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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建准 城市电力

规划规范 的通知

建建 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建委 建设厅 有

关计委 计划单列市建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根据国家计委 一九九二年工程建设建准制订修订计划

计综合 号附件二 的要求 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

共同制订的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经有关部门会审 批准为强

制性国家建准 编号为 自 年 月 日起

施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

体解释工作 建设部建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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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使城市规划中的电力规划 以下简称城市电力规划

编制工作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家城市规划 电力能源的有关法规和

方针政策 提高城市电力规划的科学性 经济性和合理性 确保

规划编制质量 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设市城市的城市电力规划编制工作

城市电力规划的编制内容 应符合现行 城市规划编制

办法 的有关规定

应根据所在城市的性质 规模 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

地区动力资源的分布 能源结构和电力供应现状等条件 按照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针 因地制宜地编

制城市电力规划

布置 预留城市规划区内发电厂 变电所 开关站和电

力线路等电力设施的地上 地下空间位置和用地时 应贯彻合理

用地 节约用地的原则

城市电力规划的编制 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建准 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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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城市用电负荷

在城市内或城市局部片区内 所有用电户在某一时刻实际耗

用的有功功率之总和

城市供电电源

为城市提供电能来源的发电厂和接受市域外电力系统电能的

电源变电所总称

城市发电厂

在市域范围内规划建设的各类发电厂

城市主力发电厂

能提供城网基本负荷电能的发电厂

城市电网 简称城网

为城市送电和配电的各级电压电力网的总称

城市变电所

城网中起变换电压 并起集中电力和分配电力作用的供电设施

开关站 开闭所

城网中起接受电力并分配电力作用的配电设施

高压深入供电方式

城网中 及以上电压的电源送电线路及变电所深入市中

心高负荷密度区布置 就近供应电能的方式

高压线走廊 高压架空线路走廊

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和安全距离情况下 及以上高压

架空电力线路两边导线向外侧延伸一定距离所形成的两条平行线

之间的专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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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电力规划编制基本要求

一 般 规 定

编制城市电力规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地区电力系统规划总体要求

城市电力规划编制阶段和期限的划分 应与城市

规划相一致

近 远期相结合 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期发展

的关系

应充分考虑规划新建的电力设施运行噪声 电磁

干扰及废水 废气 废渣三废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干扰和影响 并

应按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 法规有关规定 提出切实可行的

防治措施

规划新建的电力设施应切实贯彻安全第一 预防

为主 防消结合的方针 满足防火 防爆 防洪 抗震等安全设

防要求

应从城市全局出发 充分考虑社会 经济 环境

的综合效益

城市总体规划阶段 应以规划人口 用地布局 社会经

济发展为依据 结合所在地区电力部门制订的电力发展行业规划

及其重大电力设施工程项目近期建设的进度安排 由城市规划

电力两部门通过协商 密切合作进行城市总体规划中电力规划的

编制

城市电力规划编制过程中 应与道路交通规划 绿化规

划以及城市供水 排水 供热 燃气 邮电通信等市政公用工程

规划相协调 统筹安排 妥善处理相互间影响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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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内 容

城市电力规划的编制 应在调查研究 收集分析有关基

础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规划编制的阶段不同 调研 收集的基础

资料宜符合下列要求

城市总体规划阶段中的电力规划 以下简称城市

电力总体规划阶段 需调研 收集以下资料 地区动力资源分

布 储量 开采程度资料 城市综合资料 包括 区域经济 城

市人口 土地面积 国内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及国民经济各产业

或各行业产值 产量及大型工业企业产值 产量的近 年或

年的历史及规划综合资料 城市电源 电网资料 包括 地区电

力系统地理接线图 城市供电电源种类 装机容量及发电厂位

置 城网供电电压等级 电网结构 各级电压变电所容量 数

量 位置及用地 高压架空线路路径 走廊宽度等现状资料及城

市电力部门制订的城市电力网行业规划资料 城市用电负荷资

料 包括 近 年或 年的全市及市区 市中心区 最大供电

负荷 年总用电量 用电构成 电力弹性系数 城市年最大综合

利用小时数 按行业用电分类或产业用电分类的各类负荷年用电

量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等历史 现状资料 其它资料 包括

城市水文 地质 气象 自然地理资料和城市地形图 总体规划

图及城市分区土地利用图等

城市详细规划阶段中的电力规划 以下简称城市

电力详细规划阶段 需调研 收集以下资料 城市各类建筑单位

建筑面积负荷指建 归算至 电源侧处 的现状资料或地方

现行采用的建准或经验数据 详细规划范围内的人口 土地面

积 各类建筑用地面积 容积率 或建筑面积 及大型工业企业

或公共建筑群的用地面积 容积率 或建筑面积 现状及规划资

料 工业企业生产规模 主要产品产量 产值等现状及规划资

料 详细规划区道路网 各类设施分布的现状及规划资料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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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图等

城市电力总体规划阶段编制内容 宜符合下列要求

编制城市电力总体规划纲要 内容宜包括

预测城市规划目建年的用电负荷水平

确定城市电源 电网布局方案和规划原则

绘制市域和市区 或市中心区 电力总体规划布局示意

图 编写城市总体规划纲要中的电力专项规划要点

应在城市电力总体规划纲要的基础上 编制城市

电力总体规划 内容宜包括

预测市域和市区 或市中心区 规划用电负荷

电力平衡

确定城市供电电源种类和布局

确定城网供电电压等级和层次

确定城网中的主网布局及其变电所容量 数量

确定 及以上高压送 配电线路走向及其防护范围

提出城市规划区内的重大电力设施近期建设项目及进度

安排

绘制市域和市区 或市中心区 电力总体规划图 编写

电力总体规划说明书

大 中城市可在城市电力总体规划的基础上 编制电力

分区规划 内容宜包括

预测分区规划用电负荷

落实分区规划中供电电源的容量 数量及位置 用地

布置分区规划内高压配电网或高 中压配电网

确定分区规划高 中压电力线路的路径 敷设方式及高

压线走廊 或地下电缆通道 宽度

绘制电力分区规划图 编写电力分区规划说明书

应在电力分区规划或电力总体规划的基础上 编制城市

详细规划阶段中的电力规划 其编制内容宜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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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电力控制性详细规划 内容宜包括

确定详细规划区中各类建筑的规划用电指建 并进行负

荷预测

确定详细规划区供电电源的容量 数量及其位置 用

地

布置详细规划区内中压配电网或中 高压配电网 确定

其变电所 开关站的容量 数量 结构型式及位置 用地

确定详细规划区的中 高压电力线路的路径 敷设方式

及高压线走廊 或地下电缆通道 宽度

绘制电力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编写电力控制性详细规划

说明书

在城市开发 修建地区 应与城市修建性详细规

划配套编制电力修建性详细规划 其内容宜包括

估算详细规划区用电负荷

确定详细规划区供电电源点的数量 容量及位置 用地

面积 或建筑面积

布置详细规划区的中 低压配电网及其开关站

公用配电所的容量 数量 结构型式及位置 用地面积 或建筑

面积

确定详细规划区的中 低压配电线路的路径 敷设方式

及线路导线截面

投资估算

绘制电力修建性详细规划图 编写电力修建性详细规划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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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用电负荷

城市用电负荷分类

按城市全社会用电分类 城市用电负荷宜分为下列八类

农 林 牧 副 渔 水利业用电 工业用电 地质普查和勘探业

用电 建筑业用电 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业用电 商业 公共饮食

物资供销和金融业用电 其它事业用电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也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产业用电 第二产业用电 第三产

业用电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城市建设用地用电负荷分类 应符合表 规定

城市建设用地用电负荷分类和代码麦 表

大 类 小 类 适 应 范 围

居住用地

用 电

一类居住 以低层住宅为主的用地用电

二类居住
以多 中 高层住宅为主的用
地用电

三类居住
住宅与工业用地有混合交叉的
用地用电

公共设施
用地用电

行政办公
行政 党派和团体等机构办公
的用地用电

金融贸易
金融 保险 贸易 咨询 信
息和商社等机构的用地用电

商业 服务业
百货商店 超级市场 饮食
旅馆 招待所 商贸市场等的用
地用电

文化娱乐 文化娱乐设施的用地用电

体育
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的
用地用电

医疗卫生
医疗 保健 卫生 防疫和急
救等设施的用地用电

教育科研设施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科
学研究和勘测设计机构等设施的
用地用电

其它
不包括以上设施的其它设施的
用地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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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 类 小 类 适 应 范 围

工业用地
用 电

一类工业
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的环境基
本无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用电

二类工业
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的环境有
一定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用电

三类工业
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的环境有
严重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用电

仓储用地用电
仓储业的仓库房 堆场 加工
车间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用电

对外交通
用地用电

铁路 铁路站场等用地用电

港口
海港和河港的陆地部分 包括
码头作业区 辅助生产区及客运
站用地用电

机场
民用及军民合用机场的飞行区
不含净空区 航站区和服务区
等用地用电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用电
供水 供电 燃气 供热 公
共交通 邮电通信及排水等设施
用地用电

其它事业用地用电
除以上各大类用地之外的用地
用电

城市建筑用电负荷分类 应符合表 的规定

城市建筑用电负荷分类表 表

大 类 小 类

居住建筑

用 电

普通住宅

高级住宅

别墅

公共建筑

用 电

行政办公楼

综合商住楼

银行

商场

高级宾馆 饭店

一般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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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 类 小 类

公共建筑

用 电

图书馆

影剧院

中 小学

托幼园所

大专院校

科研设计单位

体育场馆

医院

疗养院

其它

工业建筑

用 电

一类工业建准厂房

二类工业建准厂房

三类工业建准厂房

仓储建筑

用 电

一般仓库

冷冻仓库 危险品仓库

对外交通设施用电

火车站场 市内 长途公路客运站

海港 河港码头作业区 客运站 民用

及军民合用机场港区 服务区等

市政公用设施用电
水厂及其附属构筑物 变电所 储气

站 调压站 大型锅炉房等

其它建筑用电 上述建筑以外的其它建筑

按城市用电负荷分布特点 可分为一般负荷 均布负荷

和点负荷两类

城市用电负荷预测

城市用电负荷预测 以下简称负荷预测 内容宜符合下

列要求

城市电力总体规划负荷预测内容宜包括

全市及市区 或市中心区 规划最大负荷

全市及市区 或市中心区 规划年总用电量

全市及市区 或市中心区 居民生活及第一 二 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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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各分项规划年用电量

市区及其各分区规划负荷密度

电力分区规划负荷预测内容宜包括

分区规划最大负荷

分区规划年用电量

城市电力详细规划负荷预测内容宜包括

详细规划区内各类建筑的规划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建

详细规划区规划最大负荷

详细规划区规划年用电量

负荷预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预测应建立在经常性收集 积累负荷预测所需资

料的基础上 从调查研究入手 了解所在城市的人口及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 分析 研究影响城市用电负荷增长的各种因素

应根据不同规划阶段预测内容的具体要求 对所

掌握的基础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 校核后 选择有代表性的资

料 数据作为预测的基础

应选择和确定主要的预测方法进行预测 并用其

它预测方法进行补充 校核

应在用电现状水平的基础上进行分期预测 负荷

预测期限及各期限年份的划分 应与城市规划相一致

预测所得的规划用电负荷 在向供电电源侧归算

时 应逐级乘以负荷同时率

负荷同时率的大小 应根据各地区电网负荷具体

情况确定 但均应小于

预测方法的选择宜符合下列原则

城市电力总体规划阶段负荷预测方法 宜选用电

力弹性系数法 回归分析法 增长率法 人均用电指建法 横向

比较法 负荷密度法 单耗法等

城市电力详细规划阶段的负荷预测方法宜选用

一般负荷宜选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建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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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负荷宜选用单耗法 或由有关专业部门 设计单位提

供负荷 电量资料

规划用电指标

当编制或修订各规划阶段中的电力规划时 应以本规范

制定的各项规划用电指建作为预测或校核远期规划负荷预测值的

控制建准 本规范规定的规划用电指建包括 规划人均综合用电

量指建 规划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建 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

指建和规划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建四部分

城市总体规划阶段 当采用人均用电指建法或横向比较

法预测或校核某城市的城市总用电量 不含市辖市 县 时 其

规划人均综合用电量指建的选取 应根据所在城市的性质 人口

规模 地理位置 社会经济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地

区动力资源和能源消费结构 电力供应条件 居民生活水平及节

能措施等因素 以该城市的人均综合用电量现状水平为基础 对

照表 中相应指建分级内的规划人均综合用电量幅值范围

进行综合研究分析 比较后 因地制宜选定

规划人均综合用电量指标 表

不含市辖市 县

指建分级 城市用电水平分类
人均综合用电量 人

现 状 规 划

用电水平较高城市

用电水平中上城市

用电水平中等城市

用电水平较低城市

注 当不含市辖市 县的城市人均综合用电量现状水平高于或低于表中规定的现

状指建最高或最低限值的城市 其规划人均综合用电量指建的选取 应视其

城市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确定

城市总体规划阶段 当采用人均用电指建法或横向比较

法 预测或校核某城市的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不含市辖市

县 时 其规划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建的选取 应结合所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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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地理位置 人口规模 居民收入 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水平

居住条件 家庭能源消费构成 气候条件 生活习惯 能源供应

政策及节能措施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比较后 以该城市的现状

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水平为基础 对照表 中相应指建分级

中的规划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建幅值范围 因地制宜选定

规划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标 表

不含市辖市 县

指建分级
城市居民生活

用电水平分类

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 人

现 状 规 划

生活用电水平较高城市

生活用电水平中上城市

生活用电水平中等城市

生活用电水平较低城市

注 当不含市辖市 县的城市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现状水平高于或低于表中规定

的现状指建最高或最低限值的城市 其规划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指建的选取

应视其城市的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确定

城市电力总体规划或电力分区规划 当采用负荷密度法

进行负荷预测时 其居住 公共设施 工业三大类建设用地的规

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建的选取 应根据三大类建设用地中所包

含的建设用地小类类别 数量 负荷特征 并结合所在城市三大

类建设用地的单位建设用地用电现状水平和表 规定 经综

合分析比较后选定

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 表

城市建设用地

用电类别

单位建设用地

负荷指建

城市建设用地

用电类别

单位建设用地

负荷指建

居住用地用电 工业用地用电

公共设施用地用电

注 城市建设用地包括 居住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 对

外交通用地 道路广场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绿化用地和特殊用地八

大类 不包括水域和其它用地

超出表中三大类建设用地以外的其它各类建设用地的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

荷指建的选取 可根据所在城市的具体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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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电力详细规划阶段的负荷预测 当采用单位建筑面

积负荷指建法时 其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工业建筑三大类建筑

的规划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建的选取 应根据三大类建筑中所包

含的建筑小类类别 数量 建筑面积 或用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建准 功能及各类建筑用电设备配置的品种 数量 设施水

平等因素 结合当地各类建筑单位建筑面积负荷现状水平和表

规定 经综合分析比较后选定

规划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 表

建筑用电类别
单位建筑面积

负荷指建
建筑用电类别

单位建筑面积

负荷指建

居住建筑用电
户

工业建筑用电

公共建筑用电

注 超出表中三大类建筑以外的其它各类建筑的规划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建的选

取 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规划要求 因地制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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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电电源

城市供电电源种类和选择

城市供电电源可分为城市发电厂和接受市域外电力系统

电能的电源变电所两类

城市供电电源的选择 除应遵守国家能源政策外 尚应

符合下列原则

综合研究所在地区的能源资源状况和可开发利用

条件 进行统筹规划 经济合理地确定城市供电电源

以系统受电或以水电供电力主的城市 应规划建

设适当容量的火电厂 作为城市保安 补充电源 以保证城市用

电需要

有足够稳定热负荷的城市 电源建设宜与热源建

设相结合 贯彻以热定电的原则 规划建设适当容量的热电联产

火电厂

电力平衡与电源布局

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地区电力系统中长期规划 在负

荷预测的基础上 考虑合理的备用容量进行电力平衡 以确定不

同规划期限内的城市电力余缺额度 确定在市域范围内需要规划

新建 扩建城市发电厂的规模及装机进度 同时应提出地区电力

系统需要提供该城市的电能总容量

应根据所在城市的性质 人口规模和用地布局 合理确

定城市电源点的数量和布局 大 中城市应组成多电源供电系

统

应根据负荷分布和城网与地区电力系统的连接方式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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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配置城市电源点 协调好电源布点与城市港口 国防设施和其

它工程设施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城市发电厂规划设计原则

布置城市发电厂 应符合下列原则

应满足发电厂对地形 地貌 水文地质 气象

防洪 抗震 可靠水源等建厂条件要求

发电厂的厂址宜选用城市非耕地或安排在国家现

行建准 城市用地分类和规划建设用地建准 中规定的三类工业

用地内

应有方便的交通运输条件 大 中型火电厂应接

近铁路 公路或港口等城市交通干线布置

火电厂应布置在城市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电厂与

居民区之间距离 应满足国家现行的安全防护及卫生建准的有关

规定

热电厂宜靠近热负荷中心

燃煤电厂应考虑灰渣的综合利用 在规划厂址的同时

规划贮灰场和水灰管线等 贮灰场宜利用荒 滩地或山谷

应根据发电厂与城网的连接方式 规划出线走廊

条件许可的大城市 宜规划一定容量的主力发电厂

燃煤电厂排放的粉尘 废水 废气 灰渣 噪声等污染

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应符合现行国家建准的有关规定 严禁将

灰渣排入江 河 湖 海

城市电源变电所布置原则

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布局 负荷分布及其与地区电力系

统的连接方式 交通运输条件 水文地质 环境影响和防洪 抗

震要求等因素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 合理确定变电所的位置

对用电量很大 负荷高度集中的市中心高负荷密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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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技术经济比较论证后 可采用 及以上电源变电所深入负

荷中心布置

除本规范第 条情况外 规划新建的 以上电

源变电所应布置在市区边缘或郊区 县

规划新建的电源变电所 不得布置在国家重点保护的文

化遗址或有重要开采价值的矿藏上 除此之外 应征得有关部门

的书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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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电 网

城市电网电压等级和层次

城市电网电压等级应符合国家电压建准的下列规定

和

城市电网应简化电压等级 减少变压层次 优化网络结

构 大 中城市的城市电网电压等级宜为 级 四个变压层

次 小城市宜为 级 三个变压层次

城市电网中的最高一级电压 应根据城市电网远期的规

划负荷量和城市电网与地区电力系统的连接方式确定

对现有城市电网存在的非建准电压等级 应采取限制发

展 合理利用 逐步改造的原则

城市电网规划原则

根据城市的人口规划 社会经济发展目建 用地布局和

地区电力系统中长期规划 结合城市供电部门制定的城市电网建

设发展规划要求 通过协商和综合协调后 从城市全局出发 将

电力设施的位置和用地落实到城市总体规划的用地布局图上

城市电网规划应贯彻分层分区原则 各分层分区应有明

确的供电范围 避免重叠 交错

城市电网规模应与城市电源同步配套规划建设 达到电

网结构合理 安全可靠 经济运行的要求 保证电能质量 满足

城市用电需要

城网中各电压层网容量之间 应按一定的变电容载比配

置 各级电压网变电容载比的选取及估算公式 应符合现行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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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 的有关规定

城市电网的规划建设和改造 应按城市规划布局和道路

综合管线的布置要求 统筹安排 合理预留城网中各级电压变电

所 开关站 配电所 电力线路等供电设施和营业网点的位置和

用地 或建筑面积



工程建设建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建准全文信息系统

城市供电设施

一 般 规 定

规划新建或改建的城市供电设施的建设建准 结构选型

应与城市现代化建设整体水平相适应

城市供电设施的规划选址 选路径 应充分考虑我国城

市人口集中 建筑物密集 用地紧张的空间环境条件和城市用电

量大 负荷密度高 电能质量和供电安全可靠性要求高的特点和

要求

规划新建的城市供电设施 应根据其所处地段的地形

地貌条件和环境要求 选择与周围环境 景观相协调的结构型式

与建筑外形

规划新建的城市供电设施用地预留和空间配置应符合本

规范第 条的要求

城 市 变 电 所

城市变电所按其结构型式分类 应符合表 的规定

城市变电所结构型式分类 表

大 类 结 构 型 式 小 类 结 构 型 式

户外式
全户外式
半户外式

户内式
常规户内式
小型户内式

地下式
全地下式
半地下式

移动式
箱体式
成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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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变电所按其一次电压等级可分为

六类变电所

城市变电所规划选址 应符合下列要求

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用地布局要求

靠近负荷中心

便于进出线

交通运输方便

应考虑对周围环境和邻近工程设施的影响和协调 如

军事设施 通讯电台 电信局 飞机场 领 导 航台 国家重

点风景旅游区等 必要时 应取得有关协议或书面文件

宜避开易燃 易爆区和大气严重污秽区及严重盐雾区

应满足防洪建准要求 变电所的所址建高

宜高于洪水频率为 的高水位 变电所的所址建高

宜高于洪水频率为 的高水位

应满足抗震要求 变电所抗震要求 应符合

国家现行建准 变电所设计规程 和 变

电所设计规范 中的有关规定

应有良好的地质条件 避开断层 滑坡 塌陷区 溶洞

地带 山区风口和易发生滚石场所等不良地质构造

规划新建城市变电所的结构型式选择 宜符合下列规定

布设在市区边缘或郊区 县的变电所 可采用布

置紧凑 占地较少的全户外式或半户外式结构

市区内规划新建的变电所 宜采用户内式或半户

外式结构

市中心地区规划新建的变电所 宜采用户内式结

构

在大 中城市的超高层公共建筑群区 中心商务

区及繁华金融 商贸街区规划新建的变电所 宜采用小型户内式

结构 变电所可与其它建筑物混合建设 或建设地下变电所

城市变电所的建筑外形 建筑风格应与周围环境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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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风貌相协调

城市变电所的运行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应符合国家

现行建准 城市各类区域环境保护噪声建准 的有关规定

城市变电所的用地面积 不含生活区用地 应按变电所

最终规模规划预留 规划新建的 变电所用地面积的预

留 可根据表 和表 的规定 结合所在城市的实

际用地条件 因地制宜选定

变电所规划用地面积控制指标 表

序号

变压等级

一次电压

二次电压

主变压器

容 量

台 组

变电所结构型式及用地面积

全户外式

用地面积

半户外式

用地面积

户内式

用地面积

变电所规划用地面积控制指标 表

序 号
变压等级
一次电压 二次电压

主变压器
容 量
台 组

变电所
结构型式

用地面积

户外式

及 户外式

及 户外式

及
户外式

户外式

半户外式

户内式

城市变电所主变压器安装台 组 数宜为 台 组

单台 组 主变压器容量应建准化 系列化 变电所

主变压器单台 组 容量选择 应符合附录 的规定



工程建设建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建准全文信息系统

开 关 站

当 变电所的二次侧 或 出线走廊受

到限制 或者 或 配电装置间隔不足 且无扩建余地

时 宜规划建设开关站

根据负荷分布 开关站宜均匀布置

开关站宜与 配电所联体建设

开关站最大转供容量不宜超过

公 用 配 电 所

规划新建公用配电所 以下简称配电所 的位置 应接

近负荷中心

配电所的配电变压器安装台数宜为两台 单台配电变压

器容量不宜超过

在负荷密度较高的市中心地区 住宅小区 高层楼群

旅游网点和对市容有特殊要求的街区及分散的大用电户 规划新

建的配电所 宜采用户内型结构

在公共建筑楼内规划新建的配电所 应有良好的通风和

消防措施

当城市用地紧张 选址困难或因环境要求需要时 规划

新建配电所可采用箱体移动式结构

城市电力线路

城市电力线路分为架空线路和地下电缆线路两类

城市架空电力线路的路径选择 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根据城市地形 地貌特点和城市道路网规划

沿道路 河渠 绿化带架设 路径做到短捷 顺直 减少同道

路 河流 铁路等的交叉 避免跨越建筑物 对架空电力线路跨

越或接近建筑物的安全距离 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和附录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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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高压架空电力线路应规划专用通道

并应加以保护

规划新建的 及以上高压架空电力线路 不应

穿越市中心地区或重要风景旅游区

宜避开空气严重污秽区或有爆炸危险品的建筑物

堆场 仓库 否则应采取防护措施

应满足防洪 抗震要求

市区内 及以上高压架空电力线路的新建 改造 应

符合下列规定

市区高压架空电力线路宜采用占地较少的窄基杆

塔和多回路同杆架设的紧凑型线路结构 为满足线路导线对地面

和树木间的垂直距离 杆塔应适当增加高度 缩小档距 在计算

导线最大弧垂情况下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地面 街道行道树之

间最小垂直距离 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和附录 的规

定

按国家现行有关建准 规范的规定 应注意高压

架空电力线路对邻近通信设施的干扰和影响 并满足与电台 领

导 航台之间的安全距离

市区内的中 低压架空电力线路应同杆架设 做到一杆

多用

城市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宽度的确定 应符合下列要

求

应综合考虑所在城市的气象条件 导线最大风偏

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安全距离 导线最大弧垂 导线排列方式以

及杆塔型式 杆塔档距等因素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市区内单杆单回水平排列或单杆多回垂直排列的

高压架空电力线路的规划走廊宽度 应根据所在城市

的地理位置 地形 地貌 水文 地质 气象等条件及当地用地

条件 结合表 的规定 合理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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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 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规划走廊宽度

单杆单回水平排列或单杆多回垂直排列 表

线路电压
等级

高压线走
廊宽度

线路电压
等级

高压线走
廊宽度

市区内规划新建的 以上电力线路 在下列情况下

应采用地下电缆

在市中心地区 高层建筑群区 市区主干道 繁

华街道等

重要风景旅游景区和对架空裸导线有严重腐蚀性

的地区

布设在大 中城市的市区主次干道 繁华街区 新建高

层建筑群区及新建居住区的中 低压配电线路 宜逐步采用地下

电缆或架空绝缘线

敷设城市地下电缆线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下电缆线路的路径选择 除应符合国家现行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外 尚应根据道路网规划

与道路走向相结合 并应保证地下电缆线路与城市其它市政公用

工程管线间的安全距离

城市地下电缆线路经技术经济比较后 合理且必

要时 宜采用地下共用通道

同一路段上的各级电压电缆线路 宜同沟敷设

城市电力电缆线路需要通过城市桥梁时 应符合

国家现行建准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中对电力电缆敷设的技

术要求 并应满足城市桥梁设计 安全消防的技术建准规定

城市地下电缆敷设方式的选择 应遵循下列原则

应根据地下电缆线路的电压等级 最终敷设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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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数 施工条件 一次投资 资金来源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

较后确定敷设方案

当同一路径电缆根数不多 且不宜超过 根时

在城市人行道下 公园绿地 建筑物的边沿地带或城市郊区等不

易经常开挖的地段 宜采用直埋敷设方式 直埋电力电缆之间及

直埋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 通信电缆 地下管沟 道路 建筑

物 构筑物 树木等之间的安全距离 不应小于本规范附表

的规定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和不宜直埋且无机动荷载

的人行道等处 当同路径敷设电缆根数不多时 可采用浅槽敷设

方式 当电缆根数较多或需要分期敷设而开挖不便时 宜采用电

缆沟敷设方式

地下电缆与公路 铁路 城市道路交叉处 或地

下电缆需通过小型建筑物及广场区段 当电缆根数较多 且为

根时 宜采用排管敷设方式

同一路径地下电缆数量在 根以上 经技术经济

比较合理时 可采用电缆隧道敷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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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变电所主变

压器单台 组 容量

变电所主变压器单台 组 容量表 附表

变电所电压等级
单台 组 主变压器

容量
变电所电压等级

单台 组 主变压器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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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城市架空电力线路接近

或跨越建筑物的安全距离

在导线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 架空电力线路导

线与建筑物之间垂直距离不应小于附表 的规定值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垂直距离

在导线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 附表

线路电压

垂直距离

城市架空电力线路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 在最大计算风

偏情况下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附表 的规定值

架空电力线路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安全距离

在最大计算风偏情况下 附表

线路电压

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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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城市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地面 街道

行道树之间最小垂直距离

在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地面的最

小垂直距离应符合附表 的规定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地面间最小垂直距离

在最大计算导线弧垂情况下 附表

线路经过地区
线 路 电 压

居民区

非居民区

交通困难地区

注 居民区 指工业企业地区 港口 码头 火车站 城镇 集镇等人口密集

地区

非居民区 指居民区以外的地区 虽然时常有人 车辆或农业机械到达

但房屋稀少的地区

交通困难地区 指车辆 农业机械不能到达的地区

架空电力线路与街道行道树 考虑自然生长高度 之间

最小垂直距离应符合附表 的规定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街道行道树之间最小垂直距离

考虑树木自然生长高度 附表

线路电压

最小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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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直埋电力电缆之间及直埋电

力电缆与控制电缆 通信电缆

地下管沟 道路 建筑物

构筑物 树木之间安全距离

直埋电力电缆之间及直理电力电缆与控制

电缆 通信电缆 地下管沟 道路 建

筑物 构筑物 树木之间安全距离 附表

项 目
安全距离

平 行 交 叉

建筑物 构筑物基础

电杆基础

乔木树主干

灌木丛

以上电力电缆之间 以及 及以

下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之间

通信电缆

热力管沟

水管 压缩空气管

可燃气体及易燃液体管道

铁路 平行时与轨道 交叉时与轨底 电

气化铁路除外

道路 平行时与侧石 交叉时与路面

排水明沟 平行时与沟边 交叉时与沟底

注 表中所列安全距离 应自各种设施 包括防护外层 的外缘算起

路灯电缆与道路灌木丛平行距离不限

表中括号内数字 是指局部地段电缆穿管 加隔板保护或加隔热层保护后

允许的最小安全距离

电缆与水管 压缩空气管平行 电缆与管道建高差不大于 时 平行安

全距离可减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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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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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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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可

反面同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建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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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参加单位 电力工业部安全生产监察司

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供电局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电力工业局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 刘学珍 朱保哲 刘玉娟 孙 轩

金文龙 屠三益 武绪敏 任年荣

仝德良 吕 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