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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分布式建设变电站的站用电系统探讨

林立华

深圳供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 深圳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逐渐加快，为解决深圳地区变电站的落地难问题，变电站采用了分步式建设方

式。本文根据分布式建设变电站的建设方式及管理方式，并结合变电站配电装置楼的实际用途，分析了站用电系统的

功能和负荷类型，提出了一种利用施工电源作为站用电源的方案，通过与传统站用电系统的对比，总结了分步式建设

变电站的站用电系统的建设方式、设备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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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圳的不断发展与扩大，深圳的供电需求与日

俱增。作为输送电力重要设施的变电站也逐渐深入到了

城市中心负荷密集区。但随着人们自我保护意识的增

强，对变电站建设产生所谓的“邻避效应”。以各种方

式抵制变电站落户，使市政和电网建设规划的实施变得

十分艰难。

另一方面是由于深圳用地紧张，不能带来直接商业

效益的变电站之类的市政设施用地因为历史原因拖而未

建、迟建甚至被挤占，等到周边居住用地住满人之后变

电站的建设自然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导致送电难，建

站更难。

正因如此，在城市中心地带和敏感区域，推出分步

式建设变电站，即先建设变电站土建部分（另外含变电

站地网、站内电源、照明系统等），根据电网发展再远

期进行电气设备安装。那么采用此种方式建设变电站，

电气设备暂时不上，那么建筑等其他方面用电该怎么解

决？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 变电站的站用电设备的一般布置

低压配电屏的位置应综合考虑操作巡视方

便、缩短供电距离，减少噪声干扰等要求。110kV、

220kV变电站宜布置在主控、继保室内， 变电站宜

在场地中央合适位置设置中央配电室， 低压配电屏

布置在中央配电室内，主控楼专用 低压配电屏布置

在主控楼内。

2)站用电负荷宜由站用配电屏直配供电，对重要负荷

应采用分别接在两段母线上的双回路供电方式。站用配

电室所有通向室外或临室(包括电缆层)的孔洞，均应以阻

燃材料可靠封堵。

3）当站用变压器采用户内布置时，每台油浸式变压

器应安装在单独小间内。采用干式变压器时，110kV、

220kV变电站宜与10kV高压开关柜并排布置在10kV高压

室，500kV变电站宜与380V低压配电屏一同布置在站用

配电室内。

4）变压器室应有检修专用的门或可拆墙，其宽度应

按变压器宽度至少加400mm，高度按变压器高度至少加

300mm确定。对1000kVA及以上的站用变压器，在搬运时

可考虑将油枕及防爆管拆下[2]。为了运行检修的方便，站

用变室可另设维护小门。

5）单独设置的站用配电屏室应尽量靠近站用变压

器室。

6）成排布置的站用配电屏，其长度超过 时，屏

后的通道应设两个出口，并宜布置在通道的两端；当两

个出口之间的距离超过 时，其间应增加出口。

7）应在 低压配电屏内留有足够的备用回路。

8）站用配电屏室可开窗，但应采取防止雨、雪、小

动物、风砂及污秽尘埃进入的措施。

9）站用变压器容量选取， 变电站宜选用

站用变压器， 变电站宜选用315kVA或

站用变压器， 变电站宜选用 或

站用变压器，实际工程可根据该站实际用电负荷

进行计算后选择。

2 常规变电站的站用电特点

常规建设模式的变电站土建电气一起建设，变电站

建成投产后交由运行单位管理。变电站建设时，由施工

单位申报施工电源，作为变电站建设时的临时用电系

统，当变电站建成后，该临时用电系统拆除，变电站由

站用电系统供电。 及 变电站宜从主变压器

低压侧分别引接两台容量相同、可互为备用、分列运行

的站用工作变压器。每台工作变压器按全站计算负荷选

择。当变电站只有一台主变压器或只有一条母线时，其

中一台站用变压器的电源宜从站外引接。站用电低压系

统应采用三相四线制，系统额定电压380/220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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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规站用电系统由站内10kV开关柜引接，设2台

站用变压器，站用电系统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相邻两

段工作母线间可配置分段或联络断路器，宜同时供电分

列运行，并装设自动投入装置。当任一台工作变压器退

出时，专用备用变压器应能自动切换至失电的工作母线

段继续供电。同时站内还设有直流系统，保证变电站设

备的用电。

常规站用电系统负荷主要有设备的操作电源、检修

电源、照明电源、暖通电源、消防电源、视频监控电

源、通信电源等。

分步建设变电站的站用电特点

分布建设变电站指：变电站土建部分提前建设，站

内电气设备、配套线路一般在5-10年后建设投产的变电

站，以下简称分步式变电站。只针对独立占地、采用南

方电网公司标准化设计的变电站采用土建电气分步式建

设，暂不考虑半地下、地下及嵌入式附建变电站等。由

各供电局、基建部、资产管理部在规划阶段提出分步式

变电站建设需求，由资产管理部统筹将需求纳入相关电

网规划中，并初步提出一期工程投产时间。同时结合实

际负荷需求，若有必要也需在规划中明确二期工程投产

时间，一般不得早于一期工程规划投产时间后5年。

当变电站采用分步式建设模式后，先建设土建部分

（另外含变电站地网、站内电源、照明系统等），变电

站站内土建设施一并建设完毕，电气设备待电网发展需

要5-10年后建设。此时站内建筑建成后，仍交由运行单位

管理。运行单位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政府部门对建筑的政

策要求，运行单位可自行决定建筑的使用方式，可以作

为仓库、办公室等，但不管作何用途，均需要进行建筑

内的二次装修。根据运行单位要求，虽然变电站站内暂

时不建设电气设备，变电站内建筑也要进行简单装修，

同时考虑建筑的防水防盗等，站内建筑应有消防设施、

视频防盗系统等。

因此，虽然变电站分步建设，但是变电站内的简单

照明、消防电源、视频监控电源,火灾报警是必须的。

基于上述两种建设模式变电站的特点，站用电系统

的建设也相应的有两种建设方案。第一，施工电源的临

时用电在土建完工后不拆除，继续为变电站内的负荷供

电；第二，站用电系统与土建同时建成，站用电系统的

设备一次建成[3]。

两种建设的方案的对比

两种建设方案各有利弊，以110kV变电站为例，方案

一：由施工电源作为站内的临时供电电源，施工电源与

站内电源相同，土建完工后不需在另行建设，即可保证

站内用电。方案二：站用电系统全部建设，但由于站内

无电气设备，仍需外引两回路电源作为2台站用变压器电

源。同时远期电气设备建设时间不定，如果间隔时间较

长，已建成的交流屏等低压设备面临运行环境恶劣、寿

命变短等风险。详细的方案对比如下：

方案一 方案二

建设方案

施工电源作为站用电

电源，施工完成后不

拆除，电气设备建成

后，再由完善的站用

电系统替代。

站用电系统全部建成，但

由于无电气设备，双回路

电源仍需外面引接。远期

电气设备建成后，再转由

站内10kV供电。

站用变压器 1台，100kVA 2台，200kVA

低压交流屏

不建设，土建建成后

由配电箱带站内所有

负荷

建设完成，但由于电气设

备不建设，交流屏大部分

馈线回路处于备用状态

接线方式 单母线接线 单母线分段接线

安装位置

变压器作为施工变压

器，未安放于配电装

置楼内。配电箱安装

于配电装置楼内。

变压器和交流屏均按终期

建设情况，安装于相应的

设备房间内。

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一般
站内未建设空调等，环境

一般，但好于方案一

能否满足负

荷需要
能够满足 能够满足

土建与电气

建设间隔期

的影响

不占用配电装置楼内

房间，不影响配电装

置楼在建设间隔期内

的使用。

站用变布置于10kV室、交

流屏布置于主控室，影响

该房间在间隔期内的使用

经济比较
投资较少，配电箱成

本不到1万元。

投资较高，除多一台站用

变压器外，还多出一套交

流屏系统，造价约40万元

运行费用

由于是外引电源，站

内用电需要由运行单

位出资。

外引双回路电源，用电出

资费用更高。

是否推荐 推荐 不推荐

由上表可以看出，方案一在分步式建设变电站中，

作为土建与电气建设的间隔期内使用，是最经济、最合

理、最适合的。

推荐方案的建议

由于该方案是由施工电源不拆除，作为变电站临时

的供电电源。由于分布式土建与电气的建设周期至少相

隔5年，那么施工电源建设时应按至少使用7年以上设

计，包括施工变压器的布置位置、安装环境，以及配电

箱的选择等。主要应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施工变压器布置在变电站内时，不应影响变

电站的后期使用，同时变压器应设置永久的防雨防涝措

施，保证变压器的运行环境。

第二、施工变压器会作为站用变压器使用5年以上，

因此该变压器的容量选择可根据施工电源投资主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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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的管理方的管理模式并考虑经济性综合考虑进行

选择。

第三、施工电源10kV线路的电缆也应满足使用年限

的要求。

第四、交流配电箱的安装位置应在变电站主体建筑

完工时确定，同时照明、视频等电源的布线应按永久设

施安装。

第五、整个供电系统应满足管理单位对主体建筑临

时使用的用电需求。

结束语

随着深圳电网的发展，分布式建设的变电站会越加

广泛，随之而来的就是变电站的站用电系统的选择问

题。因此，从变电站的管理模式、利用情况来综合考虑

变电站的负荷情况，做到站用电系统切合实际，经济合

理。本文只是对分布式建设变电站的站用电系统的一种

模式进行探讨，希望抛砖引玉，探索出一种成熟可靠的

站用电系统用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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