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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源绿色低碳发展需要，规范电源规划设
计工作，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省级及以上地区电源规划设计，以及水电流
域、电源基地等电源专项规划设计，省级以下电源专项规划设计参
照执行。
1. o. 3 电源规划是电力规划的重要支撑，是电网规划的前提和基
础。 电源规划分为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各规划间应有效衔接。
1. 0. 4 电源规划设计分为五 年、中期、长期三个阶段。 五年规划
侧重于电源建设项目优化调整； 中期规划为 5 年～1 5 年，侧重于
电源结构和布局研究； 长期规划为1 5年以上，侧重于电源可持续
发展、能源电力合理流向等战略问题的研究。
1. o. s 电源规划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1 • 



2 发电能源与电源条件

2. 1 电源现况及存在问题

2. 1. 1 说明规划区域相关电力系统现况，其中电源部分应包括电
源装机容量、结构及其发电量，电源运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区外
送受电情况等。
2. 1. 2 分析规划区域目前电源运行及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内容
宜包括供需、调峰、消纳、设备出力受阻等问题，以 及已采取的技术
和政策措施。

2. 2 发电能源供应

2. 2. 1 说明与发电能源供应有关的国家政策、指导意见和发展规
划等，内容应包括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对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对
各类能源开发的政策或控制性规划 ，能源基地开发建设的指导意
见，能源发展与国民经济、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等。
2. 2. 2 说明规划区域发电能源的供应现状，内容宜包括煤炭、油
气和核燃料来源的总量、种类、价格和运输等情况。
2. 2. 3 分析规划区域发电能源的种类、供应能力和开发前景，应
包括下列内容：

1 水电资源的蕴藏量、技术可开发量、经济可开发量、开发利
用情况及开发规划；

2 煤炭、油气、核燃料等能源的储量、分布、生产能力及开发
利用情况，能源调入（出〉总量及用于发电资源数量；

3 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的
资源蕴藏情况，技术可开发量，开发利用情况，开发利用前景；风能

．和太阳能所属资源等级和资源特性；规划期内风能、太阳能等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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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规划。
2. 2. 4 电源有燃料储运需求的，还应对 电力可用的铁路运输能
力、航运能力、港口码头吞吐能力、天然气管线现状和发展规划等
进行分析。

2. 3 待选电源条件

2. 3. 1 规划中待选电源宜具备相应的前期工作基础，水电宜有普
查或流域水电规划，抽水蓄能、火电、核电等电源宜有厂址普查报
告，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电源宜有风、光资源普查报告。
2. 3. 2 根据不同规划 阶段，对各类电源建设条件的说明可由详到
略有所不同，应符合下列原则：

1 水电及流域水电宜说明名称、站址、规划 容量、单机容量、
设计年发电量、保证出力、水库调节特性、代表水文年出力过程、前
期工作进展情况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抽水蓄能电站还应说明
日抽水（或发电〉小时数；

2 煤电、油气、核电电源宜说明名称、厂址、规划容量、单机容
量、设计年发电利用小时数、燃料供应、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

3 风能、太阳能发电电源宜按资源区域说明名称、厂址、规划
容量、设计年发电利用小时数、出力特性、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主
要技术经济指标；

4 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其他类型待选电源宜说明主
要技术经济指标。
2. 3. 3 规划中应对待选的电源按建设进度分类整理，包括在建电
源和新建电源〈含规划 期内投产、未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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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力需求预测

3. 0.1 电力需求现状分析应收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电力电量
的相关信息，主要资料包括： 规划区域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
史资料以及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等，规划区域电力电量、电力负荷
特性的历史资料。
3. o. 2 根据规划任务的要求，电力需求水平宜采用相关电力规
划、专题研究、政府主管部门确认的电力需求预测结果。
3. o. 3 根据目前经济发展形势和用电负荷增长变化情况，必要时
可对引用的电力需求预测水平进行调整，调整时应说明原因、幅度
和依据。
3. o. 4 若无合适的预测成果可以引用，应开展电力需求预测研
究，内容应包括电力需求现状分析、需电量预测、电力负荷预测、负
荷特性预测等。 必要时还应进行分区域电力需求预测，分区划分
宜参照行政区划、分区电网管理的分界线或者电网连接的薄弱
断面。
3. o. s 应采用不少于三种方法进行需电量预测，预测方法可采用
产值单耗法、人均电量法、弹性系数法、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
专家预测法等。
3. o. 6 应通过研究分析用电结构、负荷特性的历史数据和变化趋
势，进行电力负荷特性预测并给出负荷特性参数，根据需电量和负
荷特性预测结果进行电力负荷预测。
3. 0. 7 电力需求预测应推荐2个～3个方案，并说明方案的应用
场景，必要时可进行敏感性分析。
3. o. 8 宜根据电力尖峰负荷持续时间以及实际需求侧响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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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择需求侧响应比例。
3. o. 9 电力负荷特性预测宜编制电力负荷曲线，包括 日负荷、年
负荷、周负荷以及年持续负荷曲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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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力电量平衡

4. 1 一般要求

4. 1. 1 电为电量平衡应包括电力平衡、电量平衡、调峰平衡。
4. 1. 2 宜选择规划期内近期逐年及中长期代表年进行逐月〈或代
表月）电力平衡、电量平衡、调峰平衡计算。
4. 1. 3 水电比重较大的系统应选择枯水年进行电力平衡，平水年
进行电量平衡，必要时还应对丰水年和特枯水年进行校核。
4. 1. 4 新能源电源比重较大的系统，应结合电源出力特性参与电
力平衡。

- 4. 1. s 应进行规划区域的全网电力平衡、电量平衡、调峰平衡，必
要时还应进行分区平衡。

4. 2 电力平衡

4. 2. 1 电力系统应设置一定的备用容量，包括负荷备用、事故备
用、检修备用，应符合下列原则z

1 负荷备用容量为最大发电负荷的2%～5%;
2 事故备用容量为最大发电负荷的10%左右，但不小于系

统一台最大机组或馈入最大容量直流的单极容量；
3 检修备用容量应结合电源结构、负荷特性、设备质量、检修

水平等情况确定，检修备用容量的选取应确保周期性地检修所有
运行机组。
4. 2. 2 对于跨区的联网送电，一般考虑送端承担外送容量的电源
检修备用，受端承担受电容量的负荷备用和事故备用。
4. 2. 3 水电工作容量根据其水文出力特性，结合负荷曲线及负荷
特性计算得出；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电源按可信容量安排工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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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储能电站按可替代的火电容量参加平衡；核电一般可按开机容
量承担工作容量；区外送受电按照送受端协议确定送电容量i系统
其余工作容量由火电承担。
4. 2. 4 当年新增机组宜按投产月份参加电力平衡。
4. 2. s 电源实际可利用容量应从装机容量中扣除各种原因引起
的受阻容量，
4. 2. 6 电力平衡中应计人与区外交换的电力。
4. 2. 7 电力平衡中宜考虑需求侧响应。
4. 2. 8 电力平衡结果应给出水电空闲容量、火电盈亏容量等。

4. 3 电量平衡

4. 3.1 非燃煤发电电源的年利用小时数及发电量由其自身特点
决定。 风电、太阳能发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年利用小时数主要
根据资源特性决定，可取规划区域内的平均值。
4. 3. 2 对水电比重较大的系统或可能发生水电电量不能充分利
用情况的系统，应计算弃水电量。 对新能源电源占比较大的系统，
应计算新能源弃电量。
4. 3. 3 电量平衡中应计入与区外交换的电量。
4. 3. � 当年新增电源宜按投产时间计入相应的发电量。
4. 3. s 电量平衡结果应给出各类电源的利用小时数及弃电量等。

4.4 调峰平衡

4. 4.1 水电比重较大的系统宜选择平水年进行调峰平衡计算；对
新能源比重较大的系统进行调峰平衡计算时，应对新能源不同出
力场景进行计算。
4. 4. 2 应优先利用水电、蓄能电站的调峰能力，其次考虑调节性
能较好的大容量、高效率的纯凝火电（含燃气〉机组承担部分调峰
任务，光热电站、蓄热电站等非常规调峰电源根据其运行特性承担
部分调峰任务，核电机组可降出力承担调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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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3 现有火电机组的调峰能力应按照实际核定情况考虑，规划
火电机组可根据不同机型采用典型值，对于热电联产机组应考虑
采暖期和非采暖期调峰能力差异。 必要时，可考虑300MW及以
下火电机组的启停调峰。
4. 4. 4 调峰平衡应考虑区外送受电特性的影响。
4. 4. 5 调峰平衡结果应给出调峰容量盈亏额、弃电量、弃电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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