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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规范》DB45/T562-2008自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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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大量新建居民住宅区的供配电设施配置水平偏低，难以保

证安全可靠供电。编制组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在充分调查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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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广西居住区供配电设施的设计、设备选型、

施工、验收，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广西城镇规划范围内居住区供配电

设施的建设及改造，有条件的农村可参照执行。

1.0.3 根据城镇规划要求，从美化环境、提高供电可靠性

出发，居住区宜建设以电缆线路为主的中低压配电网。

1.0.4 居住区总体规划设计应包含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及电

力通道的规划设计。应视居住区建设规模及容量大小，配套

建设相适应的10 kV 配电站用房及电力线路通道，结合城市

发展规划预留居住区内35 kV～110 kV 变电站的站址及电力

通道、走廊。

1.0.5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及电力通道应根据负荷性质和

容量，按照安全、可靠、经济、节能、环保和便于维护管理

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满足居住区供电质量和居民生活用电

的需要。

1.0.6 居住区供配电设备的选型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

范及节能政策的要求，在设备采购交接验收时应进行必要的

检测。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1.0.7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的建设和改造，除应符合本规范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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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术语

2.0.1 居住区 Residential districts
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城市干道

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包括配套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规模

上涵盖了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和零星住宅。

2.0.2 公共服务设施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配套建设的，为居住区居民服务

和使用的各类设施的总称。

2.0.3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 Power supply distribution
Facilities of residential districts

特指专供居住区住宅用电的供配电设施，其范围包括从

原有公共配电网接入点至居民用户电表之间的供配电设施。

2.0.4 配电站 Distribution substation
10 kV 以下交流电源经配电变压器变压后对用电设备供

电的设备及其配套建筑物。

2.0.5 配电变压器 Distribution transformer
将 10 kV 电压等级变压成为 0.4 kV 电压等级的配电设

备，简称配变。按绝缘材料可分为油浸式配变（简称油变）、

干式配变（简称干变）；按供电对象可分为公用配变和专用

配变，简称公变和专变。

2.0.6 户外开关箱 Outdoor switchgear
将若干开关柜置于同一箱体内，用于汇集和分接电缆的

户外10kV配电设备。

2.0.7 电能计量装置 Power measure device
包括各种类型电能表、计量用电压、电流互感器及其二

次回路、电能计量柜(箱)、电能量采集的终端设备等。

2.0.8 配置系数 Configura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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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变压器的容量（kVA）或低压配电线路馈送容量（kW）

与居住区用电负荷（kW）之比值。

2.0.9 表前线 Service wire
从用户低压分接点至用户电表之间的导线。

2.0.10 入户线 House wire
从用户电表至住宅内总开关之间的导线。

3333 供配电设计

3.1 负荷性质的确定

3.1.1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居住区内建筑物及配套设施负

荷按性质不同分为一、二、三级负荷。

3.1.2 居住区内一级负荷主要有：

1 十九层及以上居住类建筑的电梯、泵房、消防设施、

应急照明、航空障碍照明、走道照明、值班照明、安防系统

用电等；

2 建筑高度超过50m或24m以上部分的任一楼层的建

筑面积超过 1500m
2
的商住楼的电梯、泵房、消防设施、应急

照明、航空障碍照明、走道照明、值班照明、安防系统用电

等；

3 建筑面积大于 5 000 m
2
的人防工程的消防用电等；

4 Ⅰ类汽车库的消防用电和机械停车设备以及采用

升降梯作车辆疏散出口的升降梯用电等相关规范中规定的

一级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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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居住区内二级负荷主要有：

1 除一类建筑以外的高层商住楼的电梯、泵房、消

防设施、应急照明用电等；

2 十层至十八层居住类建筑的电梯、泵房、消防设施、

应急照明、走道照明、值班照明用电等；

3 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 5000 m
2
的人防工程的消防用

电等；

4 居住区内的区域性的增压泵房、智能化系统网络中

心用电等；

5 Ⅱ、Ⅲ类汽车库和Ⅰ类修车库的消防用电，机械停

车设备以及采用升降梯作车辆疏散出口的升降梯用电等相

关规范中规定的二级负荷。

3.1.4 未列入上述一、二级的住宅建筑用电负荷宜为三级

负荷。居民用电负荷属于三级负荷。

3.2 用电负荷计算

3.2.13.2.13.2.13.2.1 居住区居民用电负荷配置应不小于表居住区居民用电负荷配置应不小于表居住区居民用电负荷配置应不小于表居住区居民用电负荷配置应不小于表 3.2.13.2.13.2.13.2.1 所列数所列数所列数所列数

值。值。值。值。

表表表表3.2.13.2.13.2.13.2.1居居居居住区住宅用电负荷配置表住区住宅用电负荷配置表住区住宅用电负荷配置表住区住宅用电负荷配置表

居民用户类型居民用户类型居民用户类型居民用户类型 用电功率用电功率用电功率用电功率

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 SSSS≤≤≤≤60606060 mmmm
2222

4kW4kW4kW4kW

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 60606060 mmmm2222＜＜＜＜SSSS≤≤≤≤90909090 mmmm2222 6kW6kW6kW6kW

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 90909090 mmmm2222＜＜＜＜SSSS≤≤≤≤144144144144 mmmm2222 8kW8kW8kW8kW

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 144144144144 mmmm2222＜＜＜＜SSSS≤≤≤≤180180180180 mmmm2222 11111111 kWkWkWkW

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户建筑面积 SSSS＞＞＞＞180180180180 mmmm
2222

60606060 W/W/W/W/ mmmm
2222

注：廉租房用电负荷可适当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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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公共服务设施用电容量按设计用电设备容量统计。

设备容量不明确时，负荷计算应不低于以下负荷密度：办公

60 W/m2～100W/m2；商业（含商铺、会所）100W/m2～150W/m2。

3.2.33.2.33.2.33.2.3 配变安装容量应配变安装容量应配变安装容量应配变安装容量应按表按表按表按表3.2.33.2.33.2.33.2.3 配置系数进行配置。配置系数进行配置。配置系数进行配置。配置系数进行配置。配配配配

变容量应按单台供电范围独立计算。变容量应按单台供电范围独立计算。变容量应按单台供电范围独立计算。变容量应按单台供电范围独立计算。

表表表表3.2.33.2.33.2.33.2.3配配配配变安装容量配置系数表变安装容量配置系数表变安装容量配置系数表变安装容量配置系数表

单台配变所供居民住宅户数单台配变所供居民住宅户数单台配变所供居民住宅户数单台配变所供居民住宅户数 配置系数（配置系数（配置系数（配置系数（KpKpKpKp））））

10101010户及以下户及以下户及以下户及以下 0.90.90.90.9～～～～1111

10101010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 30303030 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 0.80.80.80.8

30303030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 50505050 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 0.70.70.70.7

50505050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 100100100100 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 0.650.650.650.65

100100100100 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 200200200200 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 0.60.60.60.6

200200200200 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 300300300300 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 0.550.550.550.55

300300300300 户及以上户及以上户及以上户及以上 0.50.50.50.5

3.2.43.2.43.2.43.2.4 低压线路馈送容量的配置系数低压线路馈送容量的配置系数低压线路馈送容量的配置系数低压线路馈送容量的配置系数，，，，应按表应按表应按表应按表 3.2.43.2.43.2.43.2.4进行进行进行进行

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表表表表 3.2.43.2.43.2.43.2.4低压线路馈送容量配置系数表低压线路馈送容量配置系数表低压线路馈送容量配置系数表低压线路馈送容量配置系数表

单一回路低压线路所供单一回路低压线路所供单一回路低压线路所供单一回路低压线路所供

居民住宅户数居民住宅户数居民住宅户数居民住宅户数

多层住宅建筑多层住宅建筑多层住宅建筑多层住宅建筑

配置系数（配置系数（配置系数（配置系数（KpKpKpKp））））

高层住宅建筑高层住宅建筑高层住宅建筑高层住宅建筑

配置系数（配置系数（配置系数（配置系数（KpKpKpKp））））

3333户及以下户及以下户及以下户及以下 1111 1111

3333 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 12121212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户以下 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 0.80.80.80.8 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 0.90.90.90.9

12121212 户及以上，户及以上，户及以上，户及以上，50505050 户及以户及以户及以户及以

下下下下
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 0.70.70.70.7 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 0.80.80.80.8

50505050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 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 0.60.60.60.6 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 0.70.7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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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居住区供电

3.3.13.3.13.3.13.3.1 电源要求：电源要求：电源要求：电源要求：居住区一级负荷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居住区一级负荷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居住区一级负荷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居住区一级负荷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当当当当

一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一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一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一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

1 二级负荷宜由双重电源供电。

2 双重电源应互为闭锁。

3 备用电源容量应能满足一、二级负荷用电的需要。

4 居住区三级负荷宜由单电源供电，可视电源线路裕

度及负荷容量合理增加供电回路。

3.3.2 供电电压

1 居住区需用变压器容量在50kVA以下的，采用

220V/380V供电。

2 居住区需用变压器容量在50kVA以上的，采用10kV

供电。

3 居住区居民用电以外的用电设备如为集中负荷，且

大于100kW，原则上采用10kV供电，设独立变压器。如负荷

比较分散，可采用380V供电，就近接入向居民供电的变压器

的独立回路，变压器容量应增加相应的容量。

3.3.3 高压供电：

1 居住区宜采用配电站方式供电。

2 居住区配电站应根据负荷分布和供电半径合理设

置。

3 高压电缆及架空导线的截面力求简化并满足规划、

设计要求，宜按表 3.3.3 高压电缆及架空导线的截面推荐表

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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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高压电缆及架空导线的截面推荐表

类 型 电 力 电 缆 (mm2) 架 空 导 线 (mm
2
)

主干线 300、240 240、185

分支线 150、120 150、120

变压器进线 95、70 ——

3.3.4 低压供电：

1 新建居住区，低压供电半径不宜超过 250 m。

2 0.4kV 电缆分接宜采用低压分接箱，低压分接箱位

置应接近负荷中心。

3333 配电站应装设低压无功补偿装置。配电站应装设低压无功补偿装置。配电站应装设低压无功补偿装置。配电站应装设低压无功补偿装置。

4 无功补偿装置电容容量宜按变压器容量的 30％配

置，必要时应配置谐波限制装置。

5 低压系统的接地型式应根据配电站所处位置选择接

地系统，当配电站在建筑物内时，应采用 TN-S系统；当配电

站在建筑物外时，宜采用TN-C-S系统。

6 三相计算负荷不平衡度应小于 15％。

7 低压主干线及低压分支线截面应力求简化并满足

规划、设计要求，宜按表 3.3.4 进行选择。

表 3.3.4 低压导线截面推荐表

类 型 截面不小于(mm2)

低压主干线 150

低压分支线 70

8888 表前线及每套住宅入户线标称截面应不小于表前线及每套住宅入户线标称截面应不小于表前线及每套住宅入户线标称截面应不小于表前线及每套住宅入户线标称截面应不小于10mm10mm10mm10mm2222

（铜）。（铜）。（铜）。（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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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接线形式

1 居住区电源宜经公共配电网的开关设备接入，如变

电站开关柜、户外开关箱、柱上开关等设备。居住区接线范

例参见附录 A中图 1、图 2、图 3。

2 具备两台及以上配变的配电站应装设 0.4kV 母联

开关。

3 公共服务用电设施的低压供电线路不应与供居民

用电的低压供电线路共用一个回路。一级、二级负荷的低压

供电线路应建设独立供电回路。

3.4 配套设施

3.4.1 居住区的配电站形式宜采用小容量多布点的方式。

3.4.2 居住区应按合理布局的原则，建设足够的配电站用

房及高低压电力通道，配电站平面布置参见附录 A 中图 4。

当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分期实施时，居住区应按终期规划建设

配电站用房及电力通道。

3.4.3 12层以下的住宅楼宜在地上1层建设独立电表间；

12 层及以上的住宅楼宜每 3～6层建设单独电表间。

3.4.43.4.43.4.43.4.4 电表箱前应预留不小于电表箱前应预留不小于电表箱前应预留不小于电表箱前应预留不小于 0.80.80.80.8 mmmm 的抄表维护通道。的抄表维护通道。的抄表维护通道。的抄表维护通道。

3.4.53.4.53.4.53.4.5 配电站应接近负荷中心，不应设置在地下最底层配电站应接近负荷中心，不应设置在地下最底层配电站应接近负荷中心，不应设置在地下最底层配电站应接近负荷中心，不应设置在地下最底层，，，，

不应与厕所不应与厕所不应与厕所不应与厕所、、、、浴室浴室浴室浴室、、、、蓄水池蓄水池蓄水池蓄水池、、、、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空调系统等容易积水空调系统等容易积水空调系统等容易积水空调系统等容易积水、、、、

发热的场所相邻，不应有供水管和排污管等非电管线穿越发热的场所相邻，不应有供水管和排污管等非电管线穿越发热的场所相邻，不应有供水管和排污管等非电管线穿越发热的场所相邻，不应有供水管和排污管等非电管线穿越。。。。

配电站应具有排水配电站应具有排水配电站应具有排水配电站应具有排水、、、、防渗水功能防渗水功能防渗水功能防渗水功能；；；；还应具备通风及独立的消还应具备通风及独立的消还应具备通风及独立的消还应具备通风及独立的消

防设施，并设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平台及检修通道。防设施，并设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平台及检修通道。防设施，并设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平台及检修通道。防设施，并设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平台及检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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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居住区电缆通道宜采用电缆排管或电缆沟方式建

设，与燃气、电力、通讯、给排水等各种管道的距离应满足

相关技术规程的要求，跨道路时应建设过路管道，合理设置

工作井。

3.4.7 居住区配电站、电缆线路均应预留有足够的备用间

隔及备用管道。电缆通道建设时，应根据电力通信、自动化

规划，预留相应的通讯管道。

3.4.8 在配电网自动化规划区域内居住区的中压配电网，

应预埋配电网自动化通讯管孔，预留配电网自动化设备装设

位置及通讯线路位置。

3.5 配电装置防雷和接地

3.5.1 无避雷线的10kV配电线路，在居民区的钢筋混凝土电

杆宜接地，金属杆塔应接地，接地电阻均不宜超过30Ω。

3.5.2 高低压配电线路，当采用绝缘导线时宜有防雷措施，

防雷措施应根据当地雷电活动情况和实际运行经验确定。

3.5.3 中性点直接接地的1kV以下配电线路中的保护线或保

护中性线，在进入建筑物处应重复接地。

3.5.43.5.43.5.43.5.4 采用采用采用采用 TN-C-STN-C-STN-C-STN-C-S系统时系统时系统时系统时，，，，当保护导体与中性导体分开后当保护导体与中性导体分开后当保护导体与中性导体分开后当保护导体与中性导体分开后

不应再合并，且中性导体不应再不应再合并，且中性导体不应再不应再合并，且中性导体不应再不应再合并，且中性导体不应再接地。接地。接地。接地。

3.5.53.5.53.5.53.5.5 10kV10kV10kV10kV架空线的电缆接入点和架空线的电缆接入点和架空线的电缆接入点和架空线的电缆接入点和配变低压侧应装设防配变低压侧应装设防配变低压侧应装设防配变低压侧应装设防

雷装置。雷装置。雷装置。雷装置。

3.5.6 配电装置的金属外壳应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4Ω。

3.5.7 配变等电气装置安装在由其供电的建筑物内时，其

接地装置应与建筑物基础钢筋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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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当配电站供电的建筑物的基础接地电阻小于1Ω时，

可作为配电站的接地装置，不另设人工接地装置。

3.5.93.5.93.5.93.5.9 入户线段必须有独立的保护接地线。入户线段必须有独立的保护接地线。入户线段必须有独立的保护接地线。入户线段必须有独立的保护接地线。

3.6. 电能计量

3.6.1 安装有变压器的居住区，应在变压器低压侧或高压

侧安装电能计量总表。

3.6.2 居住区住宅用电应实行一户一表计量方式。

3.6.3 每套住宅用电容量在 12kW 及以下时，应采用单相

供电到户计量方式；每套住宅用电容量超过 12 kW 时，应采

用三相供电到户计量方式。

3.6.4 居住区应安装低压集中抄表系统电能量采集设备。

3.6.5 用电计量表计应安装在专用计量表箱内，表箱安装

位置应符合电气安全要求，便于抄表和维护。同一居住区内，

各电能计量装置安装方式和安装位置宜一致。

3.6.6 居住区住宅用电计量表计应采用相对集中安装方

式。计量表计集中安装时，应采用多户电表箱，12层以下的

住宅楼，电表箱宜设在一楼。12层及以上的住宅楼，电表箱

分段集中，每3～6层设一处集中电表箱，若同一单元每层超

过18户时，可根据现场情况调整电表箱设置点。多户电表箱

不宜安装在户外。

3.6.7 12层及以上的住宅楼，电表箱应安装在专用电表间

或配电间，电能表宜装在0.8m～1.8m的高度（表水平中心线

距地面）。安装在户外的单户表箱下沿距地面1.6 m～1.8 m。

若距楼面（地面）小于上述要求，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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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电能表下端应加有住户房号的标签，两只三相电能

表相距的最小距离为 80mm，单相电能表相距的最小距离为

30mm，电能表与箱边的最小距离为 40mm。

4444 设备选型

4.1高低压设备及材料

4.1.1 入户线入户线入户线入户线

入户线应采用铜芯线入户线应采用铜芯线入户线应采用铜芯线入户线应采用铜芯线，，，，导线截面应按表导线截面应按表导线截面应按表导线截面应按表 3.2.13.2.13.2.13.2.1所列用电所列用电所列用电所列用电

功率校核。功率校核。功率校核。功率校核。

4.1.2 配变

1 配变应采用节能环保型、低损耗、低噪音变压器，

接线组别为 Dyn11。住宅建筑物内的配电站应采用干变。

2 油变应采用免维护、全密封的 S11 型及以上节能型

变压器；干变应采用SCB10或SGB10型及以上节能型变压器，

应带有外壳、温控、风机。

3 向住宅供电的单台变压器容量油变不宜超过 630

kVA，干变不宜超过 800kVA。

4.1.3 电缆

高低压电缆应采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并根据使

用环境采用防水外护套、阻燃型。

4.1.4 架空线

高、低压架空线及架空表前线应采用交联聚乙烯绝缘导

线。

4.1.5 低压母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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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层住宅建筑内配电线宜采用混合绝缘型低压母线

槽。

4.1.6 金具

线路金具应使用节能型金具。

4.1.7 户外开关箱

户外开关箱内的开关柜应采用全密封、全绝缘产品。进

出线均应配备带电显示器和故障指示器。所在地区有配电网

自动化规划的应采用自动化型户外开关箱。户外开关箱的防

护等级和防腐应满足国家有关规范要求。

4.1.8 配电站高压柜

配电站应选用全密封、全绝缘开关柜。出线至变压器的

开关柜宜采用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单元。

4.1.9 低压开关柜

低压开关柜应采用分立元件拼装框架式产品，并绝缘封

闭。变压器出线总开关和母联开关应采用框架空气断路器，

低压分路开关采用塑壳断路器，开关柜采用抽屉式，防护等

级不低于 IP31。

4.1.10 低压分接箱

低压分接箱应采用元件模块拼装、框架组装结构，母线

及馈出线均绝缘封闭。进出线采用塑壳断路器。具备下进线

和侧进线功能。外壳应采用不锈钢、SMC 片状模塑料等防腐

材料。

4.1.11 低压无功补偿箱

1 低压无功补偿箱应根据无功功率的需量及电能质低压无功补偿箱应根据无功功率的需量及电能质低压无功补偿箱应根据无功功率的需量及电能质低压无功补偿箱应根据无功功率的需量及电能质

量要求装配无功补偿及谐波限制装置量要求装配无功补偿及谐波限制装置量要求装配无功补偿及谐波限制装置量要求装配无功补偿及谐波限制装置，，，，应采用智能型免维护应采用智能型免维护应采用智能型免维护应采用智能型免维护

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具备自动过零投切、分相补偿等功能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具备自动过零投切、分相补偿等功能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具备自动过零投切、分相补偿等功能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具备自动过零投切、分相补偿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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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容器应采用干式、自愈式阻燃型电容器。全部电

容器组应采用低压塑壳式断路器保护，分组电容器应设置熔

断器保护。

4.2 电能计量装置

4.2.1 各类电能计量装置应满足国家和电力行业相关技

术标准要求，并通过法定检定机构或国家授权的检定机构检

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2.2 安装在变压器低压侧的总电能表准确度等级为1.0

级，电流互感器准确度等级为 0.5S 级；住宅一户一表的电

能表准确度为 2.0 级；电能表应选用具有通断电控制功能、

电量冻结功能的电子式电能表。

4.2.3 计量互感器二次回路连接导线应采用铜质单芯绝

缘线。对电流二次回路，连接导线截面积应按电流互感器的

额定二次负荷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４mm
2
。对电压二次回

路，连接导线截面应按允许的电压降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2.5 mm
2
。

4.2.4 单户住宅用电，应采用单户表箱；别墅用电应采用

落地集中式表箱，表箱应安装在户外公共区域并应具有防雨

和防阳光直射计量表计等防护措施。户内安装不应低于

GB4.028 的 IP20 等级的规定，户外安装应不低于 GB4.028

的 IP54 等级的规定。

4.2.5 进出电能计量表箱的导线应采用 U-PVC 管保护。

4.2.6 电能计量表箱体宜采用ABS工程塑料材质，箱盖应

采用透明的PC聚碳酸酯塑料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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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各类智能系统

4.3.1 配电网自动化部分

1 有条件的居住区可增加配电网自动化功能。

2 配电网自动化的配置应满足当地供电企业配电网

自动化规划技术要求。

4.3.2 低压集中抄表系统

居住区内应实现低压集中抄表；低压集中抄表系统应包括具

有通讯接口的电能表、电能量采集的终端设备（包括集中器、

采集器）、主站管理系统，且满足当地供电企业电能计量自

动化系统技术要求。

4.3.3 电力负荷管理终端

变压器容量大于100 kVA应安装电力负荷管理终端，并接入

当地供电企业电能计量自动化系统。

5 施工及验收

5.1 施工

5.1.1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施工应按正式批复的设计文件和

施工图纸进行，不得随意更改。如需变更，须办理变更手续。

5.1.2 施工过程应做好隐蔽工程的记录和分部分项的复核

测试应独立记录成册。

5.1.3 电缆路径应按设计要求设置标志块（桩）等。

5.1.45.1.45.1.45.1.4 未经供电部门允许禁止在公共电缆通道上挖掘施工未经供电部门允许禁止在公共电缆通道上挖掘施工未经供电部门允许禁止在公共电缆通道上挖掘施工未经供电部门允许禁止在公共电缆通道上挖掘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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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验收

5.2.1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的隐蔽工程和接地装置应经过

中间验收和测试。

5.2.2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施工及竣工后，应按本标准及国

家和行业现行的有关标准验收，贸易计量装置应按当地供电

部门贸易计量规范及相关标识规范验收。经验收合格，方可

投入使用。

5.2.3 中间和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出具验收报告，并提供竣

工图和相关签证单、设计修改资料给当地供电管理部门存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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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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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居住区供配电一次接线图及配电站电气平面布置图范例

1 配电容量为30000kVA 的居住区 10kV 一次接线图 （电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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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V22-8.7/15kV-3X95

4#配电房

2X630kVA

YJV22-8.7/15kV-3X95

YJV22-8.7/15kV-3X95

YJV22-8.7/15kV-3X300

2X800kVA

1#配电房

YJV22-8.7/15kV-3X95

2X800kVA

3#配电房

YJV22-8.7/15kV-3X95

YJV22-8.7/15kV-3X95

2#配电房

2X800kVA

电源进

YJV22-8.7/15kV-3×300电缆

2 配电容量为6000kVA的居住区 10kV一次接线图 （电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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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800kVA

YJV22-8.7/15kV-3X95电缆

2X800kVA

YJV22-8.7/15kV-3X95电缆

1#配电房2#配电房

电源进

3 配电容量为3200kVA的居住区 10kV一次接线图 （电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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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住区配电站电气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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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居住区配电站高低压系统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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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居住区电缆管沟、工作井图范例

1 电缆保护管（6孔行人）埋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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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缆沟（6线行人）施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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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缆工作井（6孔行人）施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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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制订本标准的目的和原则。

1.0.2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1.0.4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及电力通道的规划设计是居住

区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本条强调了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及

电力通道不仅要满足居住区内用电负荷的需求，还应符合

当地电网发展及城市发展的规划要求，特别是当居住区规

模较大，居住区外部供电设施不能满足小区用电需求时，

居住区内应根据电力发展规划预留建设 35kV 或 110kV 变

电站的站址以及配套输配电线路（电缆）的通道。为了确

保居住区内供配电设施所需占用的位置及相关电力通道能

得到合理预留，在进行居住区详细规划设计时，应同步委

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开展居住区供配电系统的规划设计。

1.0.7 本条强调，居住区供配电设施的新建工程应按本规

范执行，不满足供电质量和居民生活用电需求的居住区供

配电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时也应按本规范执行，且应满足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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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对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已有明确的定义。本规范

为了叙述简便，统称为居住区，即将居住区原定义中对人

口规模的要求删除，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

居地和特指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包括配建的公

共服务设施。因此，本标准中居住区的定义是泛指住宅及

其配套设施，包括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和零星住宅。

2.0.2 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是指直接为本居住区内居

民服务的公用服务设施，包括公共建筑及其场地，还有附

属设备等。为了确保居民供电的安全和质量，要求配套公

建的供电与居民的供电在低压线路或配变上相对独立。

2.0.3 本条说明了居住区供配电设施所指的对象及所包

含的范围。

2.0.4 本规范中配电站特指设置在户内的变配电设备，

区别于设置在户外的箱式变电站。

2.0.6 户外开关箱即传统所称的开闭所、环网柜，用于

10kV 公用电缆线路的分段和用户电缆的接入。

2.0.7 本条说明了电能计量装置包括计量（电表）柜

（箱）、计量表（电能表）、计量用的电压、电流互感器、

二次回路及电能量采集终端。根据国家电价政策，居住区

使用的计量表计分为普通电能表和多费率（多功能）电能

表。

2.0.8 为了简化小区供电容量与配置配变及导线的计算

关系，本标准提出了“配置系数”的概念，以 Kp 符号表

示。它是综合考虑了同时率、功率因素、设备负载率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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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影响后，得出的总配置系数。其计算方法可简化为配置

变压器的容量（kVA）或低压配电干线馈送容量（kVA）
与居住区用电负荷（kW）之比值。例如某居住区居民总用

电负荷统计为 10000kW，若配置系数取 0.5，则计算出应

配置配变总容

量为 5000kVA。
2.0.9～2.0.10 说明了表前线和入户线所属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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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配电设计

3.1 负荷性质的确定

居住区电力负荷分级的意义，在于正确地反映居住区

内各种负荷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本条是参照《供配电系

统设计规范》（GB50052）、《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汽车库、

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根据居

住区内建筑物、配套设施的负荷性质不同，以及对供电可

靠性的要求及中断供电所造成损失或影响的程度划分为

一、二、三级负荷。

3.2 用电负荷计算

3.2.1 在现有相关规范的基础上，并参考国内外先进城

市及地区的数据，考虑到住宅使用寿命一般为 50～70年，

为避免重复建设，居民用电负荷测算应适度超前，结合广

西的运行经验，编制成表 3.2.1，明确了居民用电负荷的统

计方法和测算方法。

3.2.2 说明了公共服务设施用电容量按实际用电设备

容量统计。设备容量不明确时，负荷密度的估算值也是在

现有相关规范的基础上可按负荷密度进行估算，估算时结

合广西各类负荷运行实测统计数据，并参考国内先进城市

及地区的数据，适度超前而得出的。这部分用电容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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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较为分散时，可就近接入住宅用电变压器，变压器容量

要相应增加。

3.2.3 配变安装容量配置系数的引入是为了方便居民用

电负荷换算为配变安装的容量，表 3.2.3所列配变容量配置

系数是参考居民负荷同时率、设备负载率、功率因素、变

压器经济运行负载率、运行经验、气候特点、适当的发展

预度等因素综合得出。

3.2.4 低压干线馈送容量配置系数的引入是为了节省低

压导线的投资，由居民用电器的同时率以及运行经验等因

素综合得出。对于高层住宅建筑，因用户电能表进户线较

长，为减小电压降和线损率，低压干线馈送容量配置系数

宜视情况分别提高 0.1进行配置。

3.3 居住区供电

3.3.1 电源要求：

本条说明了居住区供电电源的要求。根据负荷等级的

不同，对电源的要求也不同，此处双重电源指的是两路接

至公共电网的电源或一路接至公共电网，另一路由自备发

电机或 UPS 供电。

为了防止环网供电或用户侧电源倒送至公共电网，危

及人身和设备安全，本条强调双重电源应互为闭锁。

备用电源容量应与负荷需求相一致。

居住区三级负荷宜由单电源供电，当三级负荷较大，

超过一回线路的路供电能力时，应增加供电回路数。

3.3.2 供电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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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第 1、2点说明了居住区应根据需用变压器容量范

围确定供电电压。

第 3点主要从安全、可靠、经济性等方面考虑，对不

大于 100kW的公共服务设施用电，且布点较分散，单独设

置专用变压器时投资大，增大运行维护成本，可不设独立

变压器，就近由住宅用电变压器的独立低压回路供电，住

宅变压器应增加相应的容量。

3.3.3 高压供电：

1 从居住区人身安全以及设备的寿命方面考虑，推

荐使用户内式的配电站形式。

2 配电站的布点应该根据负荷密度和供电半径合理

设置，如负荷比较分散，则应该采用小容量、多布点的形

式，如负荷比较密集，则应该合理考虑布点。

3 为了便于采购、施工、运行维护、备品备件的管理

存储，导线的型号规格应尽可能简化，提高运行检修效率。

3.3.4 低压供电：

1 为减小电压降以及线损率，确保电压质量，规定了

低压供电半径不宜超过 250m。

2 低压电缆分接宜采用低压分接箱，用于负荷回路

分配及便于检修和维护。分接箱应接近负荷中心，使其达

到最佳经济性。

3 为确保公共电网电压质量，降低损耗，提高电力系

统发变电设备的工作效率，居住区供配电系统无功应就地

平衡。居民用电的低压系统存在一定数量的感性无功负载，

会导致功率因数降低，增加低压系统的损耗，增大用户端

电压降，降低发变电设备的工作效率，因此应当补偿相应

的容性负载。

4 规定了无功补偿装置的容量，根据大量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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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30％的配置比例比较合理。如用电负荷中有较多的

变频等设备，易产生较大谐波分量时应配置谐波限制装置。

5 由于城镇居民用电的接线结构和地形特点，不便于

每户独立接地，故低压系统推荐采用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

制、满足居民安全用电的要求；

6 本条要求低压线路三相装接负荷应尽量均衡，三相

计算负载不平衡度应小于 15%。计算方式：三相计算负载

不平衡度=｛（最大相负载-最小相负载）/最大相负载｝×

100%。

三相负载不平衡，将使配变处于不对称运行状态，不

但会降低居民用户的电压质量、造成变压器和低压线路的

损耗增大，甚至会导致配变烧毁，直接影响居民正常用电。

7 低压主干线及低压分支线截面应力求简化并满足

规划、设计要求，便于检修维护。不做强制要求，可根据

负荷适当调整。

8 为满足住户的基本用电需求，对于小户型留有一定

的用电裕度，大户型则应按实际负荷计算选取，但不应低

于本条要求。

3.3.5 接线形式

1 为保证电网运行的可靠性，本条指出居住区电源宜

经开关设备接入。开关设备包括变电站开关柜、户外开关

箱、柱上开关等设备，如接入点无开关设备，则应新增相

应开关设备。

2 居住区负荷具有季节性变化大的特点，为提高配变

的负荷率，减少不必要的空载损耗，本条规定了对有两台

及以上配变的配电站应装设 0.4kV母联开关，以满足将一

台及以上配变退出运行并将其所带负荷切换到其它配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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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当配变定期检修或故障时，也可通过该低压母联

开关调整运行方式，保证该检修或故障的配变所供全部或

部分负荷不受影响、继续供电，从而提高供电可靠性。同

一配电站内配变的容量和技术参数应选择一致，以满足合

环倒电操作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停电操作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

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不受由于公共服务设施增

容、设备故障等因素造成的电压波动和供电可靠性的影响，

并满足贸易计量的需要，本条明确规定公建供电的低压线

路与为住宅供电的低压线路必须分开。为确保一级、二级

负荷用电不受居民用电及其他三级负荷用电的影响，应设

置独立的供电回路向一级、二级负荷供电。

3.4 配套设施

3.4.3 为综合考虑集中抄表和表后线损耗问题，12
层以下的住宅楼宜在地上 1 层建设独立电表间；12 层及以

上的住宅楼宜每 3～6 层建设单独电表间，根据每层住宅套

数确定，较多时宜每 3 层建设单独电表间，较少时宜每 6

层建设单独电表间。

3.4.4 为确保抄表、维护检修以及设备更换能顺利进

行，本条规定了电表箱前应预留不小于 0.8 m 的抄表维护

通道。

3.4.5 为防止城市内涝，道路积水涌入地下室，危害

人身安全、导致停电，本条规定配电站不应设置在地下最

底层。并不应与容易积水、发热的场所相邻，所谓相邻包

括上下左右相邻。

3.4.7 发生电力故障时，为了能尽快恢复供电，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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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电缆线路均应预留有足够的备用间隔和备用管道。为

满足智能电网的发展需要，供配电基础设施建设时应预留

相应的通讯管道。

3.5 配电装置防雷和接地

3.5.1 为减小雷电对配电线路的危害，避免人身触电

情况的发生，本条规定了杆塔的接地。

3.5.2 绝缘导线较为容易发生雷击断线事故，因此要

有防雷措施，如安装防雷放电间隙等防雷装置。

3.5.3 为增强安全可靠性，降低整个低压系统保护线

的接地电阻，保护线或保护中性线在进入建筑物处应重复

接地。

3.5.4 采用 TN-C-S 系统时，当保护导体与中性导体

从某点分开后如又合并，会造成前段的 N、PE 并联，PE 导

体可能会有大电流通过，提高 PE 导体的对地电位，危及

人身安全。中性导体如再接地，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中

性线产生不平衡电流，该电流通过各接地点流回变压器中

性点，这种杂散电流会对地下各种金属管道、构件产生影

响，特别是对金属燃气管道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3.5.6 为保护人身安全，配电装置的金属外壳应接

地，包括变压器、户外开关箱、柱上开关、低压配电箱、

电表箱等。接地电阻应小于 4Ω，可独立设置也可共用接

地网或接地极。

3.5.7 配变等电气装置安装在由其供电的建筑物内

时，其接地装置应与建筑物基础钢筋等相连。利用建筑物

基础钢筋接地，因为在建筑物内不容易设独立接地极。同

时形成等电位连接，保护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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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本节说明了不单独设置人工接地装置的条件。

总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应满足各种接地中最小的接地电阻要

求，因此当配电站采用建筑物的基础作接地极且接地电阻

小于 1Ω时，就同时满足了建筑物的基础接地电阻小于 10
Ω和电气装置接地电阻小于 4Ω的要求，可以按等电位联

接要求，将配电站内设备的接地、建筑物金属构件、金属

管道(输送易燃易爆物的金属管道除外 )等与总接地体相连

接，不另设人工接地装置。

3.5.9 为保护居民人身安全，入户线段必须有独立的

保护接地线，即独立的 PE线，不能与中性线共用一根线。

3.6. 电能计量

3.6.1 为了便于监测低压配电网运行数据为了便于监测

变压器运行数据及计算线损，居住区住宅用电供电的变压

器低压或高压侧应安装电能计量总表，确保变压器发生过

载或其它异常现象时能及时发现并处理。

3.6.2 本条规定对每套住宅应单独装表计量。《物业管理

条例》强调了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的有关规定，

为提高对居民的供电服务质量，国家明确要求对居民供电

实行“三到户”方式，即“供电到户，抄表到户、结算到

户”，对居民用电实行一户一表计量方式，避免因合表用电

产生的各种纠纷。

3.6.3 本条对每套住宅供电电源作了规定。从居民用电

安全角度来说，使用单相供电电源较安全。鉴于单相供电

容量较大时，所需选用的导线截面也较大，增加了施工安

装难度，同时考虑供电线路三相负荷平衡和单相计量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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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规格的限制，以及居民用电通常实际需求等因素，规

定对每套住宅用电容量在 12kW及以下时，采用单相电源

供电是比较合适的，但对到单元表箱应采用三相电源供电。

每套住宅用电容量超过 12kW时，根据用户需要，宜采用

三相电源供电到户方式。

3.6.4 本条规定居住区应安装低压集中抄表系统电能量

采集设备，以便电能表计量信息通过使用相应的通信技术

和设备，远距离传送至管理单位计算机管理系统内，实现

自动远程抄表结算，减少人工抄表差错，提高效率和服务

质量。

3.6.5 为了能安全可靠运行，同时兼顾美观，用电计量表

计应安装在专用计量表箱内，表箱安装位置应符合电气安

全要求，便于抄表和维护。同一居住区内，各电能计量装

置安装方式和安装位置宜一致。如几栋住宅楼的电能计量

装置都安装在一楼电表间的右边墙上。

3.6.6 从安全、美观，方便运行维护的角度考虑，居住区

住宅用电计量表计应采用相对集中安装方式。计量表计集

中安装时，应采用多户电表箱。电表箱的设置与 3.4.3一

致。12 层及以上的住宅楼，电表箱分段集中，每 3～6 层

设一处集中电表箱，若同一单元每层超过 18户时，可根据

现场情况调整电表箱设置点，比如每层或每两层设一处集

中电表箱。

3.6.8 为了明晰抄表维护界面，电能表下端应加有住户房

号的标签。为确保安全运行和方便检修维护，电能表间应

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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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选型

4.1 高低压设备及材料

4.1.1 为满足国家节能政策的要求，建设和谐、节能、

环保居住区，居住区配变应采用环保、安全可靠性高、便

于维护的变压器。为满足防火及环保要求，建筑物内的配

电站应采用干变；

对于单台配变容量的要求，根据小区用电负荷特

点，应遵循小容量多布点的原则，考虑了小区负荷分配、

利用效率及维护管理等。

4.1.2 本条为高压电缆的选型要求。为确保设备安全、

可靠运行，高压电缆技术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所

选电缆及附件生产厂商应具备同类设备的生产能力或比所

选设备高一电压等级的生产资质，在同行业中具有领先水

平，并且连续三年在国内未出现重大设备事故。

高压电缆的敷设方式主要有沟道敷设、排管敷设及直

埋敷设等方式。对处于地下水位较高环境、可能浸泡在水

内的电缆，应采用防水外护套，进入高层建筑内的电缆，

应选用阻燃型。

电缆及电缆附件应具备低烟、无卤、阻燃等性能，电

缆终端头应选用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性高、安装方便的

冷缩、预制式。地下水丰富的地区电缆头及电缆中间头宜

采用热缩式。

4.1.3 本条为架空线的选型要求。

4.1.4 本条为入户线的选型要求。为确保用户能够安全

用电，导线截面应按表 3.2.1所列用电功率校核。

4.1.5 本条为低压母线槽的选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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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本条为金具的选型要求。

4.1.7 本条为户外开关箱的选型要求。广西地处炎热、

潮湿地带，户外开闭所宜使用全封闭、全绝缘开闭所，提

高供电可靠性。进出线配备带电显示器和故障指示器，方

便故障查找。有自动化规划的地区应该提前采用自动化型

开关箱，避免重复投资。

4.1.8 本条为高压柜的选型要求。开关柜应采用可扩展

性强、模块化组合、金属封闭式柜，便于安装、操作简单、

操作功小，具备靠墙安装。开关柜应有完善的“五防”联

锁功能，采用三工位开关，有效防止误操作，并配备故障

指示装置。负荷开关柜要求 30年免维护，负荷开关的转移

电流不小于 1750A，机械操作寿命不小于 2000次，断路器

机械操作寿命不小于 10000次。

对于大型配电站、配电所或供电负荷较大的馈线，宜

采用断路器（中置式开关柜），并配置相应的数字式继电保

护装置，操作界面应友好，并预留通讯接口。

对于双 T接入系统且采用断路器作为开关设备的配电

所，可根据用户需要配置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以提高

供电可靠性。

4.1.9 本条为低压开关柜的选型要求。变压器出线总开

关和母联开关应优先采用框架空气断路器，操作寿命（电

气无维护）应能达 6000次，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达到

65KA，并具有微处理器的电子式控制器，该控制器可以在

线整定，具有中文人机界面，能测量电流、电压，具备“四

遥”功能。低压分路采用塑壳断路器，额定极限短路分断

能力达到 50KA，配电子脱扣器，三段保护，电气寿命达

7000次以上。开关柜采用抽屉式，防护等级不低于 IP3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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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本条为低压分接箱的选型要求。

4.1.11 本条为低压无功补偿箱的选型要求。为实现无功

的就地补偿，提高电能质量，配变低压侧应装设无功补偿

装置（低压无功补偿箱一般设置于配电站低压开关柜内）。

要求具备低压无功补偿的容量配置一般应不少于配变容量

的 30%。自动过零投切，建议采用晶闸管—交流接触器复

合投切电容器型式实现循环投切控制、分相补偿；投切时

不产生瞬变易产生过电压，延长投切开关寿命，切换时间

小于 1个周波，不会产生谐波；采用微处理器的测量、控

制系统。防护等级不低于 IP23要求由于居住区供电存在三

相不平衡现象，因此需要设置分相补偿功能。

电容器应优先采用干式、自愈式阻燃型电容器，电容

允许偏差-5%+10%，最大过载电压达 135%额定电压，允

许最高环境温度+55℃。，按变压器额定容量的 30％左右作

一次性配置分组。

全部电容器组应采用低压塑壳式断路器保护，分组电

容器应设置熔断器保护。

4.2 电能计量装置

4.2.1 计量表箱既是计量装置，又是电器设备，需满足

计量功能的需求，同时也要符合相应的电气安全规定。其

制造应符合国家和电力行业相关的技术标准。供电企业应

结合当地的需求，制定本地区的表箱制造标准，统一表箱

形状、规格和尺寸。表箱内安装的计量表计所记录的电量

作为供电企业结算的依据。为保证安全，计量公平、公正、

准确，根据《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DL/T448-2000）
的要求，供电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表箱制造和使用的监督管



43

理，所有计量表箱须经过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4.2.2 对电能表准确度的要求。

4.2.3～4.2.6 对电能表、表箱安装以及表箱材质的要

求。

4.3 与各类智能系统的接口

4.3.1 本条为配网自动化部分的要求。

高级住宅、供电可靠性和智能化程度要求高的居住区，

可一次性实现配网自动化功能。

配网自动化系统一般由配电终端（如 FTU 等）、配电

子站（一般设在居住区电源的上一级变电站）和主站系统

（设在供电企业）组成，实现对供配电系统远程、自动监

测、控制管理的功能。

4.3.2 远程自动抄表系统是指将安装在居住区电能表计

量信息通过使用相应的通信技术和设备，远距离传送至管

理单位计算机管理系统内，实现抄表结算，无需人工上门

抄表，提高抄表效率和服务质量。在采用远程自动抄表系

统时，应选用电子式具有统一通讯规约的电能表。数据采

集终端分为单元式和区域式，单元式采集终端采集电能表

电量数据，进行集中处理；区域式采集终端又称数据集中

器，是对区域内单元式采集终端数据的集中处理。根据居

住区户数，设置相应数量的采集终端和数据集中器。主台

管理系统是对整个抄表系统进行管理，具有抄录、监测、

设置、统计和查询等功能。

4.3.3 根据自治区政府有关规定，变压器容量大于 100
kVA应安装电力负荷管理终端（旧称负荷控制管理终端），

并接入当地供电企业电能计量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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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及验收

5.1 施工

5.1.2 强调了隐蔽工程的记录和随工验收，特别是接地

装置的复核测试应独立记录成册，包括接地电阻测量、接

地极的设置和防腐情况。

5.1.3 强调了电缆路径应按设计要求设置标志块（桩）

等，未经供电部门允许禁止在公共电缆通道上挖掘施工。

每年都有大量电缆线路被挖掘施工损坏，造成人身伤害和

停电事故，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损失。

5.2 验收

5.2.1 强调了居住区供配电设施的隐蔽工程和接地装置应

经过中间验收和测试。接地装置验收时应该解开所有连接

的设备或线路，独立测量。

5.2.2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是居民日常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

之一，本条强调居住区供配电设施施工及竣工后，应严格

按照本标准及国家和行业现行的有关标准验收合格，确保

居住区居民能够安全用电。

5.2.3 居住区贸易计量是供电企业和居民用户结算电量依

据，应满足国家及当地供电企业贸易计量规范要求。

5.2.4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施工及竣工后，应根据本标准及国

家和行业现行的有关标准验收合格，出具验收报告，提供

竣工图和相关签证单、设计修改资料给产权单位归档，并

送当地供电管理部门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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