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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近年来人们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电力质量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所

以提高供电质量成为了重中之重，稳固、可靠和持续性是供电质量的基本要求。

这在电网稳定、可靠和持续的运行中变电所的合理设计、分布、安置起着不可忽

视的关键作用。其中一次部分是整个变电站设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本文按照老师所给出的任务书内容，对 35kV变电站进行初步设计。首先，

对变电所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对课题设计背景进行了说明。

然后，对电气设计的概念及主要内容、相关内容的概念及意义进行了概述。之后，

分析总体情况，确定了主变台数为 2台，并做出系统图与等值阻抗图进行各短路

点的短路电流计算，为后续选择、校验主要的电气设备提供数据支撑，最后按照

以有的数据与要求完成设备的选型，最后加上继电、防雷保护等，成功完成对玉

龙煤矿 35kV变电站电气一次部分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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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变电站设计发展趋势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变电站设计是确保成功完成变电站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阶段之一。只有逐步

改进设计思想和方法，才能满足供电系统持续发展的趋势和电网的不断完善的要

求。传统的电气专业设计计划致力于完成各种电气设备的供电和配电系统的设计

计划，并对机械设备的运行，终止和运行进行合理的维护。在传统的设计过程中，

一般通过公司单独的机械设备来完成此角色。自动控制是一种系统软件，由基本

模块组成，例如软件，可编程逻辑控制板，执行器和 Internet操作，以完成多

个机器和设备的所有功能的统一操作，并将它们一起完成。在将传统设计方案与

自动化控制相结合的整个过程中，电气专业自动化技术的定义正日益为每个人所

接受。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设备更新速度加快，我国供电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智

能系统和自动化技术等多个层面。随着与自动化控制集成的逐渐增加，电气专业

设计方案正朝着智能、环保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应用需

求。主要表现在：

（1）智能设计理念。智能设计的概念基于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随着市场需求的日益激烈，规定设计者在设计计划时必须以多种方式考虑用户的

需求，并努力提高客户体验的满意度。

（2）智能设计方案。越来越多的电气专业设计方案依靠电子计算机来进行

协作设计，这促进了更方便，更有效的设计方案。借助软件工具，设计人员可以

节省大量时间来执行更详细的设计计划，以防止无效劳动。

（3）系统化设计计划人员。只有优秀人才的支持点，才能保证设计方案的

质量和高效率，才能更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设计计划必须具有强大的自主创新

能力，以便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要求。在现阶段，我国电气专业设计行业缺

乏相关人才的全面塑造，资金投入量不大，导致复合型人才的空缺。

1.2 变电站设计主题选择的背景

   电磁能的产生，转换，传输，分配和使用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变压器是整

个过程中非常关键的阶段。确保所有正常的基础设施和电网的发展趋势，非常重

要。

为了实现整个供电系统的供电要求，合理地减少工程投资和资源消耗，必须

设计合理的变电站。变电站为生产和制造提供开关电源，这是电源系统中的关键

步骤。此类变电站的正常运行与所有工业领域中生产和制造的稳定性和安全隐患

有关：



（1）变电站的设计方案应按照项目的 5至 10年建设计划进行，并与城市规

划和部分城市建设的建设紧密结合，以确保一体化最远和最接近的地方，以最接

近为主导，适当地处理近期的基础设施和长期发展趋势是相关的，并适当考虑了

重建的可能性。



（2）变电站的设计方案必须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并根据负荷特性，容量，

工程特性和区域供电系统标准进行协调，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效地阐明方案

设计，确保适应当前情况，兼具变电站的经济发展，安全性，可靠性和灵活性的

特点。

1.3 变电站相关原始资料

1、煤矿为保证供电需求，要求设计一座 35kV降压变电所，以 10KV电缆给各车

间供电，一次设计并建成。

2、距本变电所 6Km处有一系统变电所，由该变电所用 35KV双回路架空线路向待

定设计的变电所供电，在最大运行方式下，待设计的变电所高压母线上的短路功

率为 1000MVA 。

3、待设计的变电所 10KV无电源，考虑以后装设的组电容器，提高功率因素，故

要求预留两个间隔。

4、本变电所 10KV母线到各个车间均用电缆供电，其中一车间和二车间为一类负

荷，其余为三类负荷，Tmax=400h ，各馈线负荷如表 1—1

表 1-1 馈线负荷表

序号    车间名称   计算用有功功率（kw）    计算用无功功率（kvar）

  1    一车间          1046           471

  2    二车间          735           487

5、所用电的主要负荷见表1—2

表1-2 主要负荷表

序

号

名称 额定容量

（KW）

功率因数

（cosφ）

安装台数 工作台数 备注

1 主充电机 20 0.88 1 1 周期性负荷

2 浮充电机 4.5 0.85 1 1 经常性负荷

3 蓄电池室通风 2.7 0.88 1 1 经常性负荷

4 室内配电装置通风 1.1 0.79 2 2 周期性负荷

5 照明负荷 14 经常性负荷



6 生活水泵等用电 10 经常性负荷



2、负荷计算

2.1 负荷分级

一级负荷：中断电源系统将导致人身安全，死亡或伤害，或损坏无法维修的

重型和超大型机械设备，造成特大经济损失。一级负载规定有两个外部电源系统。

二次负荷：电源系统的中断将导致机械设备的部分破坏或生产过程中的混乱，

维修时间长或许多商品被损坏，许多关键商品的生产将受到限制并造成巨大的财

产损失；次级负载应由两条路径供电。

三级负荷：可以允许较长时间停电，也不会直接影响到生产，只是会使得生

产不方便的负载；一般的三级负载由一个电源供电。

2.2 负荷计算

在一般的供电设计中，计算负荷时通常有需要、二项、利用系数法等，这

里用需要系数法。此方法计算过程较为简单，而且对于本站情况较为适用。下面

列出计算公式

表 2-1用电设备组：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 计算电流

exc PKP  tanQc  cP 22
ccc QPS  )3( rcc USI 

表 2-2配电干线或变电所：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 计算电流

  )( extc PKKP   )tan( extc PKKQ 22
ccc QPS  rcc USI 3

以上各式子中：

eP -总额定容量 xK -需要系数 rU -设备额定电压

 tK -同时系数，有功取 0.8-1.0，无功取 0.93-1.0



 tan -功率因数对应的正切值  本次计算中，为使计算简便，特取需要系数为 1，

有功、无功的同时系数都取 0.95



(3)计算过程：

1、馈线负荷: rU =10

一车间： 45.0)costan(tan   art  

104610461  exc PKP

47145.01046tan  cc PQ

11504711046 2222  ccc QPS

60)103(1150)3(  rcc USI

二车间： 66.0)costan(tan   art

7357351  exc PKP

48766.0735tan  cc PQ

886487735 2222  ccc QPS

51)103(886)3(  rcc USI

2、所用电主要负荷： rU =0.4

主充电机： 54.0)costan(tan   art

20201  exc PKP    

1154.020tan  cc PQ

231120 2222  ccc QPS

33)4.03(23)3(  rcc USI



浮充电机： 62.0)costan(tan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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