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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能 源 局 

公 告

2017年 第10号

依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试行)>及实施细则的通知》(国能局科技〔2009〕52号)有关规定， 

经审查，国家能源局批准《煤层气生产站场安全管理规范》等204 

项行业标准，其中能源标准(NB)62  项、电力标准(DL)86  项、石油 

标准(SY)56  项，现予以发布。

附件：行业标准目录

国家能源局 

2017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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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2011年第二批能源领域行业标准 

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能科技〔2011〕252号)的要求，标准编制 

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国内外配电网可行性研究设计经 

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规定，配电网络，配 

电网二次，配电站，架空线路，电缆线路，主要工程量清单，图纸，投 

资估算，附件。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管理，由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提出，由 

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由上海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寄送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65 

号，邮政编码：100120)。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广州市电力工程设计院

天津电力设计院 

沈阳电力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吕 伟 强 李 成 孙 燕 马 麟 尤 志 魏 

宣婷婷陈文升周雅丽 陈 天 侨 张 艳 

张  哲  吕 怀 军 毕  伟  高 政 赵 俊 亚 

邵  菲  赵 旭 李 韶 涛 王  明  王学仑 

陈宝琪 孟祥光

主要审查人：黄晓莉 王 静 赵 树 军  高  松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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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配合配电网的建设需求，加强对配电网设计规范化管 

理，建立统一的配电网设计深度基本要求，以保证设计成品的统 

一、完整和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10(20)kV 及以下配电网工程的可行性研 

究设计阶段。

1.0.3     10(20)kV   及以下配电网工程项目可包括10(20)kV 及以 

下配电线路、10(20)kV 配电站等主体。10(20)kV 及以下配电工 

程中可包括电气、土建、通信、技术经济等。

1.0.4 配电网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深度规定除应执行本标准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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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配电电压   distribution  voltage
配电网中实施配电功能的电压。根据我国现阶段配电电压等 

级划分，高压配电电压为35kV～110kV;中压配电电压为10(20)kV; 
低压配电电压为0.4kV。

2.0.2     配电网络   distribution   network
配电网是从电源侧(输电网和发电设备)接受电能，并通过配 

电设施就地或逐级分配给各类用户的电力网络。本标准所指的配 

电网包括10(20)kV 配电网络和低压220/380V 配电网络，主要由 

相关电压等级的架空线路、电缆线路、中压开关站、环网单元(环网 

柜)、电缆分支箱、配电室、箱式变电站、柱上变压器、低压配电箱等 

组成。

2.0.3 配电站   distribution   substation
设有中压配电进出线、对功率进行再分配的配电装置。按开 

关设备的不同，可分为开关站、环网站、户外配电站。配电站也可 

根据需要配置或不配置配电变压器。

2.0.4     环网单元   ring main unit
环网单元或称环网柜，用于中压电缆线路分段、联络及分接负 

荷，按结构可分为共箱型和间隔型等，按适用性能用于户内或户 

外，用于户外需要增加外箱壳防护，称为户外环网柜。

2.0.5 配电自动化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以一次网架和设备为基础，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  

术、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将配电网实时信息、离线信息、用户信息、 

电网结构参数、地理信息等进行安全集成，实现对配电网正常运行  

及事故情况下的监测、保护、控制和配电管理，为配电网的安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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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优质、经济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2.0.6 配电线路   distribution  circuit  
包含架空配电线路和电缆配电线路。

架空配电线路主要由架空线路、柱上开关、配电变压器、防雷 

保护、接地装置等构成。

电缆配电线路主要由电缆本体、电缆接头、电缆终端等组成， 

还包括相应的土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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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编制依据宜包含下列内容：

1  国家、行业有关规程、规范；

2 国家的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

3 配电网规划；

4 工作任务的依据，经批准或上报的前期工作审查文件或指 

导性文件；

5 电力部门答复意见或用户申请用电的文件及与本工程有 

关的其他重要文件。

3.0.2 工程概况宜包含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电网规划情况及前期工作情况。对扩建、改建 

工程简述前期工程情况；

2 近期电力网络，配电网络所覆盖的区域；

3 工程的电压等级，配电设备选型原则和主要工程量。估列 

与工程相连的线路回路数、线路长度、导线截面及电缆通道情况， 

通信及自动化工程概况等；

4 配电站进出线规模、方向、与已建和拟建线路的相互关 

系；

5 配电站地理位置与网络位置。

3.0.3 主要设计原则宜包含下列内容：

1  各专业的主要设计原则、特点及指导思想；

2 采用新技术及标准化情况；

3 根据电网规划合理选定工程设计水平年及远景水平年。 

3.0.4 设计范围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设计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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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外部协作项目的设计分工界限；

3  对扩建、改建工程，说明前期工程情况与本期建设的衔接 

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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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 电 网 络

4.1 配电网现状及规划

4.1.1 宜说明项目相关区域的配电网现状及网架规划情况。如 

需调整配电网规划时，应进行相应的论证说明。

4.1.2 应说明项目供电范围内的负荷情况，包括负荷的性质、等 

级、密度及增减情况等。

4.1.3     应说明10(20)kV 及以下配电网上级电源系统的中性点 

接地方式。

4.2 建设必要性

4.2.1 宜结合项目现状及区域配电网规划情况提出存在的问题， 

说明网架结构、线路或配变负载率、供电质量、设备状况等。

4.2.2 应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简述项目实施意义并论 

述工程可实施性。

4.3 接入系统方案

4.3.1 应简述项目采用的接入系统方案，包括电压等级、接入电 

源点、线缆选择、配电自动化以及运行方式等内容。如有较大容量 

分布式电源、谐波源或冲击负荷等用户接入时，应说明对电网电能 

质量的影响。

4.3.2 应简述项目对供电影响。

4.4 电 气 计 算

4.4.1 工程内含分布式电源接入时，应计算系统关键点处的短路 

电流值。



·7 ·

4.4.2      若短路电流达到或接近控制水平时，应明确项目采取的限 

流措施。

4.5 无功补偿及电能质量要求

4.5.1  应说明项目中选取的无功补偿方式，补偿设备、容量的选 

择及配置情况。

4.5.2      应说明项目应满足的电能质量要求及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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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电网二次

5.1  继 电 保 护

5.1.1  应描述与项目有关的系统继电保护现状、通道使用情况以 

及存在的问题。

5.1.2 应根据系统对继电保护配置的要求，论述继电保护配置 

方案。

5.1.3  应论述对电气一次、通信等其他相关专业的技术要求。

5.1.4  当有分布式电源并网时，应专门论述其保护配置、保护装 

置选型及对一次设备的要求。

5.2    配电自动化

5.2.1 应描述项目所在区域配电自动化规划原则及建设现状及 

总体方案。

5.2.2  应提出工程范围涉及的配电自动化配置方案，包括配电主 

站、子站、终端解决方案等内容。

终端配置方案中，宜按照站点类型展开，进行技术分析，并提 

出解决方案和相应工程量清单。终端解决方案应重点论述以下 

内容：

1 说明一次设备为达到建设目标所需要实现的具体功能和 

配置方案；

2 说明工程采用配电终端的类型和功能，明确配电终端采用 

的加密方式；

3 说明配电终端采集的主要信息及其上传主站情况；

4 当有分布式电源或微网需要接入配电自动化终端时，应单 

独论述分布式电源及微网对终端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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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如有需要另行开展专项研究，应按照配电网规划要求，提 

出建设本区域配网自动化系统或主站系统的必要性、总体方案及 

投资估算。

5.3  电能计量采集

5.3.1     根据各相关电网电能量计量(费)建设要求，应提出本工程 

计费、考核关口计量点设置原则。明确关口表和电能量采集处理 

终端配置方案，提出电能量信息传送及通道配置要求。有分布式 

电源接入的，应根据政策要求配置相应的电能量采集装置。

5.4 通    信

5.4.1     应说明项目所在区域内，电力通信网规划原则、建设现状 

等总体情况。

5.4.2 宜结合现有各级通信网现状，按照项目通信需求分析结  

果，论述通信建设方案，包括主干通信网和配电层通信网等部分， 

统计工程设备清单。

5.5 状 态 监 测

5.5.1 宜根据电网发展需求，可提出状态监测功能及配置方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95033214301011310

https://d.book118.com/695033214301011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