牛沾的必4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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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现代社会生活的T主要标志。城市现代化程度越高.对电能

的需求量就越大，们生产电能的发电厂所排山的废水、废气、粉

尘、灰渣和承扣输送电能任务的高压变电站和高怔送、配电线路

运行时所产生的电酣辐肘、场强茂畴声对城市的影响如果处理不

当，部将会污染城市环境。因此，fE规划阶段济实城市发电厂、

高压变电站的位置和高压电力线路和路径时，既要考虑满足其靠

近负荷中心的电力技术要求，也要充分考虑高用变电站和高陀电

力线路现划建设对周|书I环境的影响，并提归切实可忖的防治

措施 c

3， 0 ， 6 城市电力、供水、排水、供热、燃气、通信工辑管线，

均属城市市政公用T科管线，一般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地士、地下

敷设。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城市电力规划姐不能与其他工程规划

之jflJ很好地协调配合.势必将造成电力线路与树木之间、电力线

路与其他Tt旱管线相_f_(间的影响和矛盾，进而影响电力规划的实

施.并浪费国家资金。只有相互之间密切配合、统筹规划， {吏电

力管线在城市空间占有合理的位置，才能保证电力规划得以顺利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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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用电负荷

4. 1 城市用电负荷分类

4. 1. 1 城市用电负荷分类的方法很多，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有

不同的分类c 本节中负荷分类的制订，主要从编制城市电力规划

中的负荷预测工作72:要出发，总结仑国各城巾编制城市电力规圳

的负荷预测」二作经验，研究、分析不同规划阶段的负荷预测内容

及其负荷特征、用电性质的区别.加以分别归类。

按用地性质进行负荷分类符合城市规划的技术特征，主要根

据城市各类建设用地的用电性质不同加以区别，并依据现行国家

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 中建设用

地的符号、代码分类口径进行相院的规定。这种分类方法的主要

优点是:比较直观，但于基础资料的收集.有较强的适剧性和可

操作性，能够较好的与城市规划衔接 ν 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按各类

建设用地的功能、用电性质的区别来划分负荷类别进行负荷顶

测，是取得比较满意预测结果的主要负荷分类方法 3

按产业用电~t类则可以使负荷预测简便。产业用电与千 J业用

电之间的关系:第一产业用电为农、林、:性、副、;但、水平IJ业用

电.第二产业用电为工业、建筑业周电.第气产业JH 电为第 4

第二产业用电以外的其他产业j甘电，居民生活用电指住毛用电。

4. 1. 2 条文中的;~I:~负荷是指城市中用电量大，负荷集中的大用

电户，如:大型工f 企业或大型公共建筑群 n 一般负荷(均布负

荷)是指}，~~负荷以外分布较分散的其他负荷，在负有I而测中，为

顶切!IJ 简便，可将这些负荷看作是分布比较均匀的一般用电户。

4.2 城市用电负荷预测

4.2.3 采用多种方法预测.并相互补充、技核.可以做到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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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地考虑相关口号l素啕弥补某→种预测方法的局lífHt. 从而使预

测结果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未来负荷的发展规律。采用多种方法

预测时，还应考虑影响未来城市负荷发展的不可预见的因主.用

自-定裕度.以J是高预测的准确付:如可靠性。

-'. 2. -' j且常怕况 I'~ ~我们将一个电网按照不同的要求口I以划分

:人j若干个小的子网，负荷同时半就是在同一时刻.若干子网的最

大负荷之和与整个电网的最大负荷的比恼。巾于一个地区电网内

各类用户的负荷恃征和用电性能不同.各自最大负荷的嵌峰{自出

现的时间都不一样.故在一段剧屯的时间内，一个地区电网的综

台最大负荷iñ往往是小 fJ目户各自的M}-: 1)-l荷他之和的。从空间

忏性来看.一般在同一J也冈随着用户的增多及l三域的扩大.电网

负荷同时来变化是有规律的。 ~h面用户数越多、区域越大.负

荷同时率越低;另一方面.供 I Ii j;{域面积越大.负荷同时率趋向

于一个稳定的值。

-'.2.5 条文中推荐的几种负荷预测方法.是在总结全|叶各城Tli

编制城市 1 l!. )Jt~Qljill1 r负荷西;1 ì刑时常用的几千中预ì~IJ)iit的经验基

础上， r吸收了城市用电水平预测的最新科研成果.并参考国家电

网公 pl 2006 年制定的《城市电力网规划设 ì 1-导则》中的有关现

屯，经分析、研究后提山的。

由于1:]-抖l预测 /i法都是在限定的条件下建主的预测模哇~ . 

所以每一种面ìÞlú 厅法的范用都有 J运的同限性. 11日电力弹性系数

法、增长率法、护l 归外析1i_~ • 主要根据历史统 i十数据.进行分忻

而建立的顶泪IJ数学模型.多用于宏现预测IJ城 tlI总用电负荷或技核

中远期的规时负荷顽ìMÚ值.以上各种方法可以同时r;节时，并相互

进行补充校校 而负荷密度ìL:、单耗法则适用于分布1分类的局部

预测‘用以上方法预测的负荷可用横向比较法进行校核、卡|、元。

而在城市详细规划阶段，对地域范围较小的居住K、工业以等局

部范用的负Mf现油11J则多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法 f 近年来，

城市r1济的 lfJj速发展、居民尘活用电水平的不断捉 r!r可以及约济结

构调整、节能减排带来的产业用电负荷的变化，给负荷而恻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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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不确定因素。为此.还需要全同广大电力规划工作者对电力

负荷预测方法进行帜极研究探索， I东条文中推荐的几种预测方法

外，尚需不断开发研究出一些新的预测启法，以便之充实完苦。

-'.3 负荷预测指标

-'.3.1 人均综合用电量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城市经济发达程

度的一个重要参数，也是编制城市电力总体规划时，校核城市远

期用电量预测水平和宏观控制远期电力发展规模的重要指标。

规划负荷指标的确定，受一定规划期内的城巾杜会经济发

展、人口规模、资源条件、人民物质文化生洁水平、电力供应程

度等因素的制约。规划时各类用电指标的选取向根据所在城巾的

性质、人口规模、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同内生产总值、产

业结构，地区能师、资掘和能源消费结构、电力供应条件、居民生

活水平及节能措施等因素，以该城市的现状水平为基础.对照表

4.3.1 中相应指标分级内的幅值范围，进行综合研究分析、比较

后，因地制宜选定。

由于我同城市数量多，各城市之间人均综合用电量水平差异

悬殊，供电条件也不尽相同，条文巾制定的规划人均综合用电量

指标，主要根据近 10 多年来全同城市用电统计资料的整理、分

析和对国内不同类型的大、中、小城市近年来用电现状调查，并

参考国外 23 个城市的综合用电量水平，总结我国城巾用电发展

规律的特点而制定的。全国城市人均综合用电量幅度，大致 l可分

为四个层次，即用电水平较高城市、用电水平中 L城市、用电水

平中等城市和用电水平较低城市。通过分析还呵以看出，我国用

电水平较高的城市.多为以石油煤炭、化工、钢铁、原材料加工

为主的重工业型、能i原型城市。而用电水平较低的城市，多为人

口多、经济较小发达、能游、资源贫乏的城市 ， E&为电能供应条件

差的边远山区。但人口多、经济较发达的直辖市、省会城巾及地

厌中心城市的人均综合用电量水平则处于全同的巾等或巾 L等用

电水平。这种受城市的性质、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电能供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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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经济基础等因素制约的用电发展规律，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各

类城市的用电特点的，这种用电增长的变化趋势在今后将会保持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3.2 城市居民生?li 用电水平是衡iû:~ In 生活现代化程度的毛

要指标之一，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城市的地

理位置、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居民家庭生活消

费结构及家用电器的拥有量、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居民生前用

电量 1 1 î城市总用电量的比重、电能{共}~政策反电源条件?i i再多因

素的i!ìlJ约。调查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纤济的迅速

发展，我国普通居民家庭经济收入得到提高，生活消费结构发生

了改变，使得居民家庭生活用电量也出现了迅速增加的趋势，见

去 L

表 l 居民家用电器总量统计分析

年份总量(万{î> 平均增长速度<%)

家用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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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A
H
v
q
/
』

?" ~9 1
i
n
υ
 

n
叫
川
八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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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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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

l ~}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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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7
t

川U

n
y

门
/
】

l 

家川洗衣机 I (). "1 

~川电冰箱

18 

10.8 

通过借鉴香港地问和国外城市的元骄川、反对我同 71)多个大、

中、小城市居-民生活的Jfj电现状调查资料口j 以看世1. 随着城 dJ 现

代化进程导伐的加快，我问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已经上了 4个

大白阶.电力供应条件也有 f较大的改善。我作|城市的一般居民

家庭除了少量用电f?: 1Jl较大、不具备在升量居民家庭中苦战的家

用电器[如:电士 1 UìkW~8kW) 、集中电采暖( lOkW 以 1) 、

大容量 rl..!.热水样C10kW)] 外.其他中、高科家用电器(如:

家用空调器、电饭贯、微波炉、组合音响、录像机、保健美容器

具、文化娱乐器R、智能化家用电器咛)都有不同程度的?于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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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在近年来有较大增加。条文 4. 3. 2 的规划人

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标，适用于不含市辖市、县的市区J应用。指

标分级及其规划指标幅值，是依据近年全国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

统计值(表 2) ，并结合 2012 年同家电力规划研究巾心发布的

《我闺中长期发电能力及电力需求发展预测》中的相关数据而制

定的。 2012 年我国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大致在 1000 至

3000kWh/ (人. a) 。

表 2 1991-2010 年我国城市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

1991 年城市人均 2010 斗城市人均 1991~201() 年人

序号
城市居民生活 居民 ij: ì月 )IJ 居民生活川 均 ff:民生活用电E

用电水平分级 电量指标 电量指标 递增速度

[kWh/( 人. a) , [kWh (人. a) , (川)

较高生活用屯
'IOO~201 2S00~ IS01 9. 60~ 10. 5ï 

水平城市

中 i 生活用电
2 2()O~I()1 1:，00~削 l 10. 60~ 10.91 

*4-城巾

中等生活用电
3 lOO~51 8()O~401 10. 86 ~ 1 (). 96 

水平城市

较(B，; 'tì舌 !+J 电
4 50~20 1() l! ~2() 1l 10. 96~ 12.20 

水平城市

4.3.3 表 4.3.3 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主要适用于新兴

城市或城市新建[豆、开发区的负荷预测。该指标的确定，一是调

研了全同 50 多个城市新建l豆、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实施以来的

各类建设用地用电指标的实测数据。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上海、北京、广州等经济率先发展的城市，市内特别繁华[正负荷

密度迅速增加，已达到 (30 ~ 80) MW /km' 0 根据相关资料.

长沙市 2010 年的平均负荷密度已达到 1 1. 4MW /k町，城市中心

区部分区域的负荷密度已达 18MW/km气广州市 2010 年的平均

负荷密度已达到 18. 3MW /km2 ，市中心区的规划平均负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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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记MW/km~ 以上。北京、上海及国外部分城市负荷密度参

见去 1 、表 l 。到 2 Cl lO 年，在上海市区供电公司的辖区范围内，

平均负荷密度为 3. öMW/kn士，最密集地区同i占 38. ;)/'v1W 0 二是

参考了油分城市的现行指标或经验数据，综合分析了我同城市未

来各类建设JjJ地用电的发展趋势。 f 州、上海、陕肉等地区规戈IJ

参考指标见表 5、表 6、表 7 等。

表 3 国外部分城市负荷密度统计表

城市 | 炮|在
供电面积 负何密度

(km2 ) (i\ !W km') 

i 东京部巾，心 613 22. 7 

斗( 190, 11) I 东京都 2155 (V,. ~5 

! I、京电力内环 126吕 9 2.3 

士 flt'j 外|

纽约市

号日台 'Yv! 00 .6 79 

巳1\~ (2Ü()" ~I) rlT [x 105 ')(].O 

表 4 国内部分城市 2010 年负荷密度统计表

城市 | 他~_~jíjjf只 Ckm" ) 负 (Df'æ，' rî C MW / km') 

ι1___~(ÍllJ3 

It京 1\: c[Il. "吕h

卜号: 仙一「一 U4I1」1lll1R.. 口727 

L卜」圭~，二
1210 4. 6 

f 海 687 

586 1. 8 

来 ji i 二Il 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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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市基础设施规划指标

表 5 广州市人均综合及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标 [kWh/ (人. a)J 

人均综合用电且指标

人均1月民生活用 rtI. 41 

划如l近期

6000-70()() 

~00-100() 

t见f， IJ ~l 标每一

12()()()-13()OIl 

180()-20 (l() 

表 6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 (W/m2 )

城市建设用地用电类别 负荷指标

行政办公、金融贸易、 ii司、[1' 、服务
~O-100 

业、文化娱乐
公共设施用地用 l包

体育、医疗卫牛、教育科研设施及
lO<iO 

其他

类工业 二0-7()

丁业用地用电 二类 r业 60-80 

三类下、[1' 1() (J -120 

居住用地用电 [I) -;i (l 

铁路站场 70 
对外交通用地用电

机场飞行 f2Z、航站以及服务以 30 

仓储用地用电

市政公用设施J-H地用电 10 

其他事业用地用也 飞)

2) 上海市控规技术准则

表 7 各类建筑用电负荷指标表

用J也件质 ''(1 íi/: 巾 'L'城和l新城 j牙i 币1 '1.且

h什 H 飞lV nl:.? 平均丁()-而 11

例)rn:.? 以下 Wm 60 :'0 
其

川 -110m" Wnl" (，飞 {、()

巾
1~()m' 以| Wm 7() 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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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f 
山
川
]

f l j 
续 lu

1Jí.{市

9í! 

33 -.40 

Wim' 斗F 均:);) -'130 

W/m 80~!)() 

引11m' I !)O~100 

wfm 巧。 ~'0U

三()~ω

仓储物流 1 飞w凡可T!恼nfll

k口m二

MW kn口Gn】n')J 

1!1 ,10 

2 

ì[UI剂、杨 ) 

3) 陕西省城乡规划设 ì I 院负荷预测指标

忌、(本规划阶段:

单位时地负倚指标 (kWIhm-) ， 含居住用地、公共建筑用

炮手口工业用地等工类。

城市:居住用地 36kW. hm' 、公共建筑用地 70kW hm 、丁

业用地 80kW/hm' D 

县城:居f十一川地 27kW/hm 、公共建筑用地 S2kWIhm2 、工
、Ik 月H也 80kWIhm二 υ

详细~~划阶段:

(1)各类用地的最高用屯的荷 CkW. 盯.建筑面积)

性宅: 80W/m二、办公金融 90W/m2 、商业 10υW/mZ 、医疗
卫生 70Wim二、教育科研 50WI町、文化娱乐 80W/m2 、市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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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90W/m二、仓储物流 40W/ 口r 、道路广场 30W/m- , 

( :2)同时率的取值范|节: (). 5-~O. 7 

选用表 t 3. 3 规划指标时.山根据规戈IJ [;i巾所包JSÉI(J城巾建

设用地类别、规划内有的雯求和i各类建设m地的构成作适、li 传 il丁，

如:切时区中的居住用}也.可以是 r\:}级住主川j也.也叮以是普通

住古时地或别墅居住用地，还可以是几种住宅门j地地块皆有。此

时，各类居住旧地负荷而lìWIJ ~t所选用的规划单机用住m地负荷指

标值JI~l是不相 IlîJ 的，高级住宅用地地块的单位居住川地 fn荷J旨和i

简要高一些.普通住宅周地地块的规纪IJ 单位居住JHJ也负荷 JR标值

川要低-.tJ~t ，公共设胞用地的功能地块类叫更加主523 、更加复杂

些，其规划单位用J也负1'~j指标目的选取应由各城市仅衡确定。

4.3.4 城市建筑类可lJ很多，各类建筑在不同城市、地区的规划

内在斗中J .言J 雯配置的用电设施标准和数过也千1 差别。 现J吁各建

筑秃月lJJ主建设川地的负荷密度指标制定依扣;让述妞下:

(1) J可住建筑 (10单位建筑f(!r归负荷大小与建筑性质、 m沉标

准和其所处城市中的{江青、?毛济发展水平、供电条件、家庭能?J!巨

消费构成、居民收入及居民家庭物质文化生活消费水平、气温、

生活习惯、居住条件等因素有关。 iJ，i}对 J仁京、 J.:. 、 À津、广

州、 y!l J ':k、 1*1)1 1 、重庆、 l叫安、延安等 50 多个城市已建居住小

阿的居住建筑)jJ电现状炖型调查皮全国城市 l*i iJ声j 所得资料分析:

一般经济较发达、居民家庭收入较高、气?且 r'r ;J 、热季长的南方沿

海城市的普通居民家庭巾的家用电程拥有用和家庭生活用电量比

一般内地城市要向.单位建筑面枫负荷指际{在也偏大.主11 :广州

立lW/时，深圳|↓5W.. 时，上向为 55W/口1": I(rî城 I打经济发展较

慢、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水平较低、气j且较低的lQ[lZl 同北地[2<)，&

Ilf或经济较贫闲的山区城市的普通居民家庭对家川电器的需求量

比由方城市相付要少，购头'家用电器能力也较差.所以居民家应

用电量也较小，单位建筑面帜负荷捐标值也较低。木条文也参考

作|内一些力'Jtrp居住建筑现行使用的规戈IJ单位建筑面积的荷地方标

准(最高为 70W ni. 最低为 :)()W/n}) 和国外→也城市及芹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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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现行采用的居住建筑用电指标，考虑我国城市未来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电能供应条件的改善，因素，同时考虑了居民家庭生

活能拥消费的多能互补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后制定了居住建

筑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值。

(2) 公共建筑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值大小，主要取决于公

共建筑的类别、功能、等级、规模和需要配置用电设备的完善程

度，除此之外，公共建筑中的宾馆、饭店的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值

还与空间制咛形式的选用、综合性营业项目的多少(餐饮、娱乐、

影制等)有关，商贸建筑还与营业场地的大小、经营商品的档次、

品种等有关。据对我国 50 多个城市已建公共建筑的用电现状调

查分析.. ---般中高档宾馆、饭店的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值约为

(80~ 120)W /町，一般经济性酒店的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值约为

(50~90)W/m2 。商场的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值大致分为:大型商

场(80~120)W/m2 ，中型商场(50~80)W/时，例如:上海东方

商厦 85W/时，友谊商城 95W/m2 ，大润发 80W/m" ，百安居

65W/m2 ，广州百货大楼则高达 140W/m二 c 写字楼、行政办公

楼的用电负荷比较稳定，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值一般在( 50~ 

90) W/m2左右，真中行政办公负荷指标略低于商务写字楼，例

如深圳海丰苑大厦 70W/时，日本世贸中心 80W/m2 ，苹庄镇人

民政府 60W/m2 。基础教育设施的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值约为

(20~40)W/rri ，医疗卫生及设施服务设施的单位建筑面积负荷

值约为 (40~60) W/m2 o 以上调查研究所得数值和目前我国一

般城市规划设计中采用的规划用电指标基本上是相吻合的，顶计

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其负荷水平不会有太大变化，经上述综合
分析比较后确定了表 4. 3. 4 中公共建筑规划指标值。

(3) 工业建筑的规划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值的确定主要根

据上海、北京、西安、深圳、广州、天津、大连、汕头等 50 多

个城市巳规划实施的新建工业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的工业标准

厂房用电实测数据，以及上海、北京、西安、深圳等多个城市的

城市规划部门现行使用的负荷密度指标值，并参考目前香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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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地-些城市的地方规定是经验数据及用电现状调查，经过综

合分析耐究后制定的。表 4. 3. 4 中丁-业建筑的规划单位建筑面积

负荷指标，主要适用于以电子、纺织、轻工制品、机械制造、食

品工业、医药制造等工业为主的综合工业标准厂房建筑。另外，

根据我国城市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巾，凸城

及新城地区将逐步限制和取消高能耗的工业类型，因此城市建设

区的工业用电负荷密度指标要低于城镇建设区。

(4) 参考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西安等多个城市的规划

部门现行使用的负荷密度指标值以及香港和内地一些城市的经验

数据.经结合分析与比较后喃定了表 4. 3. 4 中仓储物流建筑与市

政设施建筑用电负荷密度指标值。

(5) 近年来随着低碳节能、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城市发展中得

以体现，新能源技术及高效供能方式的应用成为新的趋势，尤其

在部分南方城市。太阳能在辰范性社区巾得到l规模应用，小型分

布式风能用以补充地区照明等用电，而以多种能源集合高效利用

的区域能源中心在城市新规划居住区、工业区以及 CBD 地区得

到较大规模的应用和推广，例如广州大学城能源中心、江苏盐城

向水游、热泵、上海陈家rfi吁:验生态、社区、上海虹梯商务区一期能

源巾'L、、山西永济市地源热菜供能系统等.这些案例有一些属于

示范性项目，有一些则已坯较为成熟，是城市体现节能减排、转

型发展的重要措施。而这些供能系统投运实现了能惊的高效利

用，是对传统大电网体制下月j能方式的一种补充和革新，体现在

同 rt2.负 {pT _t必然是降低了用电需求量。 r可此在 11:1，力规划负荷预测

日、j 山吁考虑这一用能新趋势.对于采用分肯i式功能系统的建筑或

地区，在负荷预测指标的选取时，应根据空调冷热负荷的比重适

当降低取值。能效比较低的建筑负荷密度指标调低幅度较大，能

效比较高的建筑负荷密度指标i周低幅度较小。例如:在上海市电

力公司 2011 年完成的《上海市新虹桥医学同区高压配电网专业

规划》中，由于考虑采JIJ能师、中心模式提仗'空调冷热负荷.在商

办用地的负荷预测指标取值上降低了 (20~30) W/m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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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供电电源、

5. 1 城市供电电源种类和选择

5. 1. 1 城市发电厂种类主要有:火电厂、水电厂、核电卜和其

他电厂，如:太阳能发电厂、风力发电厂、潮沙发电厂、地热发

电 r ^等。目前我国城市供电电摞仍以火电厂和水电厂为主，核电

厂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他电厂出的比例很小。

电源变电站.是指位于城网主干送电网上的变电站，主要接

受区域电网电能，并提供城市电掘。'仨也是区域电网的一部分，

起转送电能的枢纽变电沽作用。

5. 1. 3 以系统受电或以水电供电为主的城市，每年逢怕水期句

电能供应量都将大幅度减少，遇到严重干旱缺水年份，还需实行

限时、限量供应，有许多企业实行‘星期供 d辛 3，甚至供 3 停

4. 一些高耗能企业在缺电高峰期只能停产，届民生活拉i时限电，

给同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也给城乡居民带来极大不便。在以系

统受电或以;j(电供电为主的城市.如结合白马条件建设适可比例

的火电厂，则可以1~补 l耳枯水其Ij缺水造成供电紧张的局面。

5. 1. 4 热电冷联产系统有多方面的优势: (l)提高能源供应安

全，在大型发电厂运行先供电 q-q*fr时，小费IJ热电联产/兰联产机

组接入电网，可保证继续供应终瑞肘户; (2) 增加电网榕在性，

由于使用吸收循环取代目前普遍采用的制冷循环.故在盛夏时

节，三联产机组大大提解了电网的ff~力。鉴 f夏季用电高峰时电

力公司常启用备用机组.输电线路常处于超负荷状态，二联产机

组可进一步提高电网稳定性，并提高系统放率。

燃气一;联产技术的适用条件:第→，冷热电负荷相对稳定，

运行时间较长;第二，较高的电价和相对较低的天然气价格;第

气，对使用冷热电的收费有保证;第四，相对较为严格的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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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要求;第五，需要有事故备用戎备用电源，即对电源的可靠性

要求较高。符合上述条件的行业主要是宾馆、医院、大型商用建

筑、写字楼、机场、工厂等。

5.2 电力平衡与电源布局

5.2.1 电力平衡就是根据预测的规划城市总用电负荷量与城网

内各类发电厂总容量进行平衡。具体表达为:

P\{!、 =P用十 P送 +P备十 P损十 PJ 一 P受… P(! (1) 

式中: P，由、一←一城网内各类发电厂总、容量;

PJ甘 规划城市总用电负荷量;

p边 一城市发电厂向系统电网送出的发电容量;

p受一一城网接受系统送人的容量;

p备一一城市发电厂备用容量;

p损 城网网损;

P厂一一城市发电厂厂用电;

p口…一一城市大用电户自备电厂容量。

5.2.5 污水处理发电、沼气发电、光伏发电、光膜发电等要考

虑与城市规划建筑进行总体设计。

5.3 城市发电厂规划布局

5.3.1 条文规定的城市发电厂布置原则，与国家现行标准《小

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起)) G13 50049 及《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

程)) DL 5000 中 r _ilr选择巾的建广外部条件的要求基本一致。

5.4 城市电源变电站布局

5.4.4 在高负荷密度的 I有中心地|天采用高压深入供电厅式，是

缓解城市用地紧张矛盾，解决市中心缺电问题，并能保证电压质

量、提高供电安全可靠性的行之有效的措施，也是世界城市供电

发展的必然趋势。 20 j贯主己 60 年代.国外」些大、中城市(如日

本东京、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中已出现 22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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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电源深入市中心供电的实例。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上海市

在市中心繁华地段的人民广场建成 220kV 地下变电站; 2009 

年，国内首个 500kV 全地下变电站←一世博 500kV 变电站在上

海建成投运， ì亥站深入市中心人口稠密区，且成为国内规模最大

的地下变电站;而沈阳、武汉、广州等市也相继在市中心地区建

成 220kV 户内变电站。这些城市都有效地解决了市中心大负荷

用电问题。由于 500kV 、 220kV 电源变电站具有超高压、强电

流、大容量供电的特点，对城市环境、安全消防部有较严格的要

求，加之在用地十分紧张的市中心地区建设户内式或地下式 500

(220) kV 电源变电站地价高、一次投资大，所以，对一个城市

是杏需要在市中心地区规划布置 500 (220) kV 电源变电站，需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同力，经技术经济比较和充分论证后合

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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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电网

6. 1 规划原则

6. 1. 1 贯彻"分层分仄"原则，有利于城网安全、经济运行和

合理供电。分层指按电!亚等级分层。分区指在分层下，按负荷和

电源的地理分布特点来划分供电仄。一个电压层可戈IJ分为一个供

rl:!.区，也可划分为若干个供电 i丘。

6. 1. 3 为避免城市电网发展过手里频繁的改造，城市电网应在合

理预测饱和负荷的基咄上，确定目标|叫架.并以此依据指导近期

电|叫建设，实现城市电网远近期发展的有效衔接。

考虑到我国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城市 rl:!.网打\1.根据负荷水平、

供电可靠性雯求和电网发展目标时地制宜地选择接线方式。

(1)特大型城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重点城市

220kV 及以上电网!_&:按双环网标准ítì士.当不能形成地理上的

J1;网时，可采用 C 形电气环网。

(2) 城市人口、行政、经济、商业、交通集中的重点地区在

电网结构上应满足供电主尘 N-l 准则的要求，特别重虫的地"

应满足侠电安全 N-l一1 准则的要求 c

(;) )城市重要用户除正常供电电源外，山有备用电掘。如有

'而耍，宜设应急拟安电源。备川电游、原则上应来自不同变 r l:!.!i占

(发电厂)或来自同一变电站(发电厂)的不同母线段。

6. 1. 4 电力供应是带有一定垄断性的计会公益性革业，电力供

应设施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所以，城市供电设施的规

划、建设应与城市规划建设同步配套，合理发展，做到优质服

务，保证供电;同时，城市现划也应为城市电力建设创造条件，

在规划阶段.根据建设需要，合理预阳伏电设施用地.保证其规

划建设的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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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电压等级和层次

6.2.1 城网确定的标准电压指电网受电端的额定电压，它是根

据国家标准《标准电压)) GB/T 156 确定的，包括:交流 1000 、

750 、 500 、 330 、 220 、 110 (66) 、 35 、 10 (20) kV 和 220 / 

380V，直流士 800 、才- 500kV 0 条文所列的 11 种电压中，

1000kV 、 750kV 、，SookV 属我国跨区域、跨省大电网采用的电

月二，其中 1000kV 属 f特高压电压等级，已于 2009 年应用于晋

东南南阳荆门 1000kV 持高!王交流试斡示范工程，并将逐步

应用和推广至城网供电范围内。但目前.我国城网所采用的电Jf

仍多为二20kV 及以下各绩电[h o 随着城市规甫的扩大和城市用

电负荷的迅速增长，士海、北京、天津等特大明城市已在城市范

围内建设 500kV 战史高电压等级的外环网，既展担仄域电网输

电网功能，同时也是城间的电源 c

6.2.2 、 6.2.3 城市电网结构主要包括:点(发电厂、变电站、

开关站、配电站)、线(电力线路)布置和接线方式，它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地区的负荷;j(平和负荷密度。城网结构是一个整

体，城网巾发、输、变、配用电之间应有t十划按比例协调党展。

为了适应用电负荷持续增长、减少建设投资和节能等需要.城网

必须简化电压等级，减少变压层次，优化问络结构。通过不断实

施城网改造，我同电压等级已逐步走向标准化、规范化.fLl电月二

序列层级仍然偏多，部分城网供电区还存在 330 (220) 110/35/ 

10/0.4kV 电压序列。该电吓一序列在我国电网发展过程中，为解

决大范围、低负荷密度地区 10kV 线路供电距离过长的问题提供

了有效的手段，但由于 110kV 和 35kV 电斥级差较小，客观上

也造成了两级电压供电范阳重叠较多，送变电没备容量重复，电

网损耗较大。城市电网中电压等级过多.不利 f城市电网的标准

化建设和运行管理。因此，应根据城市现有实际情况和远景发展

目标，确定城市电网的目标电Jt~等级序列。

6.2.4 我同地域辽阔，城市数量多，城市性质、规模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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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用电量和城网与区域电网连接的电压等级(即城网最高一级

电压)也不尽相同。城市规模大，用电需求量也大，城网与区域

电网连接的电斥也就高。我国一般大、中城市城网的最高一级电

压多为 220kV，次一级电斥为 110 (66 、 35) kV。小城市或建

制镇电网的最高一级电压多为 110 (66 、 35) kV，次一级电压

则为 10kV。此外，一些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

城网最高一级电压已为 500kV，次一级电压为 220kV 。

6.2.5 变电容载比是某一供电区域，变电设备总容量 (kVA)

与对应的总负荷 (kW) 的比值。计算各级电压网变电容载比

时，该电压等级发电厂的升!王变斥容量及直供负荷不应计入， ì亥

电!王等级用户专用变电站的变压器容量和负荷也应扣除.另外，

部分区域之间仅进行故障时功率交换的联络变压器容量，如有必

要也应扣除。变电容载比是反映城网供电能力的重要技术经济指

标之一，是宏观控制变电总容量的指标，也是规划设计时，确定

城网中某一电斥层网所配置的变电总容量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

标。对处于发展初期、快速发展期的地区，重点开发区或负荷较

为分散的偏远地区，可适当提高容载比的取值;对于网络发展完

善或规划期内负荷明确的地区，在满足用电需求和可靠性要求的

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容载比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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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供电设施

7.1 一般规定

7. 1. 1 城市供电设施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供电设施的建设

标准、结构形式的选择庄接影响城市士地利用的经济合理性和城

市景观及环境质量.进而影响城市现代化的过程。

7. 1. 2 、 7. 1. 3 条文主要是根据城市人口密集、用地紧张的建设

条件及环保要求，对规划新建的城市供电设施提出原则性要求的

技术规定。

7. 1. 4 电网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城市重要的生命线工程

之→，电力设施的损坏、供电中断将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

重大损失，同时还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提高电力设施的抗灾能力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汶川地震之后，国家电网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20 日下发了《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抗震设计要

点))，对工程选址、场地地震评价、岩土工程勘察、结构抗震设

计、建筑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配电装置选型、设备选理、设备

安装及地震次生灾害防治等方面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且对

1996 版《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 GB 50260 进行修订，对原有

条款中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条例》及未反映当前技术进步的内容进行了修订;贯彻了现

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 GB 50011 及《丁业企业电气设备抗震设计规范)) GB 50556 

的新增内容:吸收了汶川地震电力设施及电力设备受损情况的经

验和教训11 ;借鉴了原同家电力公司重点科研项目"大型火电厂主

厂房抗震设计试验研究"的成果，提高了电力设施的抗震设计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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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城市变电站

7.2.3 条文中对 35kV 以上变电站主变压器容量和白数选择的

规定，主要是从考虑电网的综合效益和技术条件出发的。主变压

器单台容量小、 f?数少，需配置变电站的数量就要增多.占地及

投资则相应要增大，不经济;增加主变压器台数可提高供电可靠

性，但也不宜过多，台数过多则结线复杂，发生故障时，均匀转

移符合困难;单白容量过大，会造成短路容量大和变电站出线过

多，不易馈出等弊病。表 7.2.3 中 35~500kV 变电站主变压器

单台(组)的规定，主要是通过对国内变压器生产厂家所生产的

变斥器规格、容量的调查了解得出的，与现行《城市电力网规划

设计导则》中的有关要求也基本一致。

7.2.-' 城市变电站是联结城网中各级电压网的中间环节，主要用

以升降电压，汇集和分配电力。条文中城市变电站的规划选址规

定，与国家现行标准 ((35kV~ 1l0kV 变电站设计规范)) GB 50059 

和 ((220kV~500kV 变电站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8 中选址要

求基本一致。

7.2.6 条文针对深入市区规划新建的城市变电站位置所处城市

地段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其结构形式的选择提出要求，分述

如下:

随着城市用电量的急剧增加，市区负荷密度的迅速提高，

66kV 以上高压变电站已逐渐深入市区，且布点数量越来越多。

而市区用地的日趋紧张，选址困难和环保要求，使得改变变电站

过去通常选用的体积大、用地多的常规户外式结构形式，减少变

电站占地和加强环保措施，已成为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国

内外实践经验表明，在不影响电网安全运行和供电可靠性的前提

下，实现变电站户内化、小型化，可以达到减少占地、改善环境

质量的目的。近年来，采用紧凑型布置方式的户外型、半户外

型、全户内型以及与其他建筑合建的结构形式变电站在我同城市

市区已得到迅速发展。变电站的建设，力求做到了与周用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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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使市区变电站不仅实现了减少占地，而且还尽可能地满足

城市建筑的多功能要求，使其除了作为供应电能的工业建筑外，

还作为城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立面造型风格上和使用功能

土，充分体现了城市未来的发展，适应城市现代化建设需要。同

时，在规划建设市区变电站时还需要考虑有良好的消防措施，按

照安全消防标准的有关规范规定，适当提高变电站建筑的防火等

级，配置有效的安全消防装置和报警装置，妥善地解决防火、防

爆、防毒气及环保等问题;

在市中心区，尤其是在大、中城市的超高层公共建筑群区、

中心商务区及繁华闹市区，土地极为珍贵，地价高昂。为了用好

每一寸士地，充分发挥士地的使用价值，取得良好的社会、经

济、环境综合效益，国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些大、中城市已开始发展小型化全户内变电站，有的

还与其他建筑结合建设，或建设地下变电站，多年来都积累有丰

富的运行经验，如:日本东京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共建设变电

站 440 座，其中地下变电站为 130 座，约占 30% ，地面户内式

变电站大多数都和其他建筑或公共建筑楼群相结合，采用全封闭

组合电器成套配电设备，有先进的消防措施和隔声装置，并有防

爆管，以防故障引起火灾。其建筑立面造型，甚至色彩都考虑与

周围建筑的协调。我同城市(如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都

有在市中心地区或繁华街区建设地面全户内型变电站或地下式变

电站的实例，运行经验表明，不仅可行而且都取得了较显著的社

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如:我国南方某市规划新建的一座

220kV 变电站，位于商业繁荣、建筑密集的闹市中心.为了节

约用地，防止环境污染，他们选用线路·变压器组简化结线方

案， 220kV 侧不设断路器，除主变!王器外，所有电气设备均布

置安装在综合大楼内，变电站最终规模为 3 X 180MVA , 110kV 

出线 6 凹， 35kV 出线 20 回，综合大楼占地面积仅为 714m气大

楼主体分为 4 层，一层安装 35kV 配电装置，二层安装 110kV 电

缆层等，三层安装1l0kV 六氟化硫全封闭组合电器成套配电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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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四层为控制室、会议室等，建筑物立面、色彩方面还做到了

与周围建筑相协调。从投产运行后的实际效果看，无论在美观、

平面布置的合理性和运行的安全稳定性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再如:南方的某一山城在市中心区新建的两座 110kV 变电

站，一个采用国产常规设备，变电站的布置巧妙地利用了该区段

狭窄复杂的高陡坡地形和地质条件，实现了内部空间合理布局和

变电站内外交通流畅便捷。另一变电站引进国外小型电气设备，

采用五层重叠设置，变电站有效用地面积 700时，大大节约了用

地。为了发挥该变电站地块的效益，该变电站还合建了临街 6 层

商业楼。再如:北方某地为解决市中心区负荷增长的用电需要，

决定规划新建 110kV 变电站，然而因征地、拆迁工作困难，短

期难以解决站址用地，他们利用城墙门门洞，在城墙内建设变电

站，既节约了用地，又保留原有明朝城墙的风貌。

7.2.7 影响变电站占地面积的因素很多，如主结线方式、设备

选型和变电站在城市中的位置等，其中以主结线方式影响最大。

主结线方式包括:变电站的电压等级、进出线回路数、母线接线

形式、主变压器台数和容量等。条文中表 7.2.7 所列(35~500)

kV 变电站规划用地面积控制指标，只考虑变电站围墙内的生产

用地(含调相机用地) ，不包括职工生活用地。条文中表 7.2.7

所列(35~500) kV 变电站规划用地面积控制指标归纳参考了

国家电网公司变电站典型设计 (2011 年版) ，本次调整使规范与

国网典型设计的用地指标基本一致; 500kV 户内、半户内站是参

照北京市的城北、朝阳、海淀等站的建设实际情况选择确定。部

分户内站用地面积较上一版规范有较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有两

个方面，一是变电站变压器台数和总容量较原来有所增加，变压

器体积和进出线规模都有较大幅度上升;二是消防安全等级提

高，变电站要求布置消防环形通道及泵房等设施，用地范围需适

度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变电站由于其设备布局的特性，以规则

的长方形(如 70mX80m 、 180mX 200m) 用地效率较高，如果

是三角地等异形地块，其边角还会形成用地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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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城市数量多，各城市的用地条件，、经济基础、资金

来源、供电管理技术水平不完全相同，规划时可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地选用表 7.2.7 的指标值 c

7.3 开关站

7.3.1 、 7.3.2 规划建设开关站是缓解城市高压变电站出线回路

数多、出线困难的有效方法，可以增强自己电网的运行灵活性.提

高供电可靠性。

7.3.4 lokV 开关站与 lokV 配电所耳其体合建，可以节省占地，

减少投资，提高供电可靠性。

7.4 环网单元

7.4.1 环网单元是近年来广泛应用的配电开关设备，也称坏网

柜或开闭器，主要用于 lOkV C20kV) 电缆线路分段、联络及分

接负荷。按使用场所可分为户内环网单元和户外环网单元，是环

网供电和终端供电的暨要开关设备。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环

网柜结悔紧凑，占地ffiíl只小，运行安全可靠.维修量很小，运行

费用低，可满足变配电设备无油化、集成化、小型化、智能化、

模块化的要求，因此本次规范修编中首次把环网单元列入城市供

电设施。为便于巡视、检修和维护，环网单元宜在地面上单独建

设:但为更好地实现城市供电设施与城市景圳的协调统丰啕当有

景观协调或节约用地等特味要求时，环阿单元可考虑与用电单位

的建筑共同建设;为便于故障检修、日常组护且防止设备受剧或

进水，宜布置于地上首层或地下一层，而不能布置于底层。

7.4.2 环网单元的进出线规模可根据实际负荷大小和需求来选

择.为体现环网1(1元结怕紧J奏、占地向乎只小的特点，环网单元的

坝模一般不超过 2 路近线 6 路出线。

7.5 公用配电室

7.5.1 、 7.5.2 条艾旱基于为保证各雯终端负荷供电电J1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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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节省电能而提出的。根据小容量、适度布点的原则。

7.5.3 、 7.5.4 条文规定主要是基于保证在负荷密度高、市容有

特殊要求地区的环境质量，又要满足安全消防、节约用地要求等

因素而提高的。

7.5.5 箱式变电站是把高压受电设备、配电变压器和低压配电

屏，按一定接线方案集合成一体的工厂预制型户内外配电装置，

它具有体积小、占地少、投资省、工期短等优点，近年来，在城

网中应用逐渐增多，反映良好。使用中应注意的是，选用箱式变

电站时需考虑箱体内的通风散热问题及防止有害物侵入问题。

7.6 城市电力线路

7.6.2 架空线路有造价低、投资省、施工简单、建设工期短、

维护方便等优点;其缺点是占地多、易受外力破坏，与市容不协

调、影响景观等。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人们对城市空

间环保意识的加强，城市电力线路是采用架空线路，还是地下电

缆的问题，将越来越需要在城市电力规划中作出原则性的规定。

条文中根据我国国情、国力及各地城网现状，借鉴国外城市经

验，对城市中规划新建的各级电压架空电力线路的路径选择作出

原则规定。

7.6.3 通过对全国 50 多个不同类型城市已建成的各级电压架空

线路的走廊宽度现状调查和一些城市现行采用的地方规定或经验

数据进行分析表明，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用地条件的城市

高压架空线走廊宽度要求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东北、西北地

区的城市由于气温低、风力大、导线覆冰等原因而易受导线弧垂

大、风偏大等因素的影响，使其高压线走廊宽度的规定比华东、

中南等地区城市偏大些。大城市由于人口多，用地紧张，选择城

市高压线走廊困难，其高压线走廊宽度的规定比中、小城市偏

紧。山区、高原城市比一般内地城市的高压线走廊宽度的规定偏

大些。表 7.6.3 市区 (35~ 1000) kV 高压架空线路规划走廊宽

度的确定，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一些城市的现行地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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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经验数据，借鉴国外城市经验，通过理论计算、分析、校核

后确定的。由于我国地域辽|词句条件各异，各城市可结合表

7.6.3 的规定和本地实际用地条件因地制宜确定。表 7.6.3 的规

定，只适用于单杆单凹水平排列和单杆多回垂直排列的 3.SkV 夜

以上架专线路。

7.6.4 基于多牛来的经验总结，规定与现行罔标(( 66 k V 及以
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 llokV ~7;)okV 架空输

电线路设计规范)) (出 50545 、(( 1000kV 架节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665 基本一致。

7.6.5 吁前城市电网正向高电压、大容量发展，全国不少大、
中城 I节均以高电压或超高压进城供屯，深入市区的高压架空线路

与邻近通信设施之间如不保持 J屯的安全防护距离，将会导致电

随干扰、危险影响及事故发生。为此，我国已制定颁发了有关标

准规定，如:现行国家标准《架空电力线路与调幅广播收音台的

防护间距)) G且 7495 、 《架空电力线路、变电所对电视差转台、

转播台无线干扰防护问距标准)) (出，j 143、吃屯信线路遭受强电

线路危险影响的容许值》 ιB 6830 等。

7.6.6 现行国家标准~ ((66kV 及以下架宅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 (( 1l0kV ~ 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S~5 、((lOOO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也)) GB 50665 对架空电力

线路跨越或接近建筑物的最小距离、与地面、街道行道树之间最

小垂直距离等安全要素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为方便使用，

我们将5t述于气个规范的数据整理成以 F四个表格(表 8、表 9 、

表 10、去 1 1)中。

表 8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线路电FE (kV) 

垂直距离 (m)

注 在导线最大计算弧垂怕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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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架空电力线路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水平距离

线路电压 (kV)

水平距离 (m)

注·在兀风情况下。

表 10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地面间最小垂直距离 (m)

线路电压 (kV)
线路经过地区

<1 1 ~ 10 35~110 220 330 000 7豆。

居民区 6.0 6. ::; 7. ::; 7.5 8. ::; 14.0 19. 5 

非居民区 J. 0 5. 0 自 o 6. 5 7. 5 11. 0 15. 5 

交通因难地l豆 4.0 i.5 5.0 5.5 6. 5 8. 豆 11. 0 

注:在最大计算导线弧垂情况下。

表 11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街道行道树之间最小垂直距离

最小垂直距离 (m)! 1. 0 

注:考虑树木自然生长高度。

1000 

27.0 

22.0 

19.0 

7.6.7-7.6.9 城市电力线路电缆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

势，地下电缆线路运行安全可靠性高，受外力破坏可能性小，不

受大气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还可美化城市，具有许多架空线路替

代不了的优点。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电网一直按电缆化的要求进

行规划和建设，如:美国纽约有 80% 以上的电力线路采用地下

电缆，日本东京使用地下电缆也很广泛，尤其是城市中心地区。

从国内实践来看，许多城市已向 lokV 配电全面实现电缆化的方

向发展，电力行业标准《城市中低压配电网改造技术导则)) DLí 
T 599~2005 中指出:城市道路网是城市配电网的依托，城市

主、次干道均应留有电缆敷设的位置，有些干道还应留有电缆隧

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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