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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用户对住宅小区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

智慧用电的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智能电网的建设带动了电力技术的迅猛发展，新设备、新技术普遍应

用，配电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对住宅小区的智能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同时，随着近年来国

家对新能源的大力发展，住宅小区对新能源的探索也迈出了新的步伐。 

为了促进新建住宅小区工程高品质、高质量发展，满足居民用户不断提升的高品质用电需求。结合

新技术、新标准来规范20kV及以下住宅小区配电工程建设工作势在必行。 

2 编制主要原则 

20kV及以下住宅配电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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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住宅配电系统设计应以提高20kV及以下配电网供电能力和电能质量为前提推进住宅小

区配电工程建设的标准化、智能化为目标。 

20kV及以下住宅配电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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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住宅配电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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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住宅配电系统设计规范》的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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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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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0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005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T 36040 《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 

GB 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 

JGJ 242 《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DL/T 5700 《城市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规范》 

GB/T 3906 《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T 12325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 12326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54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15543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DB33/1121 《民用建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置与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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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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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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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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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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主要说明了的住宅配电系统设计的技术要求。 

第5章“供配电系统”，主要明确了20（10）kV住宅配电系统设计规范的供配电方式、用电负荷计算

和电源的接入方式。 

第6章“配电建筑及设备”，主要明确了20（10）kV环网室、配电室和电能计量间等电气设备的所址

的选择、配电设备的布置等相关设计规定。 

第7章“配电线路选型与敷设”，主要明确了20（10）kV电缆的一般设计规定、20（10）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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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分布式电源”，主要明确了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的并网电压等级、并网设备的装置要求以及

并网容量的选定。 

第9章“电动汽车”，主要明确了充电桩设备的安装方式及充电桩设备的配建比例。 

第10章“不停电作业”，主要明确了不停电作业的作业方式及安装位置。 

6 条文说明 

本标准5.1.1 居住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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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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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居住区内的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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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A主要列出了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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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5024；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用电负荷等级划分参照现

行GB 50067；人民防空地下室用电负荷等级划分参照现行GB 50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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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列为二级负荷。 

参照1-《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2022表3.1.1；2-《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

防火规范》GB 50067-2014第9.0.1 消防水泵、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防排烟设备、电动

防火卷帘、电动防火门、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用电设备，以及采用汽车专用升降机作车

辆疏散出口的升降机用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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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Ⅰ类汽车库、采用汽车专用升降机作车辆疏散出口的升降机用电应按一级负荷供电； 

2 Ⅱ、Ⅲ类汽车库和Ⅰ类修车库应按二级负荷供电； 

3 Ⅳ类汽车库和Ⅱ类、Ⅲ类、Ⅳ类修车库可采用三级负荷供电。 

3-《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2005中表7.2.4。 

本标准5.1.2 不属于特级、一级和二级的用电负荷为三级负荷，三级负荷可采用单电源单回路供

电。 

参照《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第5.1.2分散充电设施负荷等级为三

级。 

本标准5.2.1 参照DLT 5700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应符合城市发展规划及区域电网规划，应同步

规划供配电设施。选址和建设应具有较强的适应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本标准5.2.2 参照DL/T 5700 居住区建设规模及终期用电容量大小，确定居住区供配电方式，遵循

安全环保、经济实用、适度超前的原则。应满足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同时宜充分考虑分布式电源接入的

需求。 

本标准5.2.3 参照《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第5.2.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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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3二级负荷

宜采用双回路供电，每回线路应能承受100%的负荷。《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 第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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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11住宅小区的供配电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1 住宅小区的20kV或10kV供电系

统宜采用环网方式。 

本标准5.2.5 推荐在住宅小区内宜釆用户内配电站方式以美化居住环境，提高供电可靠性。箱式变

电站根据现有的运行经验，设备在5年的故障率较高，现箱式变电站大部分仅限用于临时施工用电和路

灯变。本条从应用方向上推荐采用配电站，一次性将配电站合理布局到位，以避免重复建设。 

参照《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第7.5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应按以下要求安装配

电设施：——多层住宅宜设置室内配电站；——高层住宅应设置室内配电站，其中，超高层住宅应根据

负荷分布，在建筑物中间楼层增设配电站；——不应使用施工用临时配电设施供电，不宜使用预装式变

电站（箱变）供电。《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2—2011第4.2.3 当配变电所设在住宅建筑外时，

配变电所的外侧与住宅建筑的外墙间距，应满足防火、防噪声、防电磁辐射的要求，配变电所宜避开住

户主要窗户的水平视线。 

本标准5.2.6 参照《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第7.6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宜采用

全电缆布置。当低压配电网采用低压架空线路时，导线应使用架空绝缘电缆。《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

规范》GB 55024-2022第6.1.3 民用建筑红线内的室外供配电线路不应采用架空线敷设方式。 

本标准5.2.7 参照《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Q/GDW 1738-2020第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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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5.2.8 参照《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第7.8居民住宅小区配电站应配

置自动无功补偿装置，补偿后功率因数不低于0.9。 

本标准5.3.1 每户用电负荷与住宅建筑面积大小和住宅标准有直接关系，同时，还受地理环境、居

住人群、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 

参照《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第4.1居民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配置应与区域

特点、小区规模、负荷性质、用电需求相适应，应符合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维护方便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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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5.3.2 参照《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2—2011第4.1.1 住宅建筑配变电所应根据其

特点、用电容量、所址环境、供电条件和节约电能等因素合理确定设计方案，并应考虑发展的可能性。

DLT 5700 3.0.2 根据居住区建设规模及终期用电容量大小，确定居住区供配电方式，遵循安全环保、

经济实用、适度超前的原则。应满足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同时宜充分考虑分布式电源接入的需求。 

本标准5.3.3 参照《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2—2011第3.4.1对于住宅建筑的负荷计算，方

案设计阶段可采用单位指标法和单位面积负荷密度法；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宜采用单位指标法

与需要系数法相结合的算法。 

本标准5.3.4 工程设计中，常遇到消防负荷中兼用其他用途的负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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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计入其平时使用的

用电容量。 

本标准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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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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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第3.5.3 当消防用电设备的计算负荷大于火灾切除

的非消防负荷时，应按未切除的非消防负荷加上消防负荷计算总负荷。否则，计算总负荷时不应考虑消

防负荷容量。 

本标准5.3.7 参照《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第6.3.1居民住宅小区内的公建

设施和配套商业用房应按实际设备容量计算用电负荷。 

本标准5.3.8 参照《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第6.1.2居民住宅小区由多台配

电变压器供电的，小区用电负荷应按每台（组）配电变压器的供电区域分别计算。《住宅建筑电气设计

规范》JGJ 242—2011第3.4.3 住宅建筑用电负荷采用需要系数法计算时，需要系数应根据当地气候条

件、采暖方式、电炊具使用等因素进行确定。 

本标准5.3.9 参照《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第6.4.1居民住宅小区内的电动

汽车快充装置按实际设备容量计算用电负荷。6.4.2除电动汽车快速充电专用区域外，居民住宅小区内

的其他车位宜按慢充方式计算用电负荷，每个充电设施充电功率按8kW计算。 

本标准5.4.3 参照《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 第 3.4.1 条“当用电设备的安装容

量在250kW及以上或变压器安装容量在160kVA及以上时，宜以 20kV或10kV供电当用电设备总容量在 

250kW 以下或变压器安装容量在160kVA 以下时，可由低压380V/220V 供电”进行修改。 

本标准6.1.1 原条文参照《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的8.2 和8.3 ，增加环

网室、配电室预留移动发电车或储能车的进入通道。 

本标准6.1.3 《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2018的8.4中规定：当条件受限时，可与

公建设施结合，并避免与居民住宅直接相邻，并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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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气设备无关的管道和线路不应在开关站、配电站内通过； 

——不应设在厕所、浴室、厨房或其他用水场所正下方处，不宜设在与上述地方相贴邻的地方，相

贴 邻时，相邻的隔墙应做无渗漏、无结露的防水处理。 

本标准6.1.5 本次参照《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中的4.10.3，“民用建筑内的变电

所对外开的门应为防火门，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本标准6.1.6 按《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2—2011第4.2.2条的规定制定。 

本标准6.1.7 参照《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中的7.10，环网室、配电室根据

建（构）筑物与设备火灾类别及危险等级配置灭火器。 

本标准6.1.8 参照《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中的6.2.9“为了防止电缆浸水后

可能造成事故和防止配电室内温度太大，规定位于室外地坪以下的电缆夹层、电缆沟和电缆室应采取防

水、排水措施。如防水层处理不好或施工时保护管穿墙处堵塞不严，很容易渗水。特别是在严寒地区，

沟内有积水后，基础会冻胀，造成墙体开裂。因此，应保持地下电缆沟的底部坡度并设置集水坑，或采

取其他有效的防水措施，以便将沟内的积水排走”。 

本标准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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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对公用计量采用全地上层设置计量间的方式。 

本标准6.2.2 参照《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2—2011第3.3节，规定了每套住宅用电负荷不

超过12kW时，应采用单相电源进线；用电负荷超过12kW时，应采用三相电源进线。考虑各地方的用电差

异和管理方式不同，本条将“应采用”改成了“宜采用”，以便各地方参照使用。 

本标准6.2.9 参照《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 448—2000第9.6条规定，“借助电能计量计

费系统和远方自动抄表系统，加强对电能计量装置的运行状况的动态分析”。建设智能电网是国家发展

战略，居住区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作为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客户，是实

现供电智能可靠、提升服务品质，增强电网综合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与一次

配电系统同步设计，同步建设，是注重资源共用，避免重复建设。 

本标准6.3.1 参照《20kV配电设计技术规定》中的7.3.3“开关站宜采用成套开关设备(开关柜或环

网柜)，开关设备应根据系统要求采用断路器或负荷开关。断路器的短路开断电流应不小于20kA”。 

本标准6.3.2 按《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DL/T 404—2007第3.131条，

LSC类别指丧失运行连续性类别，是根据主回路隔室打开时其他隔室是否能继续带电而划分的设备分类。

LSC2类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是指除单母线开关（控制）设备的母线隔室外，任一隔室打开时不影响其他

隔室继续带电。 

按《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DL/T 404—2007第3.132条，IAC级设备指

经试验验证满足在内部电弧情况下能保护人体规定要求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此项规定是

确保运行巡视操作人员人身安全的有效技术措施。 

本标准6.3.4 环网室选用断路器柜能有效缩小故障范围。 

本标准6.3.5 对变压器的馈线柜采用组合电器能更快速隔离变压器故障，因熔管动作时间短，可与

上级断路器有效配合。 

本标准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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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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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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标准建议配变选用GB 20052规定的二级及以上能效等级要求。 

 本标准6.3.12 明确低压开关柜柜型及母线、开关等选用要求，同时减少停电时间，提高抢修效率，

实现不同厂家低压开关柜互换，提出统一外形尺寸和母线拼接尺寸要求。 

本标准6.3.14 明确低压电缆分支箱结构、出线开关及外壳选用要求。外壳防护等级IP44为防止固

体异物和防溅水。 

本标准6.3.15 明确无功补偿装置和谐波治理相关要求。 

本标准7.1.3 3根单芯比1根普通三芯电缆投资较大。 

本标准7.1.5 电缆截面积的选择：① 计算回路电流；② 综合考虑环境温度、敷设方式、并列条数、

间距大小等影响因素，初选截面积；③ 校验末端压降是否满足规范要求；④ 满足压降要求后，还应校

验电缆动、热稳定。 

本标准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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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为保证线路的安全运行，避免相互干扰、方便维护管理，强电和弱电竖井宜分别设置。 

本标准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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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