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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满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和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下，

用户的安全可靠供电要求及多样化智慧用电需求。引领住宅小区配电设施建设与公司战略目标相协调，

与国家能源战略相一致，与社会经济相契合。 

提高20kV配电网的供电能力和电能质量，建设安全可靠、运行灵活、信息畅通、技术先进、经济高

效的配电网，满足城市用电和经济增长的需求，同时统一和规范20kV住宅配电系统设计要求，推进居民

住宅小区配电工程建设的标准化、智能化。结合新技术、新标准来规范20kV住宅小区配电工程建设工作

势在必行。 

2 编制主要原则 

20kV住宅小区配电工程设计应积极落实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符合发展规划要求，积极稳妥采用成

熟可靠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和新工艺。 

20kV住宅小区配电工程设计应以提高20kV配电网供电能力和电能质量为前提，以推进住宅小区配电

工程建设的标准化、智能化为目标。 

20kV住宅小区配电工程设备及材料选型应坚持本质安全、施工受控、可靠耐用、节能环保的原则。 

20kV住宅小区配电工程设计应根据城市远景规划，满足负荷增长的需要。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20kV住宅配电工程设计规范》主要依据现行的国家、行业有关规范、规程编写，参考了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规范、标准、技术要求，并对国家重点和试点项目的实际运

行情况进行总结。重点参考了以下标准文件： 

GB 20052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50180 城市住宅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502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T 36040 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 

本标准将随今后技术发展和应用要求的变化进行不断完善。 

4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浙江省电力学会组织多次会议，对本标准的编制给予指导、协调，并多次组织

专家对本标准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2022年5月，国网嘉兴供电公司组织申请浙江省电力学会团体标准立项工作。 

2022年7月，浙江省电力学会组织学会团体标准立项审查工作，邀请供电专委会相关专家进行项目

立项审查工作。 

2022年8月，标准立项通过，确定承担单位，成立编制工作组。 

2022年9月，组织开项目启动会议（线上），浙江省电力学会供电专委会人员、督导专家和编制组相

关人员参加会议，项目正式启动。 

2023年2月，浙江省电力学会供电专委会组织项目进度汇报和项目初稿审查工作。 

2023年4月，编制工作组完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对本标准进行大范围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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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召开内部技术专家讨论会。 

2023年6月，根据评审意见对送审稿进行修改。 

2023年10月 浙江省电力学会组织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次技术审查，邀请相关专家对标准进行技术审

查，并提出相关意见。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编

写。本文件正文共设6章，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 

第1章“范围”，主要说明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及用途。 

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标准所引用的标准。 

第3章“术语和定义”，主要说明了本标准所涉及的术语及定义。 

第4章“供配电系统”，主要明确了20kV住宅配电工程设计规范的供电规划、负荷分级、用电负荷计

算和电源的接入方式。 

第5章“配电建筑及设备”，主要明确了20kV环网室、配电室和电能计量间等的所址的选择、设备配

置、防雷接地要求等相关设计规定。 

第6章“配电线路选型及敷设”，主要明确了20kV电缆的一般设计规定、20kV电缆选型和电缆管道的

敷设方式，电缆管道与其他构筑物之间的最小距离的相关规定。 

6 条文说明 

本标准4.1.4 根据《城市住宅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 表3.0.2住宅小区用地平衡控制指标

（%），住宅小区用地构成包括住宅用地、公建用地、道路用地、公共绿地四种用地形式。其中：住宅小

区住宅用地应占总用地面积的55%～65%，公建用地应占总用地面积的12%～22%。住宅小区总建筑面积在

60000m
2
时，住宅用地最大可达39000m

2
，按照面积大于140m

2
时的住宅用电每户容量不宜小于15kW，变压

器功率因数不低于0.9推算，住宅用地配置变压器容量不宜小于4643kVA；经调研和测算住宅小区总建筑

面积在60000m
2
时，公建用地最大可达13200m

2
，变压器功率因数不低于0.9时，公建用地配置变压器容量

不小于2200kVA。配电变压器长期工作负载率不宜大于85%，因此住宅小区总建筑面积在60000m
2
时，配

置变压器容量不小于8051kVA。综合充电桩配置及未来社区建设需求，为增强供电可靠性，住宅小区总

建筑面积在60000m
2
及以上宜设置环网室。环网室分别供不同配电室，为多处点对点辐射式供电，住宅

小区总建筑面积每增加100000m
2
，可能造成整体投资不经济，不具备后续双回路改造条件，无法提高供

电可靠性，因而需要增设环网室。 

本标准4.1.5 根据现有的运行经验，箱式变电站设备在5年的故障率较高，当前大部分箱式变电站

仅用于临时施工用电和路灯变。从美化居住环境、提高供电可靠性及应用方向等方面考虑，推荐在住宅

小区内釆用配电室方式供电，且配电室应一次性合理布局到位，以免重复建设。当使用预装式变电站（箱

变）供电时，其外侧与住宅建筑的外墙间距，达到防火、防噪声、防电磁辐射的要求。 

本标准4.1.6 考虑当前住宅小区内的强电井通常使用母线槽供电以增强供电可靠性，因此仅对红线

内室外供配电线路做中低压全电缆供电要求，以满足安全、景观需求，提高恶劣天气防御能力。红线外

电源线路，考虑沿线道路不一定能拆迁扩建到位，可按规划采取架空全绝缘线路方式供电。 

本标准4.1.7 35kV及以上变电站10kV出线（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线）的供电半径，指其出口处到本

线路最远供电负荷点之间的线路长度。一个变电站（配电变压器）所有出线的供电半径的平均值为该变

电站（配电变压器）的平均供电半径，其中的最大值为该变电站（配电变压器）的最大供电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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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4.2.1 住宅小区的用电负荷分级主要是从人身安全和经济损失两个方面来确定，本条根据住

宅小区内建筑及配套设施的特点、供电可靠性及中断供电所造成的损失或影响程度，将住宅小区内的用

电负荷作了分级，以便根据负荷等级采取相应的供电方式，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表1主要

列出了住宅小区内建筑物的类别及主要设备用电负荷的等级要求。其中，一类、二类高层住宅建筑用电

负荷等级划分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 55024 表3.1.1的内容制订，建筑

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中断供电将影响住宅建筑的正常工作，考虑建筑重要性及对电梯可靠性的要

求，列为二级负荷。 

本标准4.2.4 一级负荷应采用双电源供电，每个电源应能承受100%的负荷；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

另一个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对于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应增设应急电源，并严禁将其他负荷

接入应急供电系统。二级负荷宜采用双回路供电，每回线路应能承受100%的负荷。同时供电的双重电源

供配电系统中，其中一个回路中断供电时，其余线路应能满足全部一级负荷及二级负荷的供电要求。 

本标准4.3.2 住宅小区配电室终期规模是在现有设计方案规模的基础上，适度兼顾未来发展的需要。 

本标准4.3.4 当市政电源不能满足消防负荷的供电要求时，需要设置柴油发电机组，此时消防用电

负荷计算是选择柴油发电机总装机容量和单台容量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大型建筑群体，可结合建筑物

类别、功能要求、供电距离等因素分区域设置柴油发电机组，并对区域内的消防用电负荷分别进行计算。

每个区域内柴油发电机容量应满足建筑火灾延续时间内各消防用电设备持续运行的要求。区域内消防用

电负荷的计算，一般考虑一处火灾点，但要考虑到火灾蔓延的迅速性、人员疏散的安全性以及消防设施

工作的时限性等要求，因此不仅要计算发生火灾的防火分区，还要考虑关联分区（竖向及水平）的相应

消防用电设施。由于区域内任一处发生火灾都需要灭火扑救，因此消防水泵、消防电梯及消防控制室等

的用电量均应纳人该区域消防用电负荷的计算。当区域内只有一个塔楼时，应计算塔楼全部消防负荷及

裙房消防负荷；当区域内有多个塔楼时，按全部塔楼的消防负荷乘同时系数。当各塔楼均有加压送风机

时，可按最大塔楼的风机容量选择。目前，民用建筑工程设计的消防用电负荷计算存在模糊认识（认为

不论何种规模或不同功能的建筑，消防负荷都是要全部同时使用的）以及需要系数选择不当的情况（例

如均选为1或选值偏高），造成较大浪费。本标准4.3.5 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常遇到消防负荷中含有平时

兼作他用的负荷，如消防排烟风机除火灾时排烟外，平时还用于通风（有些情况下排烟和通风状态下的

用电容量尚有不同），因此需特别注意除了在计算消防负荷时应计入其消防部分的电量以外，在计算正

常情况下的用电负荷时需计入其平时使用的用电容量。 

本标准4.3.6 本次对现行建设标准及技术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比对，同时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居

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 GB/T 36040 第6.2.3的相关内容，并结合当前现状制订。随着生活水平提

高，智能家用电器大量普及，三相用电设备越来越多，因此本条将超出建筑面积部分指标做相应提升。 

本标准4.3.8 采用需要系数法计算负荷，不同负荷特性的用电负荷，其最大负荷不会在同一时间出

现，各类负荷之间存在参差系数或最大负荷重合系数，该系数也称为配置系数，对于较大的多级配电系

统，可逐级取配置系数。 

本标准4.3.11 通过对电动汽车充电方式、充电频次、不同车型的充电曲线以及当前电动汽车的保

有量及增长趋势调研，根据中国建筑协会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系统设计标准》TASC-17-2021 中

6.3.4，“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宜与建筑中其他用电负荷共用变压器，但应设置充电设备专用配电回路。” 住

宅小区电动汽主要利用夜间充电，充电时间充裕，有序技术和定时充电技术可解决充电负荷与住宅其他

负荷错峰，通过居民峰谷电价的价格机制引指用户在夜间谷时集中充电，充电桩负荷尽量接入不同的住

宅变电压，可以充分利用变压器容量，降低项目前期工程造价，优化电力能源配置。参照图集《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设计与安装》 18D705-2综合设定交流7kW充电桩需要系数。 

本标准4.4.7光伏电站与主电网解列时仍保持对局部电网继续供电的状态，孤岛时会造成公共电网

故障、检修或其他原因造成局部区域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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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4.5.2 本条款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

能力的实施意见》（发改能源规〔2022〕53号），“（三）严格落实新建居住社区配建要求。新建居住社区

要确保固定车位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预留安装条件时需将管线和桥架等供电设施建设到

车位以满足直接装表接电需要。各地相关部门应在新建住宅项目规划报批、竣工验收环节依法监督”制

定。 

本标准4.5.4 用户购买电动汽车时商家赠送电缆长度一般不超过30米，考虑到用户投资成本，计量

装置与充电设施距离不应大于50米。 

本标准4.5.5 目前，国内外主流电动汽车生产厂商所生产的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的交流供电电源主

要采用单相220V交流电压，也有少数采用三相380V交流电压供电，车载充电机的功率一般在7kW左右，

但居民住宅充电设施一般为220V，商业充电设施一般为380V。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

连接装置 第2部分:交流充电接口》GB/T20234.2-2015中第5交流充电接口的额定值，规定交流充电接口

额定电压为250V对应额定电流为 10/16/32A，故住宅小区交流充电桩供电电源只采用220V交流电压，额

定电流不应大于32A。 

本标准4.5.7 壁挂式安装充电设备的安装高度主要考虑设备安全要求及人员操作要求。 

本标准4.6.2 考虑到0.4kV发电车配置的柔性电缆长度一般为50m，要求应急电源专用接入箱的安装

位置离发电车可停靠点不大于50m，以便发电车快速接入，减少柔性电缆故障导致的安全风险。 

本标准4.6.3 考虑外部紧急情况发生，居民用电无法保证时，在高层封闭式母线始端箱内预留母排

汇流夹钳接口，可确保发电车或发电机快速接入。 

本标准 5.1.1~5.1.3 环网室、配电室应靠近用电负荷中心并便于电力线路进出；环网室靠近市政

道路便于接入城市配电网。配电室靠近小区道路便于设备运输。 

本标准5.1.5 考虑设备层有吊顶等装饰工程时会有部分净高降低，考虑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因此将

设备层高度提高到3.2m。 

本标准5.1.6 供配电设施应该更注重内涝防治，应根据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标准选取高程，这个

内涝防治重现期高程也是城市排水系统设计标准高程，因此，当无法获取时，可参照片区内主干道路高

程，也可采用供电区域内防涝最高处高程。 

本标准5.1.7 ～5.1.8 规定环网室、配电室最小平面建筑尺寸及各种通道的最小宽度，预留检修通

道，保障设备操作面的安全操作。 

本标准5.1.9～5.1.11 根据《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 第8.9条开关站、配电站长

度超过7m应设2个出口，本标准规定了环网室、配电室的最小长度为12m，故直接改为配置两个出口。门

向外开启是为了使值班人员在配电室发生事故时能迅速通过房门，脱离危险场所。 

本标准5.1.13 环网室、配电室可以开窗，以便自然采光，也便于停电检修时的检查清扫工作，窗

台的高度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防止外人进入。 

本标准5.2.1 根据各地区台风、暴雨造成城市内涝，对基础电力设施造成极大损失，恢复供电时间

严重滞后，本标准对公用计量采用全地上层设置计量间的方式。 

本标准5.2.2～5.2.6按照《住宅设计规范》低层住宅为一层至三层；多层住宅为四层至六层；高层

住宅为十层以上。 

本标准5.2.7 电能计量箱安装在住宅单元内公用部位墙面时，电能计量箱下沿距安装处地面不小于 

1.5m，是为了避免儿童触摸和减少行人磕碰。有利于电能计量装置安全和运行维护管理。 

本标准5.3.5 环网室选用断路器柜，是为了配置相应的配电自动化装置，能有效缩小故障范围。 

本标准5.3.6 20kV配电网接地系统为中性点接地，接地时，由于流过故障线路的电流较大，而零序

电流保护有较好的灵敏度，能反映接地故障。 

本标准5.3.7～5.3.8 为响应中央“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决策，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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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司联合发布“工信厅（2020）69号 关于印发《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通知

提出：至2023年，高效节能变压器符合新修订《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2020）

中1级、2级能效标准的电力变压器在网运行比例提高10%，当年新增高效节能变压器占比达到75%以上。

考虑居住区配电变压器数量尚可，且在配电网损耗中占比较高，加快高效节能变压器推广应用，将有效

提升配电网能源利用效率，因此本标准建议配变选用规定的二级及以上能效等级要求。 

本标准5.3.9 公用配电室宜按“小容量、多布点”原则规划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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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kVA。低压配电室位于负荷中心主要是考虑线路的压降不满足规范要

求，需加大线缆截面，同时，供电距离长，线损大不节能。本标准限制配电室变压器台数为4台及以下。 

本标准5.5.6 接地干线作用值传递点位不通电流，形式上从总接地母线（端子）沿电缆桥架通长敷

设，并于金属桥架外壳连接，可以理解为总等点位联结箱端子板的延长线，实质为等电位联结线。 

本标准6.1.1 根据《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表9.1-10 各种电缆外护层级铠装的适用敷设场

合。例如：在地下室潮湿环境桥架内敷设的电缆可选择聚乙烯护套无铠装电缆。由于地下室为有人员经

常出入的地点，不建议采用聚氯乙烯护套，且桥架内电缆带铠装时不便于施工，故一般采用无铠装电缆。

但是，当电缆长度较长，在敷设过程中需要长距离拖拉时应采用抗拉铠装电缆。 

本标准6.1.2 为防止火灾蔓延，根据建筑物使用性质和火灾的扑救难度选择相应燃烧性能等级的电

力电缆，电缆燃烧时的滴落物是火灾蔓延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标准6.1.3 中压电缆电压选型参照配电网工程通用设计（配电部分）《0.4、10、20kV电缆线路分

册》表3-5注：“YJV22-12/20型电缆适用于小电阻接地系统，YJV22-18/20型电缆适用于经消弧线圈接地

系统。”考虑到有更高的绝缘等级要求，增加YJV22-18/30型电缆供选择。 

本标准6.1.6 电缆的截面积选择如果只单纯考虑载流量，选择的截面可能会偏小，从而出现电压降

不符合要求、电缆损坏等问题。 

本标准6.2.1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第8.7.4条“电缆排管管孔数量应

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并应根据发展预留备用管孔。备用管孔不宜小于实际需要管孔数的10%”及“排管

孔的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且电力电缆的管孔内径不应小于90mm, 控制电缆的管孔内径不应

小于75mm”，考虑到实际工程应用中，当同一路径管孔数量较多时，预留10%备用管孔偏少。 

本标准6.3.2 当一回发生故障时，另一回应满足临时供电需要。一类高层内含大量的一级和二级负

荷，供电可靠性要求高。住户用电采用双母线互为备用的模式提高了一类高层整体的供电可靠性。 

本标准6.3.4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第8.11.5条“竖井大小除应满足

布线间隔及端子箱、配电箱布置所必需尺寸外，进入竖井宜在箱体前留有不小于 0.8m 的操作距离。当

建筑物平面受限制时，可利用公共走道满足操作距离的要求。根据实际现场运维需求，竖井的进深在不

小于0.8的情况下更符合运维要求。 

本标准 6.3.8 条文是根据建筑物防火要求和防止电气线路在火灾时延燃等要求而制定的。为防止火灾沿

电气线路蔓延，封闭式母线等布线在穿过竖井楼板或墙壁时，应以防火隔板、防火堵料等材料做好密封

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