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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kV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规范 

编 制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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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20kV作为一种城市电网配电电压，目前在世界上已被公认为可以取代10kV从而缓解城市电网供电问

题。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都已经在多年以前进行了20kV电网改造，并取得了成功。目前国

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已经进行了20kV配电电压的推广工作，因而推广应用20kV供电也成为经济社

会和电网发展的新形势，为解决配网发展矛盾，转变电网发展方式所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电力负荷也急剧增加，10kV配电网供电问题凸显。如线路供电半径不足，

在负荷密度为20～30kW/km
2
时为10～12km，40kW/km

2
时为8km。事实上，我国大城市部分开发区负荷密度

已经达30～60kW/km
2
。网损大，电能质量差，部分农村10kV配电网线损大都在10%以上，线路末端电压

过低。高负荷密度的供电难以满足。随着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工业产能升级，部分10kV供区内较高负荷

用户需要升高电压等级供电。 

2 编制主要原则 

对于新建的高负荷密度供电区，宜采用20kV配电电压。根据供配电建设或改造规划，通过技术经济

比较选择适宜的供电电压组合方式。 

20kV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应积极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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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绝缘线路设计宜实现绝缘导线及线路设备全绝缘防护的目标，以提高供电可靠性。 

20kV架空绝缘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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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选型应根据区域气象条件、地理因素、负荷特点等进行差异化配置。 

20kV架空绝缘线路的配电网设计应根据配电网的远景规划，应与上级电网和周围环境相协周，满足

负荷增长的需要。网络结构应安全可靠、经济合理、适应性强、维护方便、适度超前。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20kV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标准》的编写主要依据国家、行业的有关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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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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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2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GB 9175 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 

GB 15707 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 

GB 50061 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545 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1302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标准 

GB/T 50064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 

GB/T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DL 409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DL 5449 20kV配电设计技术规定 

DL/T 601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DL/T 1009 架空输电线路带电安装导则及作业工具设备 

DL/T 1000 标称电压高于1000V架空线路绝缘子使用导则 

DL/T 1122 架空输电线路外绝缘配置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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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1126 同塔多回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1292 配电网架空绝缘线路雷击断线防护导则 

DL/T 1519 交流输电线路架空地线接地技术导则 

DL/T 2111 架空输电线路感应电防护技术导则 

DL/T 2158 接地极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5582 架空输电线路电气设计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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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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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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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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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主要说明了的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路径选择原则和路径选择要求。 

第5章“气象条件”，主要明确了气象条件的确定原则，各气象条件下设计工况的相关规定和工况条

件。 

第6章“绝缘子和金具”，主要明确了金具的技术条件，20kV绝缘子的相关设计规定。 

第7章“绝缘配合、防雷和接地”，主要明确了20kV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防雷技术原则和接地的相关

规定。 

第8章“架空绝缘导线”，主要明确了20kV架空绝缘导线的一般设计规定、20kV绝缘导线选型和20kV

绝缘导线的架设计机电和机械要求等。明确了交叉跨越距离的基本规定、20kV绝缘导线弧垂变化下对地

交叉跨越距离和20kV绝缘导线与建筑（构）筑物的水平、垂直距离要求。 

第9章“杆塔和基础”，主要明确了杆塔的荷载、材料的相关设计规定、明确拉线等杆塔附属设施和

杆塔基础的设计要求。 

第10章“柱上设备”，主要明确了20kV柱上变压器、20kV柱上设备的安装条件、设计技术条件和绝

缘防护要求。 



T/ZJSEE 0020-2023 

23 

6 条文说明 

本标准4.1.1 市区线路路径的选择具有与一般地区完全不同的特点，其中最首要的依据就是规划。

城市的总体规划包括电力线路走廊及各种管线位置的安排，旧市区改造和电力负荷增长受各种因素的限

制，很难做到同步规划，因此，作为电力规划设计部门，应及时报出电力建设的近期和远景规划，积极

与城市规划等部门配合，避免反复更改线路路径方案，尽量争取做到统一规划。乡村地区线路路径选择

因以道路、河流为导向，尽量避开农田。 

本标准4.1.2 架空电力线路路径的选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架空电力线路的造价、安全性和

适用性影响至关重要。对各种影响因素，如地理条件、地形条件、交通条件、运行和施工条件等，进行

综合比较。对影响路径选择的重要环节，在选线时进行比较深入的技术经济比较。 

本标准4.1.3 同杆架设双回路以上的架空电力线路存在检修停电范围大、带电作业受限条件多、杆

头线路负荷割接能力差、杆型复杂，运行检修风险系数大等不利因素，故在走廊拥挤地段采用同杆双回

路架设。 

本标准4.1.4 不良地质地带易发生地质灾害，引起杆塔倾斜、沉陷。舞动是导线覆冰形成非圆截面

后产生的一种低频、大振幅的自激振动。会造成金具损坏和断线。严重的会发生线路倒塔事故。一般在

导线表面覆冰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舞动现象。 

本标准4.2.1 本条规定是考虑被跨越线路在检修时，人员登杆或杆塔上作业不受影响。 

本标准4.2.3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在现有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并规

定新建架空线路一般不得跨域房屋，且不得跨越存储易燃、易爆物品仓库的区域。 

本标准4.2.7 耐张段长度的规定是综合实际工程带电作业实施和运行情况提出的。其中农村的线路

分支多、城镇的线路负荷大，为方便运行维护、带电作业和线路改造，耐张段长度分别不宜大于1km，

0.6km。 

本标准5.1.2 110kV～330kV输电线路（含大跨越）的重现期取30年，以前20kV及以下线路设计没有

提出重现期的概念，考虑配网的加强是电力建设的一个方向，且绝缘导线线径较大，受风荷载影响明显，

所以重现期取30年。 

本标准5.5.1～5.5.8 各种设计工况采用的气温和风速是线路设计的主要依据，杆塔和导线的风压

根据最大设计风速计算，各地区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地确定设计气象条件。 

本标准6.1.2 为了减少线路运行中产生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条文中所列金具采用节能金具。 

本标准6.1.5 结合施工运行经验，一般情况下，悬挂点张力不大于绝缘导线计算拉断力的40%时，

铝芯绝缘导线可采用绝缘楔形耐张线夹不剥皮安装。悬挂点张力大于绝缘导线计算拉断力的40%时应剥

皮安装，防止出现导线滑脱或者损坏现象，推荐选用绝缘导线计算拉断力不小于65%的耐张线夹。 

本标准7.2.2 基于雷电定位的数据可以将雷电日参数精细化、合理化，在今后的雷电区域分级中，

也应该以落雷密度为主要划分依据，使用多年平均密度值可以更好的反应各地区相对雷电活动强弱。 

本标准7.2.7 规定了导线与地线在档距中央安全距离S，在有些情况特殊下S值可能小于带电部分与

杆塔构件、拉线、角钉的最小间隙。因此在设计中需注意，确保S值大于带电部分与杆塔构件、拉线、

角钉的最小间隙的要求。 

本标准7.3.1 对杆塔接地电阻的测量应在雷雨季节的晴天进行。测量时应将杆塔的接地引下线与所

侧杆塔断开，如果接地体未于杆塔断开，则接地体通过杆塔上地线与相邻杆塔有电气连接。所测得的接

地电阻将是多基杆塔并联接地电阻。 

本标准7.3.7 在人口密集地区和水田的接地体采用闭合环形，主要是为了防止跨部电压对人类的伤

害。 

本标准8.2.1 根据多年20kV运行经验的积累，且实际使用安全系数都在3.0以上，所以本次将导线

弧垂最低点设计安全系数由“不应小于2.5”提升至“不应小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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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8.2.3 因20千伏绝缘导线的使用地域范围，取消了档距大于120米的档距架设情况。将硬铜

芯导线更改为钢芯铝绞线。将铝芯和钢芯铝绞线芯的平均运行张力上限调整为17～18%。 

本标准8.2.4 增加了钢芯铝绞线绝缘导线的减小弧垂率数值。线路档距在45～55m的情况较为普遍，

存在连续档距间隔补偿，导致弧垂不一致的情况，故修改为“线路档距不大于55m时不进行补偿”。 

本标准8.3.1 一般情况下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绝缘导线负载不会达到最高值，常年运行时导线温度

并不高，最大垂直比载一般出现在最高气温或最大覆冰情况，综上可按最高气温或最大覆冰情况计算最

大弧垂。在系统事故线路短期过载运行时，绝缘导线温度才有可能达到允许温度。当架空绝缘配电线路

与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交叉时，为重要交叉跨越，同时该档档距一般较大，考虑到电流过热引起的弧垂

增大较多，应按照绝缘导线允许温度计算弧垂。由于绝缘架空配电线供电区域一般为用电负荷较大区域，

所以一般不考虑交跨标准轨距和电气化铁路，当确需交跨的，一般考虑采取电缆穿越等技术实现。 

本标准8.3.2 一般情况下架空绝缘配电线路不跨越建筑物，当架空线路确实有必要跨越建筑物时，

应当确保被跨越的建筑物无人居住，屋顶为不上人屋顶且屋顶采用耐火材料，确保建筑物及临时出入人

员安全；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跨越树木时，在计算导线与树木之间距离时，要结合树木修剪周期内的生长

速度，生长速度较快的树木应进行移植或砍伐，无法采取相应措施的应进行改道。当需要进行砍伐通道

时，应进行经济效益分析，采取较经济的方案通过林区；一般情况下20kV供电区域负荷密度较高，故不

考虑其穿越岩石峭壁、无人山区等无负荷或超低负荷区域。 

本标准8.3.3 当架空绝缘配电线路临近规划红线时，注意与规划红线内待建建筑物的水平距离；当

架空线路建设及运行期间无风偏的情况下，可适当减小水平距离。当架空线路邻近林区、公园、绿化区、

城市绿化灌木以及街道行道树建设时，要结合树木生长方向（横向生长或纵向生长）并留有足够的裕度，

确保树木快速生长期间不影响线路安全运行。 

本标准9.1.2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运行工况”、“断线工况”和“安装工况”都是指在相应的“工

况”下，可能出现的对杆塔结构产生控制作用的荷载组合情况。这种组合不一定是最严重的组合情况，

也不一定能够包容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况。荷载组合是在分析总结设计、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对杆塔结构

设计约定的标准之一。 

本标准9.1.3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运行工况包括基本风速工况、覆冰工况和最低气温工况。基本风

速工况下无冰，未断线；覆冰工况下为有冰，相应风速，未断线；最低气温工况下无风，未断线。多年

的设计和运行实践证明，这些组合是合适的。 

本标准9.2.3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材料的应用研究和推广节奏加快，对新材料在电力方面的应用也

不断深入，除了注意新材料制造的设备材料本身的安全外，还需注意由此可能引起的电力系统、周围环

境等其他安全后果，以满足强度、刚度、绝缘、阻燃、耐候、耐腐蚀等性能的要求。 

本标准9.4.2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杆塔拉线一般不跨越交通道路，当必须要跨越通行道路时，结合

道路等级及道路经常通行的车辆高度等外在因素，并留有一定的安全距离，确保不阻碍道路通行并能保

证拉线的安全。若拉线跨越道路处经常有大车行驶，则应适当增加交跨高度或者改变拉线的位置。 

本标准9.4.4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拉线绝缘子考虑断线的情况下离地2.5米，当拉线处在道路附近、

田边等地面不平的地方，拉线绝缘子离地距离应当离拉线杆塔周围地面最高点2.5米，确保地面人员无

触碰拉线上半部分的风险。 

本标准10.1.1 由于地形等因素，往往只能做到相对的负荷中心。实际柱上变压器台设置的位置更

多考虑的是便于更换和检修，其次再是负荷中心。 

本标准10.1.3 结合多年20kV运行的经验，增加变压器台架下挂综合配电箱时，综合配电箱对地距

离的要求。且20kV熔断器尺寸大于10kV熔断器，将一次侧熔断器装设的对地垂直距离提升至5.0m，各相

熔断器水平距离提升至0.55m。能更好的从装置形式上提高运行的可靠性，目前二次侧熔断器或断路器

元器件已经统装于箱体内，故删除二次侧熔断器或断路器装设的对地垂直距离和二次侧熔断器水平距离。 

本标准10.2.1 20kV线路分段结合用户户数、装机容量大小和线路长度等因数灵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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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10.2.4 柱上开关断开时存在击穿的可能，故需设置隔离开关做明显断开点，保障人员的人

身安全。 

本标准10.3.5 剥皮型绝缘接地线夹安装与耐张杆时，由于其剥皮的特性，容易使耐张线夹处出现

跑线的情况，故增加采用剥皮型绝缘接地线夹时宜安装于直线杆的内容。考虑带电作业的应用，特别是

旁路作业时利用接地线夹情况，普通接地线夹存在电流限额的情况，故增加了大通流接地线夹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