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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上海市新建住宅区供电配套工程管理，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颁布了《新建住宅区供电配套工程技术导则（试

行）》（简称导则），详细规定了新建住宅区用电负荷、变压

器容量计算、供电方案编制、配电设计原则、设备选型、楼

内配电设施要求等内容。导则颁布执行一年多来，在加强电

力用户技术管理，提升本市住宅小区配网可靠性，提高用户

供用电安全水平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公司新建住宅

区供电配套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着一批新的地方规程、行业标准的出台，以及上海土

地资源紧张的矛盾日益突出，原导则部分规定已不能适应当

前的形势需要。为更好的满足电力用户日益增长的用电需

求，进一步提升导则适用性，提高用户服务质量，公司结合

国家电网公司新发布的《配电网工程典型设计》，遵循“物

料更精简、典设更精细、技术更先进、方案更适用”的原则，

组织开展本次导则修订完善工作。 

本导则由上海市电力公司运检部、营销部提出。 

本导则主要修订人员：叶洪波、张弛、傅晓飞、廖天明、

周谷亮、周新民、王立峰、蔡磊、葛卫东、黄颖、石方迪、

姚贤炯、许敏、徐俊、陈志杰 

本导则审核人：马苏龙、王路、陈海波、刘纪平 

本导则批准人：冯军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新建住宅区供电配套工程技术导则(2014 版) 

2 
 

一、 范围 

本导则规定了本市新建住宅区内用电负荷的配置标准、

新建住宅区变压器容量的确定、新建住宅区供电方式、设备

选型、光纤到户、配电自动化、计量装置及用电信息采集系

统、住宅楼内配电设施、新建住宅区配电站典型配置方案等

原则。 

本导则适用于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区域内新

建住宅区供电配套工程。 

本导则未涉及的内容，还应执行现行的国家标准、规范

以及电力行业标准及本公司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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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导则的引用而构成为本导则

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

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导则，然而鼓励根

据本导则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

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导则。 

GB 50053 1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60 3～110k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

价值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50062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

规范 

GB/T 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 50045 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29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T 27930-2011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

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DL/T 401 高压电缆选用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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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601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DL/T 825 电能计量装置安装接线规则 

DL/T 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 842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使用技术条件 

DL/T 5221 城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定 

DG/TJ 08－2024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用户高压电气装

置规范 

DGJ 08－100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低压用户电气装

置规范 

DGJ08-20-2013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

JGJ/T 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12104-2012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Q／GDW 156 城市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 

Q／GDW 370 城市配电网技术导则 

Q/GDW 478-2010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技术导则 

国家电网公司 配电网工程典型设计 

国家电网公司 配电网建设改造标准物料 

国家电网营销〔2010〕

1247 号 
国家电网公司业扩供电方案编制导则

国家电网科〔2011〕275

号 
电力光纤到户组网典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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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司科信〔2011〕

1379 号 

上海电网若干技术原则的规定（第四

版） 

上电司调〔2011〕45

号 

上海电网通信技术配置原则（10kV 及

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或电厂）（暂行）

上电司运检〔2012〕900

号 

上海市电力公司非居民电力用户业扩

工程技术导则（试行） 

上电销〔2010〕236 号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实施

原则 

上海公司专题会议纪

要〔2014〕专 29 号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线损精细化优化

建设工作方案 

国网上电运检〔2013〕

76 号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配变电量采集箱

技术规范 

2014 年发文  上海配电网技术导则（2014 版） 

2014 年发文  上海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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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术语和定义 

（一）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是指从电网电源点起至住

房建筑及公建设施的产权分界处止的电气设施。 

（二）住宅小区用电负荷：包括住宅小区住房建筑及公

建设施的用电负荷。 

（三）低层住宅：一至三层的住宅。 

（四）多层住宅：四至六层的住宅。 

（五）中高层住宅：七至九层的住宅。 

（六）高层住宅：十层及以上的住宅。 

（七）配置系数（Kp）：指配置变压器的容量（kVA）与

住宅区低压用电负荷（kW）之比值，根据变压器或低压配电

干线所供居民住宅总户数的多少，综合考虑同时率、功率因

素、设备负载率等因素确定。 

（八）低压供电半径：指配电变压器低压桩头至用户计

量表计之间的直线距离。 

（九）变电站：是电力网络中的 35kV 及以上线路连接

点，用以变换电压、交换功率和汇集、分配电能的设施。 

（十） 配电站：是设有 10kV 配电进出线、对功率进

行再分配的配电装置。按进出线保护配置和开关设备的不

同，可分为开关站、环网站。配电站可根据需要配置或不配

置配电变压器。 

（十一） 开关站（KT 站）：户内配电站的一种类型。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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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进出线带继电保护，采用断路器，并配置配电变压。 

（十二） 环网站（PT 站）：户内配电站的一种类型。PT

站进线不带保护，出线送变压器带熔断器保护，送环网不带

保护。采用环网柜，并配置配电变压器。 

（十三） 低压电缆分支箱（WL）：也称低压分接箱，指

用于电缆线路的接入和接出，作为电缆线路的多路分支，起

输入和分配电能作用的电力设备。 

（十四） 电能计量装置：是指由电能表、计量用电压、

电流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电能计量柜（箱）等构成的装置。 

（十五） 光纤到户：是指在低压通信接入网中将光纤

随低压电力线敷设，实现到表到户，配合无源光网络技术，

承载用电信息采集、智能用电双向交互、低压配电自动化等

业务。 

（十六）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是对电力用户的用电信

息进行采集、处理和实时监控的系统，实现用电信息的自动

采集、计量异常监测、电能质量监测、用电分析和管理、相

关信息发布、分布式能源监控、智能用电设备的信息交互等

功能。 

（十七） 配电自动化：以一次网架和设备为基础，以

配电自动化系统为核心，综合利用多种通信方式，实现对配

电系统的监测与控制，并通过与相关应用系统的信息集成，

实现配电系统的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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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配电自动化系统：实现配电网的运行监视和

控制的自动化系统，具备配电 SCADA、馈线自动化、电网分

析应用及与相关应用系统互连等功能，主要由配电主站、配

电终端、配电子站(可选)和通信通道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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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住宅小区用电负荷及用电容量的确定 

（一） 住宅小区用电负荷计算标准 

住宅小区用电负荷是指住宅用电负荷和配套公建设施

用电负荷。 

1.住宅用电负荷计算标准 

（1）每户建筑面积 120m
2
及以下，用电容量按 8kW/户配

置；每户建筑面积在 121m
2
-150m

2
，用电容量按 12kW/户配置；

每户建筑面积在150m
2
以上的住宅，每户用电容量可按80W/m

2

计算。 

（2）别墅用电容量按照用电指标不低于 100W/m
2
计算。 

2.配套公建设施用电负荷计算标准 

配套公建设施用电负荷应按实际设备容量计算。设备容

量不明确时，按负荷密度估算：商铺、办公楼 100W/m
2
；社

区活动中心、学校（幼儿园）60W/m
2
；车库、车棚、垃圾房

一般按 40W/m
2
，最低不得低于 20W/m

2
。 

3.电动汽车充电桩负荷计算原则 

电动汽车充电桩配置数量按住宅小区规划机动车位数

的 10%配置（含自用），每个充电桩负荷按 7kW 考虑，功率因

数取 1.0。 

（二） 住宅小区变压器配置容量计算方法 

变压器配置容量=住宅用电负荷×Kp+商办和会所用电

负荷×Kp+其他低压供电公建设施×Kp+电动汽车充电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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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负荷×Kp，不同类别建筑物配置系数 Kp 应按下表选用： 

 

序号 建筑物类别 配置系数（Kp） 

1 别墅 0.8 

2 内环内住宅、酒店式公寓 0.8 

3 内环外住宅 0.7 

4 市属保障房-动迁安置房 0.6 

5 市属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

赁房 

0.5 

6 商办和会所、电动汽车充电桩 1.0 

7 其他低压供电公建设施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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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住宅小区供电方式 

（一） 10kV 供电方式 

1.住宅小区内采用 KT 站与 PT 站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双

电源供电。 

2.住宅小区 10kV 供电方案可根据计算出来的变压器配

置容量，结合 KT 站、PT 站的典型方案，综合小区实际情况

制定： 

（1）变压器配置容量≤3200kVA，采用 1 至 3 座 PT 站

供电； 

（2）变压器配置容量>3200kVA，且≤19000kVA，采用 1

座 KT 站与多座 PT 站供电。 

当变压器配置容量≥12000kVA 时，为满足仓位需求，可

采用加强型（2进 14 出）KT 站。KT 站、PT 站所供容量应包

含 10kV 用户容量。 

3.小区内 PT 站以形成单环网供电为主。 

（二） 低压供电方式 

1.低压配电网一般采用放射式结构，供电半径原则上不

得超过 150m。 

2.小区内住宅、配套公建与商业均分别采用独立电源供

电，进线电源向上追溯自 KT 站、PT 站不同的低压开关。成

片的商业设置单独的配电间，集中装表。分散零星的商业，

采用电缆分支箱接入，计量箱安装在公共区域。住宅小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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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急照明、电梯、消防泵、生活泵等公建设施采用双电源

供电，其电源进线需取自 KT 站、PT 站不同低压母线侧。 

3.低层、多层住宅、负荷<100kW 的公建应由低压电缆分

支箱出线接入。 

4.中高层及以上住宅、负荷≥100kW 的公建由配电站内

配变低压出线开关直接接入。 

5.别墅区，以别墅为供电单元，采用放射式的方式供电。

向别墅供电的电缆分支箱设置在公共区域内，并与周边环境

相协调，不得设置在别墅围墙内。 

6.农民中心村的供电方式参照普通商品住宅；农村散户，

以低压架空线方式入户，计量箱安装在户外，一般靠北墙，

不宜靠西面墙。 

7.每台配电变压器所对应的低压回路应按就近原则预

留一路低压出线用于今后作为电动车充电设施电源。 

8.中高层及以上住宅应设置进户低压配电室，按常备用

电源回路数及垂直干线的回路数合理选择 PML 柜的组合方

案。 

9.居民住宅用电负荷在 12kW 及以下时采用单相供电方

式，12kW 以上时采用三相供电方式。 

10.泛光照明、有线电视、无线网络等设施利用楼内配

电间接出电源；无配电间的，从楼内电源进线侧接出电源，

单独装表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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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建住宅区配电网设计原则 

（一） KT 站、PT 站的设置原则 

1. 新建 KT 站、PT 型站应尽量减少占地，外环线以内

区域应优先选择小型化站型方案（单层或双层布置）;外环

线以外区域（含崇明、长兴）应优先选择通用站型方案，如

确有必要选择小型化站型，由项目所属供电公司论证申请，

并经电力公司同意后，可使用小型化方案。 

2. 新建 KT 站、PT 站不采用地下布置，应布置于 0 米

层以上。 

（二） KT 站、PT 站及低压电缆分支箱电气规模 

1. KT 站接线应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方式，并设置分段

开关。根据负荷的分布和容量特点，KT 站中压可选择以下几

种模式： 

（1）2回进线、6回出线（含本站自带配电变压器出线

仓位，下同）； 

（2）2回进线、10 回出线； 

（3）2回进线、14 回出线的加强型站，在 10kV 用户较

多，仓位紧缺或因站址紧张情况下可配置。低压侧采用单母

线分段接线，设联络开关，12 回或 18 回低压出线。 

2. PT 站主接线：PT 站中压一般宜采用单母线分段带联

络开关，开环运行。根据负荷的分布和容量特点，PT 站中压

侧接线可选择以下几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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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回进线、4回出线（含本站自带配电变压器出线

仓位，不包括分段联络，下同）； 

（2）2回进线、6回出线。低压侧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

设联络开关，12 回低压出线。别墅或小区边缘的零星用电负

荷（容量≦500kVA），需采用其他特殊供电方案的，必须通

过论证并经电力公司同意。 

3. PT 站每段母线必须保留一回出线不带熔丝保护，供

送环网。 

4. 低压电缆分支箱选用一进四出，一进六出接线模式。 

（三） KT 站、PT 站进出线设计原则 

1.KT 站进线设计原则 

KT 站 2 回进线应来自于不同 110（35）kV 变电站出线、

同一 110（35）kV 变电站不同主变出线或不同开关站出线、

同一开关站不同母线出线（中心开关站送终端开关站方式）。

若 KT 站电源来自于不同的 110（35）kV 变电站，应避免来

自于同一 110（35）kV 环进环出电缆串。KT 站进线最终应以

专线专仓供电。 

2.KT 站出线设计原则 

（1）下列线路应由 KT 站出线供电： 

a.每环供应的最终配变容量（包括用户）<10000kVA

且>2000kVA 的电缆环网。 

b.平均单路申请装接变压器容量<6000kVA 且>800kV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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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 用户。 

c.其他开关站（中心开关站送终端开关站方式）。 

（2）KT 站出线组成的单环网线路结点数（2 回线路）

不超过 6个，双环网线路结点数（4回线路）不超过 12 个。

对于单环网内的 PT 站，视作 2 个结点。环网最多可带 3 座

二进四出 PT 站，最大可供容量为 4800kVA。 

3.PT 站出线设计要求 

下列线路应由 PT 站环出供电：每环配变容量≤2000kVA

的电缆环网或每路申请装接变压器容量≤800kVA 的 10kV 用

户。 

（四） 配电站配电变压器容量配置原则 

1.KT站配置2台配电变压器，单台容量为800kVA、

1250kVA。 

2.PT站配置2台配电变压器，单台容量为800kVA。 

（五） 配电站位置设置原则 

1.接近负荷中心； 

2.进线、出线方便； 

3.设备运输方便； 

4.独立设置的配电室不应设在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5.与建筑结合时，配电室应设置在靠外墙部位，不应设

在浴室、厕所等正下方；同时也不应设在人员密集场所的正

上方、正下方、贴邻和疏散出口的两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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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压电缆截面配置原则 

1.KT站电缆截面选择： 

进线电缆：3×400mm
2
； 

出线电缆：3×240mm
2
、3×120mm

2
。 

KT站出线供形成环网的PT站时，出线电缆选择3×

240mm
2
。 

2.PT站电缆截面选择： 

进线电缆：3×240mm
2
、3×120mm

2
； 

PT站构成环网时，进线电缆选择3×240mm
2
；终端PT站进

线电缆选择3×120mm
2
。 

出线电缆：3×120mm
2
、3×70mm

2
。 

PT站出线供环网时，出线电缆选择3×120mm
2
，供高压用

户时，根据所供容量，可选用3×70mm
2
。 

（七） 低压电缆截面配置原则 

1.配电站低压出线电缆截面选择： 

4×240mm
2
、4×185mm

2
、4×120mm

2
。 

2.低压电缆分支箱出线电缆截面选择： 

进线电缆：4×240mm
2
； 

出线电缆：4×70mm
2
、4×35mm

2
。 

3.单根低压电缆截面的配置要求： 

为了满足居民住宅负荷十年自然增长而不更换进线电

缆的要求，单根电缆截面按附录 C表格要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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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电缆敷设原则 

1.小区外电缆敷设原则 

在市政道路电缆敷设原则应考虑排管方式，若平行根数

在 6根以下时可直埋穿管敷设。穿越公路、市政道路等设过

路管。电缆敷设平行根数在 6根及以上时，应配置电缆排管，

电缆排管首先考虑双层的，路面较狭窄时依次考虑 3 层、4

层。 

2.小区内电缆敷设原则 

（1）小区内电缆敷设采用排管方式。 

（2）在与用户协商的基础上，在集中敷设地区可视现

场实际情况多敷设 1至 2孔排管，作为事故备用孔。 

（3）在小区规划车位区域视现场实际情况多敷设 1 孔

至 2孔排管，作为电动汽车充电桩的预留孔位。 

（4）为避免小区道路的重复开挖，小区内配电站（KT

站）10kV 应同步建设至市政道路的简易排管，简易排管的孔

数应满足开关站最终规模进出线的需要。同方向最多孔增加

1-2 孔作为抢修备用。 

3.所有电缆排管建设时应同时考虑通信光缆的通道要

求。 

4.进入住宅楼，采用穿保护管方式，直接进入集中计量

箱或低压配电室。 

（九）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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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地系统要求 

(1) 10kV 系统应采用小电阻接地方式，其他接地方式应

逐步更改为小电阻接地方式。 

(2) 整个配网的流变与保护均按小电阻接地系统进行

配置。 

(3) 所有一次设备绝缘水平均按不接地系统技术要求

配置。 

2.配电站及设备接地要求 

(1) 10kV 电力设备接地的接地电阻全年应 R≤1Ω。 

(2) 由于 K型站均采用微机保护，接地网接地电阻全年

应 R≤0.５Ω； P 型站全年应 R≤1Ω。若主接地网接地电阻

全年任何季节不能满足以上接地要求，应增设接地极。 

(3)配电装置室应满足如下接地要求： 

a.过门之处接地扁钢埋于地坪内敷设； 

b.变电站所有门后引出接地点与接地线连接； 

c.临时接地夹子应按运行需要安装。 

(4)电缆层接地应满足如下接地要求： 

a.户外接地极采用Φ14.2 L=2.5m 镀铜钢棒，人工垂直

接地体间的距离宜为 5m，当受地方限制时可适当减小。人工

接地体在土壤中的深度不应小于 0.5m。人工接地体距建筑物

出入口或人行道不应小于 3m，当小于 3m 时，应采取下列措

施之一： 

①水平接地体局部埋深不应小于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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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水平接地体局部应包绝缘物，可采用 50-80mm 厚的沥

青层； 

③采用沥青碎石地面或在接地体上敷设 50-80mm 厚沥青

层，其宽度应超过接地体 2m。 

b.10 千伏配电站接地网有条件尽量考虑用独立的接地

网，如无法满足，可引自用户共用地下接地网，位置由用户

提供，尺寸规格等参照《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配电网工程通

用设计图集》。 

c.户外接地线必须在地下进入户内，不得暴露在户外。 

d.穿接地线的楼板洞孔应用混凝土封没。 

e.地面各层接地线过门处应敷设于户内混凝土内。 

f.所有电气设备和金属构件均应与接地线可靠连接，电

气设备及金属构件接地均从接地母线支接，所有网门等铁构

件，配电装置室、控制室内所有柜、屏、端子箱等，槽钢基

础必须与接地母线可靠连接，所有门与接地母线用 35mm
2
带

护套多股软铜线连接。 

g.所有照明配电箱、检修电源箱、潜水泵配电箱、风机

配电箱及空调配电箱应用 40×4mm热镀锌扁钢与接地母线相

连。 

h.由户外引入户内或敷设于户内地坪混凝土层内接地

母线必须留出 10-20cm 接头，以便接地母线和基础槽钢或设

备连接。户内接地母线与墙保持 10-15mm 间隙，安装位置在

踢脚线上 50mm 处，用固定钩与墙面固定，间距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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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临时接地夹子应按运行需要安装。 

j.屋顶避雷线引下线直接与接地网相连，与建筑共建的

配电站应与用户共用地下接地网相连。 

k.电缆层内过门处或过通道口处接地扁钢埋于地坪内

敷设，其余安装在地坪上 250-300mm 处。 

l.电缆层新做电缆支架及人孔钢爬梯必须与新做接地

网可靠连接。 

(5) 10kV电缆的电缆终端金属护层应直接与配电站接地

网连接接地。 

(6) 与建筑共建的电站也应满足以上要求。 

(7) 接地系统为 TN-C-S 系统。 

TN-C-S 系统 

当低压系统采用 TN-C-S 接地型式时，配电线路主干线

和各分支线的末端中性线应重复接地，架空线路每回干线

的接地点，不应小于 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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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TN-C-S 接地方式的低压配电系统，应装设漏电末

级保护，不宜装设漏电总保护和漏电中级保护。 

(8) 根据2000版的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每幢建筑物本身应采用公用接地系统”，配电站与建筑物

结合时，接地可统一接到建筑物的基础上或室外的接地装置

上。 

(9)二次设备的接地应执行上海市电力公司《关于厂站

内二次回路接地技术实施意见》。 

3.环境要求 

(1)10kV 配电站（包括 K型站、P型站、W型站）的噪音

标准，应根据《工业企业厂界噪音标准》和《城市区域环境

噪声标准》，低于如下水平： 

 Ⅰ类地区 Ⅱ类地区 Ⅲ类地区 Ⅳ类地区 

白昼 55 dB(A) 60 dB(A) 65 dB(A) 70 dB(A) 

夜间 45 dB(A) 50 dB(A) 55 dB(A) 55 dB(A) 

Ⅰ类地区： 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地区 

Ⅱ类地区： 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以及商业中心区 

Ⅲ类地区： 工业区 

Ⅳ类地区： 交通干线、干线道路两侧地区 

(2)配电站、杆变、架空（电缆）线路的电磁场环境应

符合行业标准《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规范》和国家标准《电场、磁场、电磁场防护规定》

的要求，工频电磁场（50Hz）场强限值<4kV/m，磁场感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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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0.1mT。 

(3)应加强电能质量监控，对于污染超过国家规定的，

在KT、PT的低压母线上逐步采用消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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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配电设备配置及选型要求 

（一） 配电变压器 

1.10kV 配电变压器（含杆变）应采用低损耗、噪音符合

要求的非晶合金或 S13 及以上设备，接线组别应采用 Dyn11。 

2.KT 站采用干式 800kVA、1250kVA 变压器，PT 站采用

干式 800kVA 变压器。 

（二） 10kV 开关柜、环网柜 

1.10 千伏开关柜
1
的标准尺寸统一为以下 5 种（宽*深*

高）： 

（1）通用型空气绝缘开关柜：800mm*1500mm*2200mm 

（2）小型化空气绝缘开关柜： 550mm*1340mm*2200mm 

（3）小型化气体绝缘开关柜
2
： 500mm*1050mm*2250mm 

600mm*1000mm*2325mm 

600mm*1100mm*2250mm 

2.KT 站 10 千伏设备应满足《上海配电网技术导则（2014

版）》中通用型 10 千伏户内空气绝缘开关柜（中置式配真空

断路器）技术规范（2013 年修订）、小型化 10 千伏户内空气

绝缘开关柜（中置式配真空断路器）技术规范（2014 年修订）、

小型化 10 千伏户内气体绝缘开关柜技术规范（2014 年修订）

和配电站用 10 千伏真空断路器技术规范（2011 年修订）。 

3.通用型 10 千伏空气绝缘开关柜应达到 IAC 级，寿命
                                                        
1 进出线柜，额定电流 1250A、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31.5kA 及以下。 
2 此为标准柜型尺寸，若考虑柜后垂直泄压通道（需加深）及安装国产型继保装置（需加高），尺寸依次

为：500mm*1050mm*2250mm、600mm*1200mm*2350mm、600mm*1225mm*24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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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40 年，丧失运行连续性类别为 LSC2，内部燃弧试验

时间不小于 0.5S，防护等级不低于 IP4X，选用可靠性高、

性能优良、运行经验丰富且技术国内领先的产品。配置的 10

千伏真空断路器应采用机械操作寿命不小于 10000 次、技术

成熟、可靠性高的国内领先的优质产品。 

4.小型化 10 千伏空气绝缘开关柜应达到 IAC 级，寿命

不低于 40 年，丧失运行连续性类别为 LSC2，内部燃弧试验

时间不小于 0.5S，防护等级不低于 IP4X，通过凝露试验，

选用可靠性高、性能优良、运行经验丰富且技术国际领先的

产品。配置的 10 千伏真空断路器应采用机械操作寿命不小

于 30000 次、技术成熟、可靠性高的国际领先的优质产品。 

5.小型化 10 千伏气体绝缘开关柜寿命不少于 40 年，防

护等级不低于 IP5X，具有独立的泄压通道，通过 AFLP 等级

的内部燃弧试验，SF6 气体的年泄漏率低于 1‰，机械操作

寿命不小于 10000 次，并且母线压变应具有隔离开关进行隔

离。选用质量可靠、运行经验丰富且技术国内领先的产品。 

6.开关柜应具有完善的“五防”联锁功能，有效防止误

操作。 

7.KT 站周边运行环境恶劣的（周边 2公里内存在化工厂

或其他重污染源或处于重污区等)，应选用气体绝缘开关柜。 

8.KT 站进线柜内应配置相应纵差保护所需流变次级。 

9.10 千伏开关柜逐步推广应用开关运行状况在线监测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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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千伏环网柜应选用可靠性高、性能优良、运行经

验丰富且技术国内领先的气体绝缘环网柜、空气绝缘环网

柜、固体绝缘环网柜，空气绝缘环网柜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

IP4X，气体绝缘环网柜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65。还应满足以

下要求： 

（1）环网柜应具有 IAC 级别，内部燃弧试验时间不小

于 0.5S；  

（2）环网柜母线及馈线单元均绝缘封闭且配备带电显

示器及故障指示仪； 

（3）环网柜要求寿命达到 40 年，负荷开关－熔断器组

合电器的转移电流不小于 1500A，机械操作寿命不小于 5000

次； 

（4）SF6 气体的年泄漏率低于 1‰； 

（5）应采用三工位开关，有效防止误操作，同时应具

有可视性接地功能； 

（6）应有电动操作功能及配电自动化通信接口； 

（7）应具备可扩展性，便于扩展； 

（8）PT 站周边运行环境恶劣的（周边 2 公里内存在化

工厂或其他重污染源或处于重污区等)，应选用气体绝缘环

网柜。 

11.实施配电自动化功能的站点可在进、出线仓位配置

电流互感器；采用不依赖于配电自动化主站与子站实现智能

分布式馈线自动化功能的站点，可根据需要配置相应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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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 

（三） 低压开关（柜） 

1. 低压开关设备应满足《上海配电网技术导则（2014

版）》中通用型 400V 低压开关柜技术规范（2013 年修订）、

小型化 400 伏低压开关柜技术规范（2013 修订）。 

2.对出线回路的要求 

通用型低压开关柜：馈线开关额定电流≥630A 时，单

柜回路数不应大于 2路，柜前开关水平左右布置，相互隔离，

柜后电缆同样水平左右布置，相互绝缘隔离； 

小型化低压开关柜：馈线开关额定电流≥630A 时，单

柜回路数不应大于 3路，柜前开关垂直上中下布置，相互隔

离，柜后电缆左中右布置，相互绝缘隔离； 

3.开关柜应选用 GGD 型，所配低压开关应采用框架式结

构，防护等级不得低于 IP4X。配变进线、分段等大电流回路

应选用合资厂家产品，通用型低压开关柜出线开关优先选用

国产厂家产品。 

（四） 低压电缆分支箱 

1. 低压电缆分支箱应满足《上海配电网技术导则（2014

版）》中低压电缆分支箱技术规范（试行）。 

2. 低压电缆分接箱可采用以下两种结构型式：进线采

用带灭弧罩的隔离开关，出线采用塑壳断路器；进出线采用

条形熔断器； 

3. 低压电缆分支箱采用全绝缘、全封闭、全屏蔽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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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式结构。 

4. 低压电缆分支箱应采取防凝露、防内部故障电弧外

泄等措施。 

5. 低压电缆分支箱进出线选择 

（1）进线开关额定电流为 400A； 

（2）1进 4出，馈线开关额定电流为 250A； 

（3）1进 6出，馈线开关额定电流为 160A。 

6. 低压电缆分支箱应为元件模块组装、框架组装结构，

每路进线开关和每路出线熔断器隔离开关同时具有带负荷

操作，隔离,熔断保护和开关功能，在母线上固定。 

7. 箱壳采用金属材料。箱体应有安全可靠的防护性能，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44；每侧箱门外应至少设置一处明显国家

标准的警告标志“电力符号”及文字“止步，有电危险”，

明显易见。 

8. 低压电缆分支箱内开关、熔断器等设备应优先选用

可靠性高、性能优良的合资产品。 

（五） 电缆设备 

1.电缆及其附件的选用应满足《上海配电网技术导则

（2014 版）》中 1kV 电力电缆技术规范、10kV 电缆终端技术

规范、10kV 电力电缆技术规范。 

2.10kV 中压电缆应采用 XLPE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铜芯

电缆。K 型站、P 型站电缆，采用阻燃电缆。对地下水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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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情况，应采用防水型电缆或在站外采用电缆阻水接头。

电缆线路土建设施如不能有效保护电缆时，应选用铠装电

缆。原则上电缆直埋段采用铠装电缆，排管（非开挖）段采

用非铠装电缆。 

3.380V低压电缆应选用XLPE交联聚乙烯绝缘铜芯电缆。 

4.电缆附件 

（1）户内外电缆终端、中间接头或固定分支头，宜采

用硅橡胶冷缩型和预制型等电缆附件，并且应采取防水措

施，避免电缆头长期在水中浸泡。 

（2）外露于空气中的电缆终端装置按以下条件选用： 

a.室内环境应选用户内型终端，受阳光直接照射和雨淋

的室外环境应选用户外型终端。 

b.电缆与其他电气设备通过一段连接线相连时，应选用

敞开式终端。 

（3）不外露于空气中的电缆终端装置按以下条件选用： 

作为电气设备高压出线接口时应选用设备终端，如与变

压器支接相连的设备终端和用于中压电缆的可分离式连接

器。 

（4）电缆终端的绝缘特性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a.终端的额定电压及其绝缘水平，不得低于所连接电缆

额定电压及其要求的绝缘水平。 

b.终端的外绝缘，应符合安置处海拔高程、污秽环境条

件所需泄漏比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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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架空线路 

1.架空线路及相应设施的选用应满足《上海配电网技术

导则（2014 版）》架空线路技术规范。 

2. 10kV 架空线路主干线采用 ZS-JKLYJ-10/240（改造线

路可采用 ZS-JKLYJ-10/185），支线采用 ZS-JKLYJ-10/150 ，

对特定区域经公司审批可采用，ZS-JKLYJ-10/70。在特殊情

况下，上述架空电缆可用集束型架空阻水电缆替代。杆变引

下线采用阻水型软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

ZS-JKTRYJ-10/25 或集束型软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

JKTRYJW-10/3×35。 

3.0.4kV 架空线路均采用铝芯或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架

空电缆。城区主干线采用 JKYJ-1/120，支线采用 JKYJ-1/70，

特殊区域经电力公司审批后可采用 JKYJ-1/35；郊区主干线

采用 JKLYJ-1/185，支线采用 JKLYJ-1/120，特殊区域经电

力公司审批后可采用 JKLYJ-1/70；中性线截面与相线截面相

同。低压出线导线采用 JKRYJ-240 和 JKRYJ-120（仅用于零

线）。 

（七） 保护及自动化装置 

1.继电保护配置应依据《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

规程》（GB14285-2006）及《上海电网若干技术原则的规定

（第四版）》的要求配置。K型站采用微机保护，P型站采用

熔丝保护，架空线上接入采用熔丝保护。  

2.配电站配置的微机保护装置应满足《电力系统微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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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保护技术导则》（DL/T769），并在国家或电力行业检验检

测机构通过型式实验及相关动静模试验，寿命不少于 20 年。

同时保护配置应满足《上海电网中低压系统继电保护标准化

设计规范》的要求。 

3.整定具体要求参照《3-110kV 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

整定规程》（DL/T584-2007）。 

（八） 站用电及直流系统设计要求 

1.站用电系统设计要求 

(1) KT、PT 型站由来自站内不同低压母线的二路电源供

给。二路站用电源应有自动切换功能，自动切换功能采用双

电源切换开关（ATS）实现。为适应配网自动化的要求，站

用电源系统宜具有通信接口。 

(2) K 型站通信和集中器设备由站用电屏供电，站用系

统应有两路电源供电并配置电有自切装置，二次电缆沟与接

地体需排至通信隔室内，以便于电缆接入与设备接地。P 型

站通信设备采用 UPS 进行供电，通信设备与配电自动化装置

共用一套 UPS 装置，并通过专用配电箱放线引至独立通信隔

室内，UPS 的容量应考虑通信和集中器的数量并留有适当的

备用容量。 

(3) 配网通信 ONU 终端设备采用 220V 交流供电方式。 

2.直流系统设计要求 

(1)使用直流 110V 高频开关充电电源，充电模块应 N+2。

蓄电池容量选用不大于 100Ah 为宜，并且采用双屏形式。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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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站的自动化站控主单元、保护测控单元、公共单元电源原

则上采用站内直流系统供电。 

(2)配电站配网通信 OLT 设备采用站内-48V 直流通信电

源供电方式。 

（九） 低压无功补偿装置 

1.为提高无功补偿精度与效率，改善低压配电的电压质

量，兼顾经济性，配电站变压器的低压侧应根据负荷性质采

用静止无功发生器与电容组相结合的混合式低压智能动态

无功补偿装置，实现负荷三相分相分组控制。 

2.功率因数规定值：10kV 配电站的低压侧功率因数为

0.85～0.98，站内电容器组的容量为配电变压器容量的

20％～30％。 

（十）站内电能采集装置 

1.10kV 出线均应装设数字电能计量装置。新装的数字电

能计量装置应满足实施线损分线管理和 10kV 母线电量平衡

计算及电能质量监测的要求。电能量数据采集宜采用串口通

信方式。 

2.电能表的要求：参照“上海电网 0.5s 级电子式多功

能电能表技术规范”（Q/SDJ1168-2008）。 

（十一）防止误操作装置要求 

1.10kV 开关柜需设置防止误操作的技术措施（简称五

防）。 

2.10kV 断路器的控制开关采用带闭锁装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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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型站10kV进出线都装有带强制闭锁的高压带电显示

装置。 

4.闭锁电源设备装于交流屏上，分别供 10kV 配电装置。 

5.环网柜应具备完善的五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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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配电自动化建设要求 

（一） 配电自动化建设要求 

1.配电自动化建设要求按国家电网公司《配电自动化技

术导则》及上海市电力公司《上海电网 10kV 配电自动化技

术原则》执行。 

2.配网自动化一次网架的建设原则 

根据地区配电网特点、负荷性质和供电可靠性要求，选

择具体的配电自动化实现方式。 

3．K 型站采用自动化监控装置（配电终端）,保护与测

控合一，P型站采用故障诊断自动化装置（配电终端）。自切

（备自投）、低压电容器的投切等功能原则上由成熟的装置

独立完成。 

4.新建住宅区内由 KT 或 PT 站所构成的环网，应同步建

设采用光纤通信方式、不依赖于配电主站和子站的智能型分

布式馈线自愈(FA)功能的配电自动化。 

5.自动化信息量的配置规范要求 

配电站的信息配置参照《上海电网 10kV 配电自动化技

术原则》中相关内容执行。 

（二） 线损精细化配置要求 

1. 线损精细化工作要求按《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线损

精细化优化建设工作方案》执行。 

2. 新建住宅配套工程 10 千伏 KT 站、PT 型站所有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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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应安装具有月末抄见电量冻结值功能的台区总表。 

3.台区总表表箱应满足《配变电量采集箱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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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通信及光纤到户建设要求 

（一） 根据公司统一规划要求，新建住宅小区中同

步建设电力光纤到户。 

（二） 实施电力光纤到户的工程应与一次网架同步

建设,其建设范围为新建小区的上级 35/110kV 电源站与下

级的各配电站（K、P、含电缆分支箱）、居民楼配电室（箱/

装置）间的光纤通信通道建设（包括光缆线路和通信站端设

备）。 

（三） 上级电源变电站至本新建住宅小区的K型站、

P型站结合外线电缆同步建设光纤通道。 

（四） 新建变配电设施涉及光纤到户项目时应按

《上海市电力公司光纤到户技术与运维标准汇编（暂行）》

中的《上海市电力公司光纤到户光纤通信技术原则（暂行）》

同步配置光纤通信方式。 

（五） 实施电力光纤到户时，相关通信组网方式建

设，应符合《上海配电网技术导则（2014 版）》和国家电网

公司《电力光纤到户组网典型设计》（国家电网科〔2011〕

275 号）的相关规定。光纤到户光纤通信网络覆盖 35/110kV

变电站及以下各类 10kV 配电站、居民用户小区，负责传送

安全 1区的配网自动化业务、安全 4区的电能量采集业务、

负荷测录业务、智能电表等业务。 

（六） 光纤到户光纤通信网络设备配置以简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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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为方针，整体上采用光纤到楼（FTTB）方案。EPON 的 OLT

设备一般部署在 35/110kV 变电站，以就近接入四级通信传

输网。偏远地区 OLT 设备若部署在 35/110kV kV 变电站整体

系统指标不能达到要求时，OLT 设备可部署在 10kV 开关站，

通信设备电源应与配电终端电源一体化配置。10kV 开关站

OLT 以光接口和上级 35/110kV 变电站直接连接，将各安全分

区网络延伸至 35/110kV 变电站以接入四级通信传输网。 

（七） 为有利于光缆建设和服务电网，光纤到户光

缆拓扑结构基本采用电网相同拓扑结构。 

（八） 光纤到户光纤通信网系统有关配网自动化可

靠性方面考虑光缆线路 N－1故障和设备板卡 N－1故障。 

（九） 住宅小区电力光纤建设，应能有效支撑配电

自动化、用电信息采集等系统的功能需求，提升光纤资源利

用率。暂不实施上述功能时，应预留必要的通信接口。 

（十） 小区内光纤通道建设采用普通光缆，与电缆同

管敷设。 

（十一）10kV 开关站至上级电源站随每路电源线路分别

敷设 1根 24 芯普通光缆。 

（十二）每座 10kV 配电站至上级电源站敷设 1根 24 芯

普通光缆。 

（十三）每台 10kV 箱变至上级电源站敷设 1根 24 芯普

通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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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各居民楼配电箱至上级电源点敷设 1 根 24 芯

普通光缆。 

（十五）10kV 环网配电结构中，配电设备节点数最大数

量不大于 6，各配电设备节点间光缆采用分支接入方式。 

（十六）光缆敷设起止处应配置光配架、光分支接头箱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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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要求 

（一）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与小区供电配套同步建设实

施。 

（二） 实施光纤入户的小区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数据上

传采用光纤通讯方式，其他小区采用 GPRS 等无线公网信道。 

（三） 采用光纤通讯的集中器通过以太网线连接至ONU

设备的 FE 口上接入 EPON 设备，由光纤专网与主站通信。 

（四） 光纤到户采集方式 

1、高层建筑 

（1）集中器安装在楼宇低压配电间内，工作电源取自

低压配电柜内母排电源。 

（2）单元内电能表总数不超过 64 户，集中器与电能表

之间使用 RS485 信号线连接，每台集中器具有 2路 RS485 端

口，最多接入电能表数量为 64 块。 

（3）单元内电能表总数超过 64 户，采用集中器和 I型

采集器通过 RS485 通信方式实现。I型采集器安装要求如下： 

a.I 型采集器根据高层单元电能表总数均匀分布安装

楼层位置，每台采集器接电能表数量不大于 25 只，采集器

与采集器之间需敷设 RS485专用总线通过并联方式连接至集

中器。 

b.若高层住宅各单元配电间在地下室可连通，相邻的

高层单元可共用一台集中器，集中器到最远端的采集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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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总线距离应不大于 500 米,集中器每个 RS485 端口所接

采集器数量不大于 32 台。 

（4）对于安装在楼宇外的零星散户（社区中心、商铺、

幼托等），尽可能排放 RS485 信号线接入附近的采集终端设

备，在没有光纤或 RS485 通道时，加装 II 型采集器，通过

电力线载波方式接入同台区的集中器，该集中器本地通讯采

用载波和 RS485 通信合用模式，集中器供电电源必须取自与

II 型采集器同一区的三相电源。 

2.多层建筑 

集中器安装在计量箱内或旁边。集中器与电能表之间采

用 RS485 信号线连接，最多接入电能表数量为 64 块。 

（五） 非光纤到户采集方式 

1.非光纤到户采集方式集中器与采集器的通信方式有

低压电力线载波方式和 RS485 总线方式。 

2.低压电力线载波方式以 380V 低压电力线作为通信载

体的通信方式,适用于： 

(1)多层、中高层房型的小区； 

(2)高层房型中配电站安装在地面上且非居民电能表安

装在高层楼宇之外区域的小区； 

(3)别墅及散户住宅。 

3.RS485 总线方式以 RS485 串行总线作为通信载体的通

信方式，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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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层房型中配电站安装在地下室的小区； 

(2)高层房型中配电站安装在地面之上且非居民电能表

均集中安装在高层楼宇配电间内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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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充电桩建设要求 

（一）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采用交流充电桩。 

（二） 一组充电桩电源应就近接入邻近的低压电缆分

支箱低压出线。 

（三） 采用户外计量箱，单独装表。 

（四）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备选型和配置 

1.充电桩安装按照按需建设与建设规划相结合原则，容

量预留，设施按需安装。 

2.小区配电站、低压电缆分支箱应预留低压出线仓位，

至规划机动车位区域应预留低压电缆和通信排管孔位。 

3.小区充电桩应分区域集中布置。 

4.小区充电桩应优先选择布置在非露天停车位，通风、

散热条件好，距离电源电距离近，无线通信信好质量好的停

车位。 

5.充电桩技术条件应满足国标《GT/T 20234.1-201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充电连接装置第 1 部分 通用要求》和

《GT/T 20234.3-2011：电动汽车传导充电充电连接装置第 3

部分 交流充电接口要求》。 

6.交流充电桩布置在室外环境，应考虑可能遇到的恶劣

环境影响，除充电桩应满足国标要求外，还应设置必要的防

护设施。户外落地式充电桩应建设充电桩基础。 

7.靠近墙体的停车位充电桩选择挂壁式充电桩，沿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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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不靠近墙体的停车位充电桩应选择落地式充电桩。根

据车位布局，优先选择一桩二充、一桩四充充电桩，安装位

置兼顾各车使用，并降低车辆移动误碰充电桩的可能。 

（五） 通信技术要求 

1.在具备电力光纤到户的小区或有电力通信资源的小

区，交流充电桩优先选择电力光纤或电力通信资源与电动汽

车运营监控中心通信。 

2.在不具备电力光纤到户的小区或没有电力通信资源

的小区，充电桩应配置无线通信模块，通过公网 GPRS 与电

动汽车运营监控中心通信。 

3.集中安装的充电桩可共用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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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楼内配电设施要求 

（一） 多层住宅 

1. 进户方式 

（1）多层住宅采用低压电缆进户方式。 

（2）电缆埋地进户时，穿钢导管保护，在建筑室外地

坪下埋深不小于 0.7m，电缆保护管在室外端应伸出建筑基础

（包括附加建筑物或散水坡）100～300mm。电缆保护钢导管

的直径为 150mm，管壁厚度不应小于 4.5mm，敷设时应内高

外低，水平倾斜应小于 30
。
。 

（3）进户电缆的保护钢导管伸入室内电缆手井 50mm，

电缆手井净尺寸为 1m×1m×1m，井面采用花纹钢板或钢筋混

凝土盖板，每块盖板的重量不大于 50kg，盖板应配置活络吊

攀。 

（4）电缆手井至集中计量箱的电缆采用钢导管或厚壁

绝缘导管垂直敷设。保护导管的管径应根据进、出线的根数

和截面决定，绝缘导管内导线（包括绝缘层）的总截面不应

大于管孔有效截面的 40%。管径大小的选择应符合《低压配

电设计规范》附录 C的规定。     

（5）保护导管管口应光滑无毛刺，钢导管管口两端还

应有护圈。保护导管应伸入电能计量箱箱体内不小于 10mm。 

（6）进户电缆的保护钢导管出、入管口，在电缆施工

后应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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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量装置 

（1）居民用电装表到户。 

（2）计费电能表采用集中装表，计量箱设置在楼宇的

底层室内公共墙面上，安装方式有明装和嵌入式（暗装）两

种。集中装表的计量箱底部距地不小于 1.1m，计量箱前操作

距离不小于 0.8m。 

（3）集中计量箱不应装在易燃、易爆、受震、潮湿、

高温、多尘、有腐蚀性气体、有磁力影响的场所。表位周围

环境应干净、明亮，便于抄表和装拆维修。 

3.电能计量箱 

（1）集中计量箱的材质采用非金属复合材料。 

（2）集中计量箱型号具体外观尺寸详见下表： 

尺寸(mm) 一表位 竖三表位 竖六表位 竖九表位 

高 430 1065 

宽 250 220 375 555 

深 150 150 

（3）电能计量箱电能表应有室号标记牌，并与实际室

号保持一致。电能计量箱中电能表对应的室号，面对电能表

按从左至右、从下至上的顺序排列；表前保护装置、表后保

护装置以及出线接线端子排对应的室号按从左至右的顺序

排列。 

（4）电能计量箱内导线的相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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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计量箱正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分别

为 A、B、C、零相排列。 

（5）电能计量箱安装及技术标准参照《电能计量箱安

装规范》及《电能计量箱技术规范》执行。 

（6）多层住宅的电梯应有专用回路，其电源接至楼内

电源进线侧。当采用双电源供电时，另一路电源应向上追溯

至配电站内不同 380V 母线，末端配置自动切换装置。 

4.表后出线 

（1）集中电能计量箱的表后出线采用电气多孔绝缘导

管或槽式桥架等敷设方式。当采用保护管时，每户应独立穿

管。 

（2）从电能计量箱接至每户住户配电箱的导线截面，

单相不应小于 10mm
2
，三相不应小于 6mm

2
。 

5.沿街商铺及别墅 

（1）沿街商铺采用相对集中的户外装表方式，尽量靠

近商铺但不防碍正常通行的过道。 

（2）独幢别墅 

电能计量箱设置在别墅入口附近的院墙或东侧的外墙

上，或采用落地式户外计量箱，计量箱应在公共区域。用电

负荷小于 50kW 采用三相计量箱，大于等于 50kW 小于 100kW

的别墅，可采用带 CT 的计量箱，100kW 及以上时采用计量柜，

计量柜应设置在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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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缆由电缆分支箱穿钢管敷设进计量箱。进线低压

电缆截面不低于 35mm
2
（保护管管径不小于 50mm），用电容量

大的，按实际需求选择电缆截面。 

（3）联排别墅 

采用相对集中的户外装表方式，有条件的联排别墅采

用多表位计量箱，应安装在门洞、廊檐处的墙面或其它适

合位置，避开西面墙体。  

进线低压电缆截面不低于 35mm
2
（保护管管径不小于

50mm），用电容量大的，按实际需求选择电缆截面。 

（4）叠加式（跃层）住宅 

原则上按门洞集中装表。有公共部位的，应采用户内集

中装表方式设于公共部位；无公共部位的，应采用户外式计

量箱。 

6.装置保护接地要求 

（1）接地线的截面应符合热稳定要求，见下表： 

装置的相线截面 S（MM
2
） 接地线的最小截面 

S≤16 S 

16＜S≤35 16 

35＜S≤400 S/2 

400＜S≤800 200 

（2）人工接地极可采用水平敷设的圆钢、扁钢，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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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的角钢、钢管、圆钢。垂直敷设时，接地极的长度不应

小于 2.5m，两根接地极之间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 5m。引出

地面的接地线可采用圆钢、扁钢。 

（3）电能计量箱箱内的接地点以及进出线钢导管的接

地点与接地体必须可靠连接。 

（4）接入金属电能计量箱内的接地引下线采用扁钢接

地线，扁钢接地线可直接通入计量箱内与接地排连接。连接

的接触面应符合热稳定要求，敷设位置不应妨碍设备的拆卸

与检修。 

（5）严禁将防雷接地体作为电能计量箱接地装置。 

（6）保护接地装置施工完毕后，应测定接地电阻值，

采用独立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4Ω；采用与建筑物联合

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1Ω。 

（二） 中高层及以上住宅 

1.进户方式 

（1）中高层及以上住宅用电及建筑内低压供电的办公、

商业、公建等用电采用低压电缆的进户方式，设置安装低压

供用电柜的专用配电室。 

（2）电缆进户应穿钢管保护，在建筑室外地坪下埋深

不小于 0.7m，电缆保护管在室外端应伸出建筑基础（包括附

加建筑物或散水坡）100～300mm。电缆保护钢管的直径为

150mm，管壁厚度不应小于 4.5mm，敷设时应内高外低，水平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新建住宅区供电配套工程技术导则(2014 版) 

48 
 

倾斜应小于 30
。
。 

（3）进户电缆的保护钢管出、入管口，在电缆施工后

应密封。 

2.低压配电室 

（1）低压配电室设置原则： 

a.接近负荷中心； 

b.进出线方便； 

c.设备运输方便； 

d.独立设置的配电室不应设在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e.与建筑结合时，配电室应设置在靠外墙部位，不应设

在浴室、厕所等正下方；同时也不应设在人员密集场所的正

上方、正下方、贴邻和疏散出口的两旁。 

f.配电室屋顶承重构件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其他

部分不应低于三级。 

g.配电室长度大于 7m 时，应设两个出口，布置在配电

室的两端。配电室的门应向外开启，门的宽度不应小于

800mm，并应大于设备宽（或深）200mm，高度不应小于 2.1m，

门上应装有弹簧锁。 

h.配电室的净高不应小于 2.6m，建筑横梁梁底不应小于

2.3m。 

i.配电室外应设有设备的运输通道。 

j.配电室的顶、墙面及地面的建筑装修应少积灰或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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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顶面不应抹灰。 

k.配电室应按照有关消防法规的规定，配置适当数量的

干式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在设备附近存放黄沙箱。配电室

的电缆沟进出孔洞应采取防火封堵措施。 

l.配电室应有良好的通风和保证安全的可靠的照明系

统。 

m.配电室的门、窗关闭应紧密，窗玻璃用夹丝玻璃或有

防护措施。与室外相通的洞、通风孔应设网孔不大于 10mm

×10mm 的网罩，直接与室外露天相通的通风孔还应采取防止

雨、雪侵入的措施。 

n.配电室地坪高出室外地坪 0.3m。 

o.配电室内除与本室有关的管道外，不应有其他管道通

过。电能计量柜、低压供用电柜、配电柜的上方不应敷设管

道和照明灯具。 

p.配电室内成排布置的低压柜长度大于 6m 时，柜后的

通道应设两个出口，并布置在通道的两端，出口的宽度不应

小于 0.8m。 

q.相邻的配电柜间应有隔离。同一柜内有两路电源或有

电源及馈线时，回路间应有隔离。 

r.配电柜的进出线下进下出时在电缆沟内敷设，上进上

出时采用电缆桥架敷设方式。 

s.低压供用电柜下设电缆沟时，深度不小于 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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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压系统配置原则 

(1)居民用电采用分层装表。 

(2)电梯、公灯、消防泵、生活泵等公共用电应单独设

置出线回路，采用双电源供电，并分别装表计量。 

(3)高层建筑的公灯应在电源端设置切换装置，配电室

的照明接自公灯照明。 

(4)高层建筑的电梯、消防泵、生活水泵的常、备用电

源应设置末端自动切换装置。 

(5)每一供电电源回路载流量不大于 400A。 

4.垂直干线 

（1）高层住宅建筑的垂直干线，每回路计算负荷电流

不大于 400A，几个垂直干线回路的所供层面尽可能相等，采

用预分支电缆、封闭式母线槽的布线方式，以三相四线及保

护接地干线全长放至各层面。 

（2）预分支电缆或封闭式母线槽应敷设在独立设置的

专用电气竖井内。 

（3）每层面的预分支电缆分支线及封闭式母线插接式

分线箱的引出接线端应为三相五线（含保护地线）。 

（4）进层线一般采用单相(相线、中性线、保护地线)

敷设，当计算负荷电流大于 120A 时采用三相进层。不同楼

层的单相进层线分别接于不同相位的垂直干线。单相进层线

的最小截面为 25mm
2
，三相进层线的最小截面为 10mm

2
，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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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与相线同。 

（5）垂直干线为预分支电缆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采用预分支电缆时，7～9层（一梯二户）选用 95mm
2
，

10 层及以上（一梯二户）选用 150mm
2
，计算负荷电流超过上

述规格时，采用分段敷设。通过插接箱或过路箱引出进层线

接至计量箱，进层线的最小截面为 25mm
2
。 

b.预分支电缆的分支线应有足够的长度，进层线接入层

面过路箱内，通过过路箱引出进层线接至计量箱的进线接线

端。进层线的最小截面为 25mm
2
。 

c.预分支电缆在每层面均应有明显的相色色标。 

d.预分支电缆在安装时，电缆末端固定用吊具及提升金

具强度应为所吊电缆总重量的 4倍。电缆在吊装悬挂中应立

即固定。 

e.预分支电缆的分支接头与楼面的间距不小于 0.2m。 

（6）垂直干线为封闭式母线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垂直干线采用密集型母线槽时，7～9层（一梯二户）

选用 250A，10 层及以上（一梯二户）选用 400A，计算负荷

电流超过上述规格时，采用分段敷设。 

b.通过插接箱引出进层线接至计量箱的进线接线端。进

层线的最小截面为 25mm
2
。 

c.封闭式母线槽各个分段的外壳连接应采用可拆式,母

线连接采用螺栓压接式，采用力矩扳手固定。封闭式母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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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端部应封闭。连接处所用的螺栓、螺帽及垫圈应采用具有

足够强度的电镀层钢制品或铜合金制品。 

d.封闭式母线槽沿支柱或托架悬吊水平敷设时，距地不

应小于 2.2m。垂直敷设时，距地小于 1.8m 部分应采取防止

机械损伤的措施，但敷设在电气专用房内除外。 

e.封闭式母线槽应引入每层面的插接式分线箱，通过插

接式分线箱引出进层线接至计量箱的进线接线端。 

f.每层面的插接式分线箱与计量箱之间通过进层线连

接。进层线穿在钢导管或绝缘导管内明敷。 

g.封闭式母线可通过低压电缆与低压供用电柜馈线回

路连接。 

h.分相式预分支电缆的相序排列要求： 

面向预分支电缆正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分别为 A、B、

C、零相排列。 

（7）其它要求按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低压用户电气

装置规范》执行。 

5.楼层配电间要求 

（1）每层应设置楼层配电间，面积应满足公建竖井和电

业（住宅）竖井分开布置、住宅计量箱与公建配电箱分开布

置及住宅计量箱的运行维护所需的距离要求（计量箱前操作

距离不小于 0.8m），配电间净面积不小于 1.2 平方米。 

（2）低压配电室至电气竖井采用电缆桥架敷设，垂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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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采用预分支电缆或封闭式绝缘母线槽。垂直干线全长放至

各层面，每层面的进层线与垂直干线的连接设置在过路箱或

插接箱内。进层线穿在钢导管或绝缘导管内，要求管内导线

截面不超过导管截面的 40%。  

（3）配电间墙壁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h 的非燃烧体。配

电间的门采用双开门，向外开启，宽度不小于 800mm，高度

不小于 2.1m，耐火等级不低于三级，穿越楼层处应用防火堵

料封堵。  

（4）强电和弱电线路不设置在同一竖井内，竖井内不应

有与电气系统无关的管道通过。  

6.消防电缆敷设要求 

电业电缆与公建、消防电缆按不同竖井独立敷设，住宅

计量箱和垂直干线竖井与公建电缆竖井和公建配电箱分墙

敷设，预留扩容位置。公建电缆必须敷设在封闭式的母线桥

架内，当与消防电缆合敷时，桥架涂防火涂料，且电缆之间

应采用防火隔板隔开。  

7.计量装置 

（1）居民电能计量箱设于每层配电间内，电能计量箱

底部距地不小于 1.1m。计量箱材质采用非金属复合材料。 

（2）计量箱型号具体外观尺寸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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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能计量箱电能表应有室号标记牌，并与实际室

号保持一致。电能计量箱中电能表对应的室号，面对电能表

按从左至右、从下至上的顺序排列；表前保护装置、表后保

护装置以及出线接线端子排对应的室号按从左至右的顺序

排列。 

（4）从电能计量箱接至每户住户配电箱的导线截面单

相时不小于 10mm
2
；三相时不小于 6mm

2
。用户出线采用铜芯

绝缘导线。每具计费电能表的用户出线应单独穿管敷设。 

（5）电能计量箱安装及技术标准参照《电能计量箱安

装规范》及《电能计量箱技术规范》执行。 

7.装置保护接地要求 

（1）住宅配电系统、外部防雷装置、防闪电感应、内

部防雷装置、电气与电子等系统的接地系统共用接地装置，

应并与引入的金属管线做等电位连接，联合接地电阻应小于

1Ω。利用建筑物基础钢筋做为接地装置，实测不满足 1Ω要

尺寸

（mm） 

一表

位 
二表位 三表位 四表位 横六表位 

高 430 595 830 

宽 250 375 555 375 555 

深 150 

尺寸 竖三表位 竖六表位 竖九表位 

高 1065 

宽 220 375 555 

深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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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需要增设人工接地装置。 

（2）当采用单独接地系统时，采用水平敷设的圆钢、

扁钢，垂直敷设的角钢、钢管、圆钢。垂直敷设时，接地极

的长度不应小于 2.5m，两根接地极之间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

5m。引出地面的接地线可采用圆钢、扁钢。 

（3）住宅建筑均采取总等电位联结措施，电源引入线

处设置总等电位联结装置（多电源引入时，通过沿电缆桥架

敷设的接地干线应将各电源处等总电位箱连成一体）。总等

电位联结装置投应将建筑物内保护干线、设备进线总管、建

筑物金属构件进行联结，总等电位联结均采用各种型号的等

电位卡子，绝不允许在金属管道上焊接。 

（4）电能计量箱(柜)内的接地点以及进出线钢导管的

接地点与接地体必须可靠连接。 

（5）接入金属电能计量箱(柜)内的接地线应采用扁钢

接地线，扁钢接地线可直接通入计量箱(柜)内与接地排连

接。连接的接触面应符合热稳定要求，敷设位置不应妨碍设

备的拆卸与检修。 

（6）严禁将防雷接地体作为电能计量箱接地装置。 

（7）保护接地装置施工完毕后，应测定接地电阻值，

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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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配电站及电缆通道土建要求 

（一） 一般要求 

1.新建 KT 站、PT 型站应尽量减少占地，外环线以内区

域应优先选择小型化站型方案（单层或双层布置）;外环线

以外区域（含崇明、长兴）应优先选择通用站型方案，如确

有必要选择小型化站型，由项目所属供电公司论证申请，并

经电力公司同意后，可使用小型化方案。 

2.新建 KT 站、PT 站不采用地下布置，应布置于 0米层

以上。 

3.电站外观设计应与小区环境相协调统一。 

（二）  KT 站、PT 站土建要求 

1.独立建筑物 KT 站、PT 站区竖向设计应采用土方自平

衡方式，站址标高应满足市政规划要求。 

2.坡顶设计的 KT 站、PT 站，其屋檐应延伸出墙面；若

开设屋顶排水沟，则应开设在墙面外侧。 

3.KT 站、PT 站应考虑合理的通风散热方式及装置，减

少尘埃，并设置防止雨、雪及小动物从通风设施等通道进入

室内的措施。 

4.KT 站、PT 站应采用自然通风，并考虑事故排风装置，

故障时迅速排出烟雾。通风用的电源采用 380V/220V 电压，

电源来自低压站用电屏（柜）。 

5.KT 站、PT 站安装的非开启式自然采光窗窗台应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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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坪不应低于 1.8m。 

6.KT 站、PT 站安装铁门及铁窗框，门下部应有百叶窗

保证通风。站内采光窗、百叶窗、排风装置应配有铁丝网。 

7.KT 站、PT 站使用标高应高于洪水及暴雨的排水，各

配电站的相对标高应参照《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配电网工程

通用设计图集》。 

8.KT 站、PT 站墙体应设置防爆口，防爆口不应朝向居

民住宅或行人。 

9.KT 站必须采用电缆层，PT 站优先采用电缆层。电缆

层净高 1.8m-2.2m，电缆层尺寸应满足电缆的弯曲半径及施

工便利需要，便于电缆支架及电缆屏蔽层耦合器等的安装。 

10.电缆层必须在二端各有一个出口，出口形式为楼梯

或人孔，并有排烟、排风装置，确保事故时，人员能及时撤

离现场。原则上独立建筑的变配电站内应配置专用楼梯；与

用户建筑合建的变配电站应利用用户建筑公共楼梯，并在站

内设置 2个人孔。 

11.电缆层应装设专门的排水泵和集水井，以防止积水。

若电缆层通风百叶窗接地室外地面，则应做好防雨、防倒灌

措施。 

12.KT 站、PT 站与建筑结合时建筑物本体使用的各种管

道不应在站内通过，配电站及电缆层应保持通风、排烟排水

装置畅通。配电站顶板应与上一层楼板间有工作夹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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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夹层中清扫、维修之需），同时上层不能设置厕所，

浴室、厨房或其他用水场所，防止漏水至配电站。 

13.新建 KT 站、PT 站土建设计时需要预留通信和营销设

备的独立隔室，用于安装光纤通信设备和用户信息采集系统

所需集中器等设备，KT 站通信和营销设备隔室不小于 1.8m

×2.1m，PT2 型站通信和营销设备隔室不小于 1.5m×2.1m。

通信和营销设备隔室与一、二次设备隔离，有照明灯及开关，

有单独朝外开启的门，独立进出。 

14.新建 KT 站、PT 站土建设计时需要考虑二次屏柜扩展

需要，配电站二次屏柜应预留一面备用屏柜。 

15.配电变压器基础设计充分考虑负荷增长的需要，按

照远期规模一次建成。 

16.KT 站通信和营销设备隔室内需要安装至少 2 块屏，

确保通信设备和集中器各有 1块屏位可以安装。PT 型站通信

和营销设备隔室内的设备采用壁挂式。 

17.站体通风应完全满足设备散热的要求。站体应采用

自然通风。 

（三） 配电站外观设计要求 

1.配电站外立面的设计应遵循《上海市电力公司变电站

外观优化设计管理办法（试行）》、《上海市电力公司变电站

外观优化设计原则》等技术规范。 

2.外观优化设计是指为了使配电站建筑本体与周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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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达到协调统一，而对电站本体规模、大小、布置、风格、

颜色等方面进行的优化设计。 

3.配电站外观优化设计的总体原则是变电站的建筑外

型、风格与周围环境、景观、市容市貌协调统一，不突兀于

总体环境，体现建筑的美学价值。 

4.配电站外观优化设计的手段应尽可能通过建筑物本

体的形状、线条、色彩等实现，避免采用大量的附加装饰材

料。 

5.配电站建筑设计应符合所处地区今后规划的要求。 

6.配电站建筑设计应与周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呼

应，与所处地区的原有建筑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7.配电站建筑物的高度和占地大小应与所处地区已有

建筑物的规模相匹配，设计时应考虑规划要求。 

8.配电站外观优化设计不应影响或降低其使用功能。 

9.配电站外观优化设计应尽可能采用环保节能装饰装

修材料。 

10.与绿地结合建设的配电站应优化地面建筑外观设

计，使之成为绿地内的景观物，不应设置围墙。 

11.新建住宅区内的配电站应进行外观优化设计，与小

区建筑风格统一，融入周边建筑环境，体现与周边整体环境

一致的美学价值。 

（四） 小区外电缆通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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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管敷设方式适用于敷设电缆条数较多，且有机动车

等重载的地段。如：市区道路、穿越公路、穿越绿化地带等。

同路径电缆单排管敷设条数一般以 8条为应。钢筋混凝土浇

制的排管衬管禁止使用石棉管。 

2.在穿越河流、公路等不具备大开挖条件的障碍时，应

采用水平定向钻孔技术铺设电力管道，施工前应按有关要求

进行地质及地下设施勘查，施工后应保留准确的管道竣工资

料。 

（五） 小区内排管设计要求 

1.工井按尺寸分为五种类型：A型、B型、C型、D型和

E 型。A 型适用于 2×3-φ150 及以下排管，B 型适用于 2×

5-φ150 及以下排管，C型适用于 2×7-φ150 及以下排管，

D 型适用于 2×9-φ150 及以下排管和 E 型适用于 2×12-φ

150 及以下排管。 

2.钢筋混凝土电缆井用于小区内车行道，砖砌电缆井用

于小区内人行道、绿化带。 

3.电力排管采用薄壁（3mm）内衬管外包钢筋混凝土的

标准排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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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配电站内辅助设施基本要求 

（一） 一般要求 

1.本节内容适用于新建住宅区内配电站内运行管理工

作。 

2.站内运行管理应符合安全、有序、合理的要求。 

3.站内应备有存放安全用具、操作工器具、操作钥匙等

的专用器具，并与模拟图(或一次接线图)、空调、灭火器、

转运小车、接地小车、核相小车等实现定置管理。  

4.K 型站内应至少配置桌椅一套（放置《出入登记簿》、

《现场运行规程》、《典型操作票》、《各类巡视记录簿》等。

P型站内配置《出入登记簿》、《各类巡视记录簿》等。 

5.站内下楼扶梯第一阶、电缆层进门低矮处以及电缆层

第一根电缆处，均应设置黄黑斜纹相间的防踏空、防撞、防

绊警示贴纸。 

（二） 铭牌及标志管理类 

1.配电站内应有完整的铭牌和标志（识）。 

2.铭牌和标志 （ 识） 应按国家电网公司规定的大小、 

颜色、 式样等要求进行制作，同类、同型设备铭牌和标志

（识）安装位置和高度应尽可能一致。用户内部变配电站参

照以上要求制作安装。 

3.铭牌、标志（识）的金属支架、底座应可靠接地。 

4.设备铭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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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电站内所有电气设备都应有命名，并应装有固

定牢靠的铭牌。用户内部变配电站进线开关等与电网直接连

接的设备铭牌必须向本区域电力调度部门履行铭牌申请手

续。 

（2）电气设备的命名，应符合《电系设备命名标准》、

《继电保护装置命名规定》等规定的相关要求。 

（3）高低压母线、压变、避雷器、所变回路、电容器

回路、分段开关、进出线等固定铭牌应采用铭牌刻字固定方

式安装。 

5.标志（识）管理 

（1）各类电气接线图上的电压等级，应按调度操作规

程所规定的颜色予以标识。 

（2）设备均应有明显的区别电气相别的色标。 

（3）室内外接地排、接地端应有明显标志。 

（三） 模拟屏与一次接线图 

1.模拟屏屏体应选用优质抗氧化金属制成，颜色选用

RAL7035。屏面简易、美观，屏内顶部装有照明灯具。一次

接线图应装于塑料框中。 

2.K 型站模拟屏采用墙挂式安装于控制室，若无控制室，

模拟屏应装设于高压开关室内。 

P 型站采用一次接线图方式挂墙安装于高压室。 

3.模拟屏应采用阻燃型材质的浅色马赛克模块镶嵌式

拼装，电气接线及设备符号采用凹印图案，电压等级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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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符号图样应符合国标要求。一次接线图中设备符号图样

应符合国标要求，电气接线清晰、正确。一次接线图打印与

A3 纸上，装入相框内。相框框架为铝质材料，相框表面采用

透明塑料材料。相框尺寸大小为：450*350*20（长*宽*厚，

单位：mm）。 

4.K 型站屏体尺寸要求： 1725*1170*180（长*宽*厚，

单位：mm）。 

5.用户配电站模拟屏屏体尺寸要求： 1725*1170*180

（长*宽*厚，单位：mm）。 

（四） 小车（转运小车、接地小车、核相小车） 

1.小车放置于开关室内定置区域内，存放区域应用黄色

标线标示，靠墙应有限位挡板并用黄色油漆标示。 

2.小车上不应堆放杂物，并配置透明防尘袋。 

（五） 空调 

1.空调数量按房间数量和房间面积加以配置。开关站一

般配置空调 2台，安装位置一般为开关室 1台，控制室 1台。

若开关室和控制室同处一室，则空调布置在房间两端。新建

的 PT2 型站应配置 1台空调。 

2.吸顶式空调应避开设备区上空、落地式空调应靠墙布

置，避免对设备直接吹风（风口离设备 3米以上）。 

3.空调内、外机应单独放置不可堵住地漏，吸顶式空调

应单独放置排水管，各种管道整洁、穿管处内外都要封堵严

密，冷凝管不通过设备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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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调外机应尽可能高，离地不小于 4米，并根据环境

安装防盗栅栏，防盗栅栏高度不应低于 2.2m，栅栏的竖杆间

距不应大于 150mm，且不易攀爬。防盗栅栏应采用不小于 12mm

的膨胀螺丝固定，安装应牢固可靠。 

5.用户变配电站应配置空调及相应的除湿设施，确保室

内环境满足干燥、通风、温度适宜的要求。空调数量按房间

数量和房间面积加以配置，一般安装在配有微机保护的开关

室、控制室及 UPS 机房内。若开关室和控制室同处一室，则

空调布置在房间两端。空调的设计安装参照电业站要求执

行。 

6.空调电源应单独布置，电源应可靠。用户变配电站 UPS

机房空调应保证双回路供电，并安装末端自切装置。 

（六） 消防器材 

1.开关站、P 型站灭火器配置参照《电力设备典型消防

规程》DL5027，做到放置合理、编号完整无漏编，定期检查。 

2.用户配电站应按照有关消防法规的规定，配置适当数

量的干式灭火器、泡沫灭火器，有多油设备的，还应在设备

附近存放黄沙箱及搬沙工具，设置地点应在明显和便于取用

的地点。配电站必须设置不少于两个灭火器的设置点，每个

楼层均需要布置。手持式灭火器宜设置在挂钩或灭火器箱

内。灭火器不得设置在超出其使用温度范围的地点。一个设

置地点的灭火器具不少于 4具。具体的设置数量通过计算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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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防器材应定置存放（一般在各电气功能室门口走廊

上），专人管理，定期检查。保持灭火器在良好状态，并在

检验合格有效期内。 

4.电业及用户变配电站内通道（包括消防通道）应保持

畅通，运行人员应定期进行消防演习。 

（七） 操作工器具 

1.操作工具包括操作手柄、柜门钥匙、摇手柄、储能手

柄等，可安放在专用工具箱内，定制管理、放置整齐，工具

箱内应有工具清单，确保帐、物一致，工具箱定置管理于站

内开关室内。 

2.K 型站站内配置转运小车、核相小车、接地小车、储

能手柄、操作手柄、摇手柄、柜门钥匙等操作工器具。 

3.P 型站站内配置储能手柄、操作手柄、摇手柄、柜门

钥匙操作工器具。 

（八） 安全工器具 

1.安全标示牌应放置于专用支架并分类整齐摆放、数量

应满足检修工作使用要求。钥匙箱应挂墙布置于模拟图或一

次接线图旁。 

2.K 型站站内配置标示牌、工具箱、钥匙箱、保安锁、

红白带、绝缘梯等安全工器具。 

3.P 型站站内配置标示牌、工具箱、钥匙箱、保安锁、

红白带、等安全工器具。 

4.在 SF6 配电装置室低位区应安装能报警的 SF6 气体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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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报警仪。 

（九） 技防装置 

技防装置配置参照国家电网生[2009]61 号《变电站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配置指导意见》和《上海市电力公司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标准》。 

新建 K型站应装设门禁，应确保信号传输畅通、正确。 

（十）  防小动物器具 

K 型站、P 型站的大门设置防小动物挡板，开关室、控

制室、电缆层等设置鼠笼（粘鼠板或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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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附则 

（一） 本导则由上海市电力公司运维检修部、营销部共

同提出并负责解释。 

（二） 本导则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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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KT 站、PT 站典型配置方案 

附表 1 KT 站典型配置方案 

序

号 

是否为独

立站 

10kV 电气

规模 

10kV 开关柜 
变压器

容量 

低压

出线

回路

数 

方案号 
绝缘方式 尺寸3

1 地面独立 二进六出 空气绝缘 1 2*800 12 ZK-11-1 

2 地面独立 二进六出 空气绝缘 1 2*1250 18 ZK-11-2 

3 地面独立 二进十出 空气绝缘 1 2*800 12 ZK-11-3 

4 地面独立 二进十出 空气绝缘 1 2*1250 18 ZK-11-4 

5 地面独立 
二进十四

出 
空气绝缘 1 2*800 12 ZK-11-5 

6 地面独立 
二进十四

出 
空气绝缘 1 2*1250 18 ZK-11-6 

7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六出 空气绝缘 2 2*800 12 ZK-21-1 

8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六出 空气绝缘 2 2*1250 18 ZK-21-2 

9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出 空气绝缘 2 2*800 12 ZK-21-3 

10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出 空气绝缘 2 2*1250 18 ZK-21-4 

11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空气绝缘 2 2*800 12 ZK-21-5 

12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空气绝缘 2 2*1250 18 ZK-21-6 

13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3 2*800 12 ZK-21-7 

                                                        
3 尺寸共 5种：1-800mm*1500mm*2200mm（通用型、空气绝缘）； 

2-550mm*1340mm*2200mm（小型化、空气绝缘）； 

3-500mm*1050mm*2250mm（小型化、气体绝缘）； 

4-600mm*1000mm*2325mm（小型化、气体绝缘）； 

5-600mm*1100mm*2250mm（小型化、气体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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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3 2*1250 18 ZK-21-8 

15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3 2*800 12 ZK-21-9 

16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3 2*1250 18 ZK-21-10

17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3 2*800 

1   

2 
ZK-21-11

18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3 2*1250 18 ZK-21-12

19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4 2*800 12 ZK-21-13

20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4 2*1250 18 ZK-21-14

21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4 2*800 12 ZK-21-15

22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4 2*1250 18 ZK-21-16

23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4 2*800 12 ZK-21-17

24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4 2*1250 18 ZK-21-18

25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5 2*800 12 ZK-21-19

26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5 2*1250 18 ZK-21-20

27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5 2*800 12 ZK-21-21

28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5 2*1250 18 ZK-21-22

29 
共建 

单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5 2*800 12 ZK-21-23

30 共建 二进十四 气体绝缘 5 2*1250 18 ZK-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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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布置 出 

31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六出 空气绝缘 2 2*800 12 ZK-22-1 

32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六出 空气绝缘 2 2*1250 18 ZK-22-2 

33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出 空气绝缘 2 2*800 12 ZK-22-3 

34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出 空气绝缘 2 2*1250 18 ZK-22-4 

35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空气绝缘 2 2*800 12 ZK-22-5 

36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空气绝缘 2 2*1250 18 ZK-22-6 

37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3 2*800 12 ZK-22-7 

38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3 2*1250 18 ZK-22-8 

39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3 2*800 12 ZK-22-9 

40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3 2*1250 18 ZK-22-10

41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3 2*800 12 ZK-22-11

42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3 2*1250 18 ZK-22-12

43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4 2*800 12 ZK-22-13

44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4 2*1250 18 ZK-22-14

45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4 2*800 12 ZK-22-15

46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4 2*1250 18 ZK-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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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4 2*800 12 ZK-22-17

48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4 2*1250 18 ZK-22-18

49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5 2*800 12 ZK-22-19

50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六出 气体绝缘 5 2*1250 18 ZK-22-20

51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5 2*800 12 ZK-22-21

52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出 气体绝缘 5 2*1250 18 ZK-22-22

53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5 2*800 12 ZK-22-23

54 
共建 

双层布置 

二进十四

出 
气体绝缘 5 2*1250 18 ZK-22-24

 

附表 2 PT 站典型配置方案 

序

号 
建筑方式 电系方式 

变压器

配置 

低压出线

回路数 
方案编号

1 地面独立 二进四出 2*800 12 ZP-11-1 

2 地面独立 二进六出 2*800 12 ZP-11-2 

3 地面独立 二进一出4 1*100 2 ZP-11-3 

4 共建单层布置 二进四出 2*800 12 ZP-21-1 

5 共建单层布置 二进六出 2*800 12 ZP-21-2 

6 共建双层布置 二进四出 2*800 12 ZP-22-1 

7 共建双层布置 二进六出 2*800 12 ZP-22-2 

                                                        
4 此方案为路灯电源专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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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小区内 10kV 典型供电方案 

附表 3 小区内 10kV 典型供电方案 

序

号 

变压器设置容

量（kVA） 
住宅类别 地域 

KT 站 PT 站 

方案号 座 方案号 座 方案号 座 

1 800 及以下 普通住宅 不限 / / ZP-11-1 1 / / 

2 800 及以下 保障房 不限 / / ZP-11-1 1 / / 

3 800 至 16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 / ZP-11-2 1 / / 

4 800 至 1600 保障房 外环外 / / ZP-11-2 1 / / 

5 800 至 16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 / ZP-21（22）-1 1 / / 

6 800 至 1600 保障房 外环内 / / ZP-21（22）-1 1 / / 

7 1600 至 24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 / ZP-11-2 1 ZP-11-1 1 

8 1600 至 2400 保障房 外环外 / / ZP-11-2 1 ZP-11-1 1 

9 1600 至 24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 / ZP-21（22）-2 1 ZP-21（2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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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600 至 2400 保障房 外环内 / / ZP-21（22）-2 1 ZP-21（22）-1 1 

11 2400 至 32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 / ZP-11-2 2 / / 

12 2400 至 3200 保障房 外环外 / / ZP-11-2 2 / / 

13 2400 至 32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 / ZP-21（22）-1 2 / / 

14 2400 至 3200 保障房 外环内 / / ZP-21（22）-1 2 / / 

15 3200 至 40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1 1 ZP-11-1 2 / / 

16 3200 至 40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2 1 ZP-11-1 1 / / 

17 3200 至 40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1 1 ZP-21（22）-1 2 / / 

18 3200 至 40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2 1 ZP-21（22）-1 1 / / 

19 4000 至 48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2 / / 

20 4000 至 48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2 / / 

21 4000 至 48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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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000 至 48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2 / / 

23 4800 至 56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2 ZP-11-1 1 

24 4800 至 56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4 1 ZP-11-2 1 ZP-11-1 1 

25 4800 至 56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2 2 / / 

26 4800 至 56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2 2 / / 

27 5600 至 64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2 ZP-11-1 1 

28 5600 至 64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2 ZP-11-1 1 

29 5600 至 64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2 ZP-21（22）-1 1 

30 5600 至 64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2 ZP-21（22）-1 1 

31 6400 至 72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2 ZP-11-1 2 

32 6400 至 72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4 1 ZP-11-2 2 ZP-11-1 1 

33 6400 至 72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2 2 ZP-21（2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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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6400 至 72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2 2 ZP-21（22）-1 1 

35 7200 至 80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2 ZP-11-1 2 

36 7200 至 80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2 ZP-11-1 2 

37 7200 至 80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2 ZP-21（22）-1 2 

38 7200 至 80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2 ZP-21（22）-1 2 

39 8000 至 88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3 ZP-11-1 2 

40 8000 至 88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4 1 ZP-11-2 2 ZP-11-1 2 

41 8000 至 88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2 2 ZP-21（22）-1 2 

42 8000 至 88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2 2 ZP-21（22）-1 2 

43 8800 至 96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3 ZP-11-1 2 

44 8800 至 96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3 ZP-11-1 2 

45 8800 至 96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3 ZP-21（2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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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8800 至 96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3 ZP-21（22）-1 2 

47 9600 至 104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3 ZP-11-1 3 

48 9600 至 104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4 1 ZP-11-2 3 ZP-11-1 2 

49 9600 至 104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2 3 ZP-21（22）-1 2 

50 9600 至 104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2 3 ZP-21（22）-1 2 

51 10400至112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3 ZP-11-1 3 

52 10400至112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3 ZP-11-1 3 

53 10400至112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3 ZP-21（22）-1 3 

54 10400至112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3 1 ZP-21（22）-2 3 ZP-21（22）-1 3 

55 11200至120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3 1 ZP-11-2 4 ZP-11-1 3 

56 11200至120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4 1 ZP-11-2 3 ZP-11-1 3 

57 11200至120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4 1 ZP-11-2 3 ZP-1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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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11200至120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4 1 ZP-11-2 3 ZP-11-1 3 

59 12000至128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5 1 ZP-11-2 4 ZP-11-1 3 

60 12000至128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5 1 ZP-11-2 4 ZP-11-1 3 

61 12000至128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5 1 ZP-21（22）-2 4 ZP-21（22）-1 3 

62 12000至128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5 1 ZP-21（22）-2 4 ZP-21（22）-1 3 

63 12800至136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5 1 ZP-11-2 4 ZP-11-1 4 

64 12800至136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6 1 ZP-11-2 4 ZP-11-1 3 

65 12800至136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6 1 ZP-21（22）-2 4 ZP-21（22）-1 3 

66 12800至136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6 1 ZP-21（22）-2 4 ZP-21（22）-1 3 

67 13600至144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5 1 ZP-11-2 4 ZP-11-1 4 

68 13600至144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5 1 ZP-11-2 4 ZP-11-1 4 

69 13600至144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5 1 ZP-21（22）-2 4 ZP-21（2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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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3600至144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5 1 ZP-21（22）-2 4 ZP-21（22）-1 4 

71 14400至152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5 1 ZP-11-2 5 ZP-11-1 4 

72 14400至152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6 1 ZP-11-2 4 ZP-11-1 4 

73 14400至152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6 1 ZP-21（22）-2 4 ZP-21（22）-1 4 

74 14400至152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6 1 ZP-21（22）-2 4 ZP-21（22）-1 4 

75 15200至160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5 1 ZP-11-2 5 ZP-11-1 4 

76 15200至160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5 1 ZP-11-2 5 ZP-11-1 4 

77 15200至160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5 1 ZP-21（22）-2 5 ZP-21（22）-1 4 

78 15200至160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5 1 ZP-21（22）-2 5 ZP-21（22）-1 4 

79 16000至16800 普通住宅 外环外
ZK-11-4 1 

ZP-11-2 4 ZP-11-1 4 
ZK-11-2 1 

80 16000至16800 保障房 外环外
ZK-11-4 1 

ZP-11-2 4 ZP-11-1 4 
ZK-11-2 1 

81 16000至16800 普通住宅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1 4 ZP-21（2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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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21（22）-2 1 

82 16000至16800 保障房 外环内
ZK-21（22）-4 1 

ZP-21（22）-1 4 ZP-21（22）-1 4 
ZK-21（2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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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小区内低压典型供电方案 

附表 4 小区内低压典型供电方案 

序号 房屋分类 户/梯 楼层 
层

数

居民容

量 

总容

量 

公建常

用 

公建备

用 
电源数 

电缆截面

（mm
2
） 

1 普通住房 2 多层 6 96 102 6 0 一回 70 

2 普通住房 3 多层 6 144 150 6 0 一回 120 

3 普通住房 4 多层 6 192 198 6 0 一回 240 

4 普通住房 2 中高层 9 144 223 44 35 二回 120 

5 普通住房 2 高层 12 192 274 47 35 二回 120 

6 普通住房 3 中高层 9 216 295 44 35 二回 120 

7 普通住房 4 中高层 9 288 367 44 35 二回 185 

8 普通住房 3 高层 12 288 370 47 35 二回 185 

9 普通住房 2 高层 18 288 436 83 65 二回 240 

10 普通住房 4 高层 12 384 466 47 35 二回 240 

11 普通住房 2 高层 24 384 538 89 65 四回 120 

12 普通住房 3 高层 18 432 580 83 65 四回 120 

13 普通住房 4 高层 18 576 724 83 65 四回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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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普通住房 3 高层 24 576 730 89 65 四回 240 

15 普通住房 4 高层 24 768 922 89 65 四回 240 

16 高档住宅 2 多层 6 144 150 6 0 一回 120 

17 高档住宅 3 多层 6 216 222 6 0 一回 240 

18 高档住宅 4 多层 6 288 294 6 0 二回 120 

19 高档住宅 2 中高层 9 216 295 44 35 二回 120 

20 高档住宅 2 高层 12 288 370 47 35 二回 185 

21 高档住宅 3 中高层 9 324 403 44 35 二回 240 

22 高档住宅 4 中高层 9 432 511 44 35 二回 240 

23 高档住宅 3 高层 12 432 514 47 35 二回 240 

24 高档住宅 2 高层 18 432 580 83 65 四回 120 

25 高档住宅 4 高层 12 576 658 47 35 四回 185 

26 高档住宅 2 高层 24 576 730 89 65 四回 185 

27 高档住宅 3 高层 18 648 796 83 65 四回 240 

28 高档住宅 4 高层 18 864 1012 83 65 六回 185 

29 高档住宅 3 高层 24 864 1018 89 65 六回 185 

30 高档住宅 4 高层 24 1152 1306 89 65 六回 240 

31 别墅 / / / / / / / 一回 35 

32 保障房 2 多层 6 96 102 6 0 一回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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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障房 3 多层 6 144 150 6 0 一回 120 

34 保障房 4 多层 6 192 198 6 0 一回 240 

35 保障房 2 中高层 9 144 223 44 35 二回 120 

36 保障房 2 高层 12 192 274 47 35 二回 120 

37 保障房 3 中高层 9 216 295 44 35 二回 120 

38 保障房 4 中高层 9 288 367 44 35 二回 185 

39 保障房 3 高层 12 288 370 47 35 二回 185 

40 保障房 2 高层 18 288 436 83 65 二回 240 

41 保障房 4 高层 12 384 466 47 35 二回 240 

42 保障房 2 高层 24 384 538 89 65 四回 120 

43 保障房 3 高层 18 432 580 83 65 四回 120 

44 保障房 4 高层 18 576 724 83 65 四回 240 

45 保障房 3 高层 24 576 730 89 65 四回 240 

46 保障房 4 高层 24 768 922 89 65 四回 240 

注：上述低压典型供电方案供参考，具体以用户申请容量和导则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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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单根低压电缆截面配置要求 

低压电缆供电容量(kW) 低压电缆截面(mm
2
) 

0-40 25 

40-70 35 

70-100 70 

100-150 120 

150-190 185 

190-24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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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小区内排管、工井典型类型 

附表 5 小区内排管典型孔型 

编号 孔数 孔型 

1 2 1×2-φ150 小区排管 

2 4 2×2-φ150 小区排管 

3 6 2×3-φ150 小区排管 

4 4 1×4-φ150 小区排管 

5 8 2×4-φ150 小区排管 

6 10 2×5-φ150 小区排管 

7 12 2×6-φ150 小区排管 

8 14 2×7-φ150 小区排管 

9 16 2×8-φ150 小区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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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8 2×9-φ150 小区排管 

11 20 2×10-φ150 小区排管 

12 22 2×11-φ150 小区排管 

13 24 2×12-φ150 小区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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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住宅小区工井类型 

编号 工井类型 

1 A 型砖砌 45 度转角 

2 A 型砖砌 90 度转角 

3 A 型砖砌 T字型 

4 A 型砖砌十字型 

5 A 型砖砌直线型 

6 A 型砖砌电缆沟 

7 A 型砖砌 1×1小井 

8 A 型钢筋混凝土 45 度转角 

9 A 型钢筋混凝土 90 度转角 

10 A 型钢筋混凝土 T字型 

11 A 型钢筋混凝土十字型 

12 A 型钢筋混凝土直线型 

13 A 型钢筋混凝土 1×1小井 

14 B 型砖砌 45 度转角 

15 B 型砖砌 90 度转角 

16 B 型砖砌 T字型 

17 B 型砖砌十字型 

18 B 型砖砌直线型 

19 B 型砖砌电缆沟 

20 C 型 45 转角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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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井类型 

21 C 型 90 转角井 

22 C 型 T 字井 

23 C 型十字井 

24 D 型 45 转角井 

25 D 型 90 转角井 

26 D 型 T 字井 

27 D 型十字井 

28 E 型 45 转角井 

29 E 型 90 转角井 

30 E 型 T 字井 

31 E 型十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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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KT 站、PT 站各典型配置方案建站长、宽及面积 

附表6 常用KT站各配置方案建站长(米)、宽(米)及面积(平

方米) 

方案号 长 宽 面积 

ZK-11-1 15.4 10.8 166.32 

ZK-11-2 15.4 10.8 166.32 

ZK-11-3 15.4 10.8 166.32 

ZK-11-4 15.4 10.8 166.32 

ZK-11-5 18.4 10.4 191.36 

ZK-11-6 18.4 10.4 191.36 

ZK-21-1 12.98 7.98 103.58 

ZK-21-2 12.98 7.98 103.58 

ZK-21-3 12.98 7.98 103.58 

ZK-21-4 12.98 7.98 103.58 

ZK-21-5 13.98 7.98 111.56 

ZK-21-6 13.98 7.98 111.56 

ZK-21-7 12.98 7.98 103.58 

ZK-21-8 12.98 7.98 103.58 

ZK-21-9 12.98 7.98 103.58 

ZK-21-10 12.98 7.98 1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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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21-11 13.98 7.98 111.56 

ZK-21-12 13.98 7.98 111.56 

ZK-21-13 12.98 7.98 103.58 

ZK-21-14 12.98 7.98 103.58 

ZK-21-15 12.98 7.98 103.58 

ZK-21-16 12.98 7.98 103.58 

ZK-21-17 13.98 7.98 111.56 

ZK-21-18 13.98 7.98 111.56 

ZK-21-19 12.98 7.98 103.58 

ZK-21-20 12.98 7.98 103.58 

ZK-21-21 12.98 7.98 103.58 

ZK-21-22 12.98 7.98 103.58 

ZK-21-23 13.98 7.98 111.56 

ZK-21-24 13.98 7.98 111.56 

ZK-22-1 10.42 5.94 61.89 

ZK-22-2 10.42 5.94 61.89 

ZK-22-3 10.42 5.94 61.89 

ZK-22-4 10.42 5.94 61.89 

ZK-22-5 12.42 5.94 73.78 

ZK-22-6 12.42 5.94 73.78 

ZK-22-7 10.42 5.94 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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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22-8 10.42 5.94 61.89 

ZK-22-9 10.42 5.94 61.89 

ZK-22-10 10.42 5.94 61.89 

ZK-22-11 12.42 5.94 73.78 

ZK-22-12 12.42 5.94 73.78 

ZK-22-13 10.42 5.94 61.89 

ZK-22-14 10.42 5.94 61.89 

ZK-22-15 10.42 5.94 61.89 

ZK-22-16 10.42 5.94 61.89 

ZK-22-17 13.42 5.94 79.72 

ZK-22-18 13.42 5.94 79.72 

ZK-22-19 10.42 5.94 61.89 

ZK-22-20 10.42 5.94 61.89 

ZK-22-21 10.42 5.94 61.89 

ZK-22-22 10.42 5.94 61.89 

ZK-22-23 13.42 5.94 79.72 

ZK-22-24 13.42 5.94 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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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常用 PT 站各配置方案建站长(米)、宽(米)及面积

(平方米) 

方案编号 长 宽 面积 

ZP-11-1 13.6 7.8 106.08 

ZP-11-2 13.6 8.8 119.68 

ZP-11-3 5.5 5.2 28.6 

ZP-21-1 12.46 6.6 82.24 

ZP-21-2 12.46 6.6 82.24 

ZP-22-1 8.45 5.45 46.05 

ZP-22-2 8.45 5.45 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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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上海市电力公司光纤接入居民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

统技术原则及典型设计(试行稿) 

一、 总则 

（一）目的 

为了规范电力光纤到户居民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

提高系统建设效率及质量，特制定本原则，以指导电力光纤

到户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技术方案制定。 

（二）依据 

本原则的制定依据： 

GB 50168—200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

验收规范》 

GB 50169—200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

验收规范》 

DLT 448—2000《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CECS89:97《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 

《电力工程施工质量达标与质量检查验收技术标准规

范及国家强制性条文》 

Q／GDW 374.3-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

单元技术规范》 

Q／GDW 380.2-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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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建设管理规范》 

Q／GDW 378.3-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设计

导则》 

Q／GDW 379.1-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检验

技术规范》 

Q／GDW 379.3-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集中

抄表终端技术规范》 

Q／GDW 375.2-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集中

器型式规范》 

Q／GDW 375.3-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采集

器型式规范》 

二、适用范围 

本原则适用于上海市电力公司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以

下简称采集系统）中电力光纤到户的采集终端建设工作。采

集终端包括采集器和集中器以及具备通信单元的电能表。 

三、术语和定义 

（一）基于以太网方式的无源光网络 

基于以太网方式的无源光网络（Ethernet Passive 

Optical Network）英文缩写为 EPON，采用点到多点结构、

无源光纤传输，在以太网之上提供多种业务，在物理层采用

了 PON 技术，在链路层使用以太网协议，利用 PON 的拓扑结

构实现了以太网的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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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线路终端 

光线路终端（Optical Line Terminal）英文缩写为 OLT，

是 EPON 无源光网络系统中的局端设备，是一个多业务提供

平台，同时支持 IP 业务和传统的 TDM 业务，收敛接入业务

并分别传递到 IP 网。 

（三）光网络单元 

光网络单元（Optical Network Unit）英文缩写为 ONU，

是 EPON 无源光网络系统的用户侧设备，通过无源光纤网络

与光线路终端（OLT）进行数据传输，ONU 可以向相连的用

户提供各种宽带业务。 

（四）分光器 

分光器（Optical Branching Device）是连接 EPON 无

源光网络系统中的 OLT 和 ONU 的无源器件，用于实现特定波

段光信号的功率分路及再分配功能。 

（五）采集器（光纤通信模式） 

采集器（光纤通信模式）是用于采集多个电能表电能信

息, 可接入无源光网络与主站交换数据的设备，以下简称为

光纤采集器。光纤采集器没有的情况下可用集中器代替。 

四、技术原则 

（一）总体要求 

1.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信道优先选用光纤方式。 

2.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属于内网业务，应与外网业务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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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分开。 

（二）安装技术原则 

根据电力光纤敷设的不同方式，以及与采集系统建设的

先后顺序，确定采集设备的选型和安装模式。 

1.对于已建设完成的采集系统： 

（1）集中器以太网口排放一根以太网线连接至有电力

光纤的 ONU 设备 FE 接口上，将集中器与主站远程通信信道

改用光纤方式，本地信道通信方式不改变。 

（2）在所有采集器可以接入光纤网络的前提下，将采

集器改造更换为光纤采集器，通过以太网口连接至 ONU 设

备，经光纤专网与主站通信，光纤采集器与电能表连接方式

不变，仍采用 RS485 通信。 

2.对于新建设采集系统：对于不同房屋类型和用户数量

采取相应的方式。 

（1）高层用户 

a.单元内电能表总数不超过 64 户的情况下，使用光纤

采集器/集中器接入 EPON 设备，通过光纤专网与主站通信，

光纤采集器与电能表之间使用 RS485 信号线连接，每台光纤

采集器/集中器具有 2 路 RS485 端口，最多接入电能表数量

为 64 块。光纤采集器/集中器安装在楼宇低压配电间内，工

作电源取自低压配电柜内母排单相电源。 

b.单元内电能表总数超过 64 户的情况下，建议采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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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器和 I型采集器通过 RS485 通信方式实现，集中器安装在

楼宇低压配电间内，电源取自低压配电柜内母排三相电源，

集中器以太网口排放一根以太网线连接至有电力光纤的

ONU 设备 FE 接口上。I型采集器根据高层单元电能表总数均

匀分布安装楼层位置，每台采集器接电能表数量不大于 32

只，采集器与采集器之间需敷设 RS485 专用总线通过并联方

式连接至集中器。若高层住宅各单元配电间在地下室可连

通，相邻的高层单元可共用一台集中器，集中器到最远端的

采集器之间通信总线距离应不大于 500 米, 集中器每个

RS485 端口所接采集器数量不大于 32 台。 

c.对于安装在楼宇外的零星散户，尽可能排放 RS485

信号线接入附近的采集终端设备，在没有光纤或 RS485 通道

的情况下，加装 II 型采集器，通过电力线载波方式接入同

台区的集中器，该集中器本地通讯采用载波和 RS485 通信合

用模式，集中器供电电源必须取自与 II 型采集器同一区的

三相电源。 

（2）多层用户 

a.对于单元集中装表的情况，光纤采集器/集中器安装

在电表箱内或旁边。光纤采集器/集中器与电能表之间采用

RS485 信号线连接，最多接入电能表数量为 64 块，另通过

以太网线连接至 ONU 设备的 FE 口上。 

b.对于单元分层装表的情况，光纤采集器/集中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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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楼靠近 ONU 设备旁边，楼层电能表通过 RS485 总线连接

至光纤采集器/集中器。单元间 RS485 总线与光纤可共同敷

设条件情况下，通常一幢楼内相邻单元可共用一个光纤采集

器/集中器。 

五、典型设计 

（一）典型设计类型 

1.集中器与主站通信的远程信道采用光纤通信，集中器

通过 FE 口接入 ONU 设备，可实现与主站经光纤网络通信。

本地信道仍使用低压电力线载波、RS485、短距离无线通信

等方式。该方式适用于采集系统比电力光纤到楼先建设的情

况，系统示意图详见图一。 

2.使用光纤采集器实现与主站经光纤网络直接通信，中

间省去集中器设备，光纤采集器与电能表通信仍采用 RS485

方式。该方式适用于采集系统与电力光纤到楼同步建设的情

况，也适用于采集系统改造时的情况，用光纤采集器替换原

有采集器，并接入 ONU 设备。系统示意图详见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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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采集系统远程信道采用光纤方式的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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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使用光纤通信模式采集器的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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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型设计图 

1.电力光纤到楼多层住宅（分层装表用户）用电信息

采集系统设计见图四-1； 

电力光纤到楼多层住宅（集中装表用户）用电信息采

集系统设计见图四-2。 

2.电力光纤到楼高层住宅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设计见图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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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1   电力光纤到楼多层住宅（分层装表用户）用电信

息采集系统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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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2   电力光纤到楼多层住宅（集中装表用户）用电信

息采集系统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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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电力光纤到楼高层住宅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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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则 

（一）本技术原则解释权属于上海市电力公司营销部。 

（二）本技术原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三）本技术原则及设计中光纤采集器可采用集中器代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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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实施原则 

 

一、总则  

（一）目的 

为了规范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采集终端建设，提

高系统建设效率及质量，特制定本原则，以指导采集终端现

场实施工作。  

（二）依据 

本原则的制定依据： 

GB 50054—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150—200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

标准》 

GB 50168—200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

收规范》 

GB 50169—200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

收规范》 

GB 50171—200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

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DLT 448—2000《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CECS89:97《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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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施工质量达标与质量检查验收技术标准规

范及国家强制性条文》 

Q／GDW 380.3-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

管理办法》 

Q／GDW 379.1-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检验

技术规范》 

Q／GDW 379.3-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集中

抄表终端技术规范》 

Q／GDW 375.2-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集中

器型式规范》 

Q／GDW 375.3-2009《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采集

器型式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三）适用范围 

本原则适用于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

系统（以下简称采集系统）中采集终端及信道的建设工作。

采集终端包括集中器和采集器以及具备通信单元的电能表。 

 

二、总体原则 

（一）建设总体要求 

1.新建住宅小区等低压用户须同步开展用电信息采集设

备安装，同步委托设计并出具施工图，按项目类别分别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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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算，确保100%接入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2.老区改造优先考虑线损严重地区及抄表困难地区进行

建设，并结合配变负荷监测仪加装工作同步实施，以减少停

电次数。 

（二）通信信道选择原则 

1.集中器与主站通信方式 

考虑到系统实用化及集中器数据上传的可靠性，主推采

用光纤通道，目前尚不具备光纤通道的暂采用GPRS等无线公

网信道过渡。 

EPON

 

附图一  集中器与主站采用光纤通信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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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集中器与主站采用无线公网通信方式示意图 

 

2.集中器与采集器的通信方式 

集中器与采集器的通信方式分为以下二种方式：低压电

力线载波方式，RS485总线方式。 

由于RS485总线通信方式数据传输性能较低压电力线载

波和短距离无线通信方式可靠，但是RS485总线的敷设在实

际施工中难度较大，所以在通信线敷设有条件的情况下，集

中器与采集器的通信优先采用RS485总线方式。 

（1）低压电力线载波方式：以380V低压电力线作为通

信载体的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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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信方式适用于： 

a.多层（6层及以下）、中高层（7~9层）房型的小区； 

b.高层（10层及以上）房型中配电站安装在地面上且非

居民电能表安装在高层楼宇之外区域的小区； 

c.别墅及散户住宅。 

 RS485

 

附图三  集中器与采集器采用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方式示

意图 

 

（2）RS485总线方式：以RS485串行总线作为通信载体

的通信方式。 

该通信方式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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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高层房型中配电站安装在地下室的小区； 

b.高层房型中配电站安装在地面之上且非居民电能表

均集中安装在高层楼宇配电间内的小区。 

 

附图四  集中器与采集器采用RS485总线通信方式示意图 

（3）光纤到户采集方式：采用光纤/光纤复合电缆及ONU

光电转换设备结合代替部分RS485总线的方式，可实现长距

离快速通信，具体方案根据公司光纤到户技术工作小组的相

关成果制定。 

 

（三）安装原则 

1.应以单个台区作为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的基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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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单元，每台集中器所带电能表数量不大于1200只。 

2.集中器安装 

（1）集中器与采集器之间采用电力线载波通信方式的，

集中器的安装位置根据供电方式区分。 

a.台区供电为PT和KT型站的，根据通信通道有无分两种

情况： 

1) 站内有光纤通道或GPRS无线公网信号，集中器安装

在站内低压室的墙体上，集中器的工作电源经隔离保护熔断

装置取自对应变压器低压侧母排。 

2) 站内无光纤通道且无GPRS无线公网信号，集中器可

安装在离变压器最近的多层或中高层单元内靠近总熔丝箱

的合适位置，工作电源经隔离保护熔断装置接在总熔丝箱下

桩头。 

b.台区供电为WX型站（箱变）的，若箱变内具备安装位

置，集中器安装在箱变低压仓内，集中器的工作电源经隔离

保护熔断装置取自变压器低压侧母排，箱变内无合适安装位

置的，集中器宜安装在箱变外侧或如下位置： 

1) 离变压器最近的多层或中高层单元内靠近总熔丝箱

的合适位置，工作电源经隔离保护熔断装置接在总熔丝箱下

桩头； 

2) 高层单元的配电间内，工作电源经隔离保护熔断装

置取自配电柜低压母排。 



 

112 

c.台区供电为杆变的，集中器宜安装在离变压器最近单

元内靠近总熔丝箱的合适位置，工作电源经隔离保护熔断装

置接在总熔丝箱下桩头。 

（2）集中器与采集器之间采用RS485通信方式的，集中

器选择安装在其中一个高层单元无线公网信号强度大于

-90dB的楼层电表间内，采集器与采集器到集中器之间需敷

设RS485通信总线，集中器到最远端的采集器之间通信总线

距离应不大于500米, 集中器每个RS485端口所接采集器数

量不大于32台。 

（3）安装在墙体上的集中器统一装在保护箱体内，保护

箱内应配三相断路开关和信号线接线端子排，安装在箱变低

压仓内的集中器应配绝缘安装衬板，集中器工作电源前端加

装三相断路开关。 

（4）集中器与采集器通信为低压电力线载波方式的，

集中器工作电源必须采用交流380V三相供电，其他通信方式

的原则上亦采用交流380V三相供电。 

3.采集器安装 

（1）采集器与集中器通信采用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方式

的宜选用Ⅱ型采集器，其他通信方式选用I型采集器。每台

采集器接电能表数量不大于32只。 

（2）采集器原则上安装在电表箱内，若采集器在电表箱

内无安装位置，则在其旁边安装，并配户外式单相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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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中装表的房型采集器安装在单元电表箱内的空

位处；分层装表的房型采集器安装在所接电能表楼层的靠下

层（不宜选底楼）；在20米范围内零星分散安装的电能表尽

可能接入同一台采集器，采集器安装在其中一个合适位置的

电表箱内或旁边。 

（4）采集器的工作电源采用交流220V单相供电，电源线

通过接线端子连接至表箱内总进线电源下桩头。 

4.分层装表的房型，楼层间需排RS485信号总线连接各电

能表，RS485信号总线敷设可走专用弱电井道或弱电桥架，

RS485信号总线在强电井道或无井道楼层之间布线时应穿管

保护，中间禁止接头。 

5.电表箱与电表箱之间RS485信号总线通过信号接线端

子连接，采用拱头并联连接方式，RS485信号线禁止在电能

表或采集器辅助端子上拱头，应分别接入信号接线端子，每

个接线柱不能超过2根信号线。（见附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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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六   电能表与接线端子连接示意图 

 

三、典型实施方案 

（一）典型方案类型 

根据住宅类型、供电方式和电能表安装位置的类别，采

集设备安装方案分为三大类： 

1.多层、中高层住宅方案 

多层、中高层住宅采用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方式。采集

器根据单元内电能表总数区分： 

0 0 0 3. 

A 
B 

A 
B 

0 0 0 3. 

0 0 0 3.0 0 0 3. 

BA

BA 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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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元内电能表总数小于或等于32只，在单元内靠

下层安装一台采集器。 

（2）单元内电能表总数大于32只，则根据电能表总数

均匀分布采集器安装位置。 

2.高层住宅方案 

根据配电变压器所在位置以及电能表之间是否有布线

通道区分： 

（1）配电站安装在地下室或者配电站安装在地面之上

且非居民电能表集中安装在高层楼宇配电间内的，采用

RS485总线通信方式。集中器选择安装在其中一个高层单元

且无线公网信号强度大于-90dB的楼层电表间内，若高层住

宅各单元强电间与地下室连通，相邻的高层单元可共用一台

集中器，采集器根据高层单元电能表总数均匀分布安装楼层

位置。采集器与采集器之间需敷设RS485专用总线通过并联

方式连接至集中器。 

（2）配电站安装在地面之上且非居民电能表安装在高

层楼宇之外区域，该房型采用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方式，采

集器根据高层单元电表总数均匀分布安装楼层位置。 

3.散户住宅方案 

散户住宅采用低压电力线载波方式。根据电能表安装分

布区分： 

（1）相对集中的联体别墅或商铺，采集器安装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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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适位置的表箱内，通过排管布线将邻近20米以内电能

表RS485口并联连接。 

（2）分散的单体别墅、农村独户型或小区内零散公建

表，在排管困难的情况下每户可安装一台采集器。 

（二）混合房型方案 

针对一个台区内有多种住宅类型的情况，如果RS485总

线布线不具备条件，则采用低压电力线载波方式，采集器安

装位置参照不同住宅类型的典型方案。 

（三）典型方案示意图 

现场各典型方案安装排管布线参照以下示意图。 

附图七  楼层间排管布线示意图 

附图八  高层房型电力线载波方式布线示意图 

附图九  高层房型RS485方式布线示意图 

附图十  散户型电力线载波方式与小无线混合方案示

意图 

四、采集终端方案制定工作要求 

（一）现场勘察 

方案制定前需收集和整理台区低压线路走向图，至现场

以台区为单元进行充分勘察，根据住宅类型确定适用的典型

方案，勘察时在营销系统提供的《现场勘察清单》上标注需

换的电能表、采集终端安装位置以及与电能表的匹配关系、

集中器与采集器的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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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制定 

根据现场完成的《现场勘察清单》，填写《采集终端设

备安装配置表》（见表一），在营销系统中完成方案制定，

能指导现场安装。 

表一  采集终端设备安装配置表 

台

区

信

息  

台区编号   
小区名

称 
  地 址   

台区名称   
 房型情

况 

□多层、中

高层  
□高层 □散户 

计量点数

量 
  

供电方

式 

□街坊站

（KT、PT

型） 

□箱变 □杆变 

采

集

设

备

安

装

信

息 

集中器安

装位置 
  

本地通

信方式 

□低压电

力线载波 
□RS485 

□短距离

无线 

采集器序

号 

采集器安

装位置 

采集器

序号 

采集器安

装位置 

采集器

序号 

采集器安

装位置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编制：           

审核：             年   月   日 



 

118 

 

 

附图七  楼层间排管布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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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八  高层房型电力线载波通信方式布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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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九  高层房型RS485通信方式布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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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十  散户房型混合通信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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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配电网工程通用设计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