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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导则规定了城市房屋供配电设施建设应执行的规范性技

术要求。

本导则适用于城(镇)新建、改建、扩建房屋供配电设施

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导则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全部引用文件，

均以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内容为准，适用于本导

则的执行。

GB 156 标准电压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 (IP 代码)

GB 12325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GB 12326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厅 14549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厅 15543 电能质量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

GB3906 3.6k V - 4O.5k V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

GBll032 交流元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GB5∞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刷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1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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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53 lO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18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厅 17215.211 交流电测量设备通用要求试验和试

验条件第 11 部分:测量设备

GB厅 17215.301 多功能电能表特殊要求

GJ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242 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DUf 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Uf 599 城市中低压配电网改造技术导则

DUf 614 多功能电能表

DUf 620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

DUf 62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DUf 645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DUf 721 配电网自动化系统远方终端

DUf 825 电能计量装置安装接线规则

DUf 5137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DUf 5220 10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JJG 596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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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0.1 房屋供配电设施

包括上一级中压电源出线点始、住宅区(含公建设施)计

量点止的全部供配电设施总称。指公用变电站中压出线间隔或

电缆T接线箱、架空线路、环网柜、中压开关柜、变压器、计

量表箱(对居民用户，含到户电能表和集中表箱)和计量表计

等设备;不含征地、拆迁、建房及配电室土建等项目。

3.0.2 产权委托人

指具有用电需求、进行供配电设施建设的房屋产权所有者。

如独立开发地块的房地产公司、委托房地产公司代行开发地块

的政府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等。

3.0.3 配电网

从公用变电站中压配出、经配电设施就地或逐级配送电能

到末端用电设备的中压、低压电力网络。

3.0.4 配电室

进行电压变换、电能配送的电气设施安置场所。一般由中

压进线、配电变压器和低压配电装置等组成，配出低压用电负

荷。

3.0.5 箱变

亦称预装配式变电站或组合式变电站，简称箱变。指将中

压断路器(负荷开关)柜、配电变压器、低压配电柜和计量等

设备安装于集中封闭箱式体内的配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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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公建配电设施

指房屋建筑区域内除居民住户照明(含电炊)性质以外公

共用电场所用电需要的配电设施。

3.0.7 公用变压器

指产权归供电部门所有、供电部门负责运行维护的配电变

压器设备。

3.0.8 专用变压器

指产权归产权委托人所有、产权委托人负责运行维护的配

电变压器设备。

3.0.9 配电终端

安装于中压配电网的远方监测、控制单元等设施的总称，

包括配电开关监控终端(即盯U，馈线终端)、配电变压器监

测终端(即πU，配变终端)、开关站和配电室的监控终端(即

DTU，站所终端)等。

3.0.10 采集终端

安装于配电室、居民住户末端实现远方监测、通信、控制

等功能的设施总称。

3.0.11 通信终端

安装于配电网实现信息交互传输功能的设施总称。

4 基本原则

4.0.1 建设标准应统一，且采用成熟先进的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实行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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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电气一次、电气二次、配电终端、通信终端、采集终端

等设施建设应按电力专业协调原则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

实施、同步验收与投运。

4.0.3 城市房屋供配电设施应合理规划、设计，设施配置具备

适度的承载能力和投资性价比。

4.0.4 城市房屋供配电设施供电的可靠性、电压质量等指标应

符合 GB 156、 GB 12325 、 GB 12326、 GB厅 14549、 GB厅 15543

等标准规定。

5 一般原则

5.1 电压等级

5.1.1 房屋供配电设施供电电源电压lOkV，简称中压等级。

5.1.2 房屋供配电设施配电电源电压 O.22kV IO.38k V，简称低

压等级。

5.1.3 中压等级有效供电半径:电缆线路运5km、架空线路运

lOkm (或以末端电压质量校核)。

5.1.4 低压等级网络有效供电半径:运25伽1。 超过 25伽时

应进行末端电压质量校核。

5.2 对产权委托人供电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

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5.3 设备选型应标准化、免(少)维护、经济通用、节能环保、

载流能力匹配，单一元件不应限制可供负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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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设备配置应满足 GB4208、 GB3906、 GB 11032 、 Dur620

规范要求，根据附录 A对设备安装地点不同海拔高度运行环境

下电气设备的内、外绝缘强度进行修正。

5.5 建设要求

5.5.1 房屋供配电设施的建设应符合城(镇)发展规划，并与

城(镇)配电网发展相适应。供配电系统的设计应与城(镇)当

地建设详细规划设计同步。

5丘2 在住宅区总体规划阶段，总体规划应取得供电部门意

见，按照本导则及附录 B 的相关内容预留与住宅建设规模相配

套的房屋供配电设施建设场所，按照附录 C要求预留电力通道。

5.6 供配电设施

5.6.1 供配电设施应简化设计、优化施工、缩短建设周期、方

便运维、降低运维成本，符合 GB5∞52..; GB 5∞53、 GB5∞54、

GB50217、 Dur5220、 Dur599 标准规定。

5.6.2 供配电设备宜减少类型配置，严禁选择国家明令淘汰的

设备类型，严禁使用不合格的产品。

5.6.3 作为供电部门规定的供配电设施，应配置配电终端，组

织信息上传至配电主站。配电终端应符合 Dur721 标准规定。

5.6.4 作为供电部门规定安装配电终端、采集终端的供配电设

施，应配置通信终端，保证配电自动化、用电采集、负荷控制

等系统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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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计量计费点设置

5.7.1 住宅用电由供电部门直供直抄，实行一户一表;计量计

费点在居民电能表计安装处，应配置采集终端。

5.7.2 公建配电设施采用公用变压器低压供电方式时，应按照

不同电价分类在公用变压器所在配电室内设置计量计费点，配

置采集终端。

5.7.3 公建配电设施采用专用变压器中压供电方式时，计量计

费点应设在产权分界处。不宜在产权分界处安装时，双方协商

确定安装位置。

5.7.4 住宅区内按总配电室、若干分配电室(含箱变)设置时，

公建配电设施的计量计费点应设在总配电室内。

5.8 计量装置

配置符合 DUf 448、 DUf 5137、 DUf 825 的标准规定。

5.9 对建筑电气的要求

符合 GB5∞16、 GB 50180、 GB5∞45 、 JGJ 16 、 JGJ 242 标

准要求，同时应满足以下条款的规定。

5且1 在城市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过程中，未端负荷应依照供电

部门不同电价分类计量计费要求进行终端负荷分类，按类别要

求分别设置终端柜(箱)。

5且2 在城市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过程中，重要负荷应在负荷终

端设置低压自动切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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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住宅用电标准

标准住宅建筑指经规划建设部门审批核准、由产权委托人

建设的居民住宅。

1) 单户建筑面积运90m2时，用电设备标准容量 6kW，人

户单芯导线采用~1伽nm2铜芯护套绝缘导线。

2) 单户建筑面积在则旷 _144m2之间时，用电设备标准

容量 8kW，人户单芯导线采用法 lOmm 2铜芯护套绝缘导线。

3) 单户建筑面积注 144m2时，用电设备标准容量 10kW ，

人户单芯导线采用~16 mm2铜芯护套绝缘导线。

4) 公建配电设施容量配置按照附录 D要求进行测算，由

供电部门最终确定。

6 配电室(箱变}

符合 GB5∞52、 GB5∞53、 GB5∞54、 GB5∞16、 GB5∞45 、

JGJ 242 标准要求，同时应满足以下条款的规定。

6.1 布置要求

6.1.1 配电室(箱变)选址应低压短半径、负荷均衡分布，深

入或接近负荷中心，合理、协调布置。

6.1.2 实际低压供电半径值预计超出标准要求的住宅建筑群，

应多点设置配电室(箱变)。

6.1.3 配电室选址应设在户内(外)地上一层，不宜紧邻居民

住户和有剧烈震动、过往行人密集的场所，不应设在地势低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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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伊冰、多尘、有腐蚀气体的场所。

户外配电室建筑的外形、颜色、门窗、通道、通风等应与

周围环境总体协调，保证永久畅通的设备运输和人员维护等通

道，其中设备运输通道宽度~4m; 配电室建筑外地面排水坡度

注2%。

6.1.4 住宅区改造、扩建且高层建筑为地下多层时，配电室选

址不应设在最底层。

有地下多层的户内配电室，产权委托人应对室内承载楼板

的活荷载(要求 7kN/m2 ) 进行校核或按要求值予以加强，并向

供电部门提供书面承诺。

配电室不应设在楼宇的消防水池、锅炉房、厕所、浴室及

其经常和Qj(场所的正下方或贴邻;室内不应有楼宇的各类管道

(包括给排水、水暖、燃气、风管等管道和消防设施等);配电

室通风应利用楼宇内部通风系统或加装轴流风机实现。

6.1.5 配电室内部净高(地面至顶梁底)应注3.2m，旦分别设

置满足电气设备运输、专门人员维护需求的两个通道(即须通

向建筑物户外并配置甲级钢质防火门)，符合 GB 5∞16、 GB

5刷5 标准的消防规定。

产权委托人应保证配电室与建筑物外界的通道永久畅通、无

阻碍。

6.1.6 配电室内外地面高差应注3∞mm，采取防水措施。

6.1.7 配电室对外连通的电缆沟道、孔、洞等应进行防火、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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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封堵。

6.1.8 多层、小高层类的建筑群宜选择地上一层配电室或箱变

供电。采用箱变供电方式时，箱变的电源接人及布置规定:

箱变的总供电容量运 15∞kVA 时，电源接人应采用柱上真

空断路器T接方式直接接人;

箱变的总供电容量> 15∞kVA 时，应设置地上中压配电室

进行电源接人且实现箱变负荷合理配出;

箱变的环接宜为 2 台或 3 台，不应超过 4 台连续环接。

6.1.9 箱变建设场所应充分考虑检修通道、运输通道，安全围

栏的设置范围应考虑运行维护操作及箱内设备更换所需的空

间。

6.1.10 房屋供配电设施应根据相关规划和工程实际，优化电

缆通道的布置，避免电缆的迂回敷设。

原则上中压、低压、综合布线所需的通道应独立设置，若

确属路径缺乏，则可布置在同一通道内，须分层或分侧敷设，

中间增设隔板。

6.1.11 配电室选址时，对于用电采集、负荷控制等系统应优

先选用光纤信道通讯，或根据现场实际选用 CDMA" GPRS、北

斗卫星等无线信道和电视网络通讯;配电自动化系统应选用光

纤通道。

6.1.12 配电室内的配电终端、采集终端、通信终端等设备，

可独立组柜布置，也可就地分散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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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配电室(箱变)的数量、位置依据供电部门的用电批

复方案确定;配电室的面积、形状、室内布置由设计单位依据

用电批复方案和现场需要确定。

产权委托人依照本导则规定，应配合配电室(箱变)选址

并满足房屋供配电设施的建设需要。

6.2 配电变压器选择

6.2.1 配电变压器的型式选择应满足国家电气设备标准及供

电部门的要求。

6.2.2 配电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应选用Dynll 。

6.2.3 配电室内配电变压器单台容量选择宜采用 1250kVA 及

以下，可使用 1600kVA，不应使用 2(削 kVA 及以上。

6.2.4 户外公变配电变压器单台容量选择宜采用 2∞kVA-

4∞kVA，不应超容量配置。

6.2.5 箱变配电变压器单台容量选择宜采用 315kVA -

5∞kVA，可使用 630kVA，不应使用 8∞kVA 及以上。

6.3 电气接线方式

6丘1 中压、低压的电气接线方式均为单母线接线。

6.3.2 中压单电源供电配电室的电气接线为单辐射接线方式，

见图 1 。

该方式可结合配置自备柴油发电机组、低压自(手)动互

备的形式，实现低压双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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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单电源单辐射接线方式

6.3.3 中压双电源供电配电室的电气接线宜为单辐射、低压自

动互备的接线方式，见图 2。中压进线或中压出线断路器之间

可设置备自投。

图 2 双电源单辐射接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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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中压双电源全供全备供电的配电室，电气接线宜为中压

单母线分段、低压自动互备的接线方式，见图 3。中压分段断

路器与两路电源进线断路器之间应配置合闸闭锁回路，分段断

路器的合闸应以任一路电源进线断路器跳闸为充要条件，防止

造成对配电网的危害和向配电网返送电。配置中压分段断路器

备自投。

图 3 双电源全供全备接线方式

6.3.5 配套费实施供配电方案中，环网柜、配电室同时建设时，

电气接线为中压双环网、低压自动互备方式，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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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双环网接线方式

6.3.6 配合城市配电网改造的配套费实施供配电方案中，环网

柜、配电室同时建设时，电气接线为中压双电源、双回路、双

接线方式，见图 5。

图 5 三双接线方式

14 



6.3.7 住宅区内设置，总配电室、若干分配电室(含箱变)时，

电气主接线宜为中压单辐射、低压自动互备的方式。

中压进线电源只能接人总配电室然后中压或低压配出至

分配电室(含箱变)。

分配电室内配电变压器中压侧应就地安装负荷开关柜，内

设手动操作负荷开关(含熔丝)，柜体设置防止随意操作锁具;

配电变压器零序保护、超温跳闸(或瓦斯)保护、防护外壳开

门信号等接人总配电室变压器出线断路器柜。

当分配电室与总配电室之间预计连接控制电缆长度超过

3∞m 时，该分配电室的配电变压器中压侧应就地安装含变压器

保护的中压断路器柜，就近接人配电变压器的零序保护、超温

跳闸(或瓦斯)保护、防护外亮开门信号等;总配电室内同步

改为线路出线柜。

6.4 防雷与接地

符合 JGJ 16、 JGJ242、 DlIf 621 标准要求，同时应满足以

下条款的规定。

6.4.1 箱变应设置独立接地网，变压器中性点、箱变外壳和安

全围栏均应与独立接地网可靠连接，且采用不同接地路由。

6.4.2 架空线路电源 T接点处、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处应

设置氧化铮避雷器，接地端接人独立接地网。独立接地网接地

电阻应运 100 。

6.4.3 户外公用变压器低压侧应设置低压避雷器，变压器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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