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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大型综合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变配电房选址是设计

方案重点。结合可靠、安全、经济着眼点出发，根据工程特性、负

荷类别、负荷容量、周边环境、供电可提供条件及后期运行维护等

要点,合理考虑方案设计。 

项目取得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前期用地资料的收集是必不可少

的。在项目的前期方案设计阶段,就应该根据本工程建设规模特性、

功能要求、场地条件、开发节奏,收集项目周边市政配套信息,如变

电站、供电路由、供电电压、可供接入容量、周边环境及接入点等

信息。在以上资料基础上,计算项目的总用电负荷,综合规划高压接

线路由接线方案,并深入沟通本地分管供电公司,研究接入变电站、

环网柜，开关站，配电房的具体选址可行性。 

1、变配电房的设计选址 
变配电房的所址选择所考虑的经济和技术因素主要有以下几

点:深入负荷中心,进出线合理和设备运输便捷,按规范不应设在厕

所、浴室、厨房、泳池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且不宜贴邻,

另外对已确定的易燃易爆仓储或设备已确定的，应合理避让。如燃

气调压站等应保持合理距离；在住宅建筑内不应与住户及疏散出口

贴邻,考虑强弱电互相干扰等不宜与智能化机房、消防监控中心等贴

邻。环网柜一般设置建筑红线交界处，属于供电公司资产，开关站

尽量靠近环网柜，避免因中间联络电缆过长，如损坏影响停电范围

较大，经济损失较多。 

公共建筑选择配电房一般选址地下室，减少室外占地面积节约

造价。根据供电设计要求，一般设计在最下层地下室的上一层。但

住宅配电房应选址在地上，除供电公司要求外，更有防止地下水淹

保证居民用电的需求。变配电房的低压供电半径设计要求一般 150

米但不超过 250m,距离较大时应验算回路的电压损失，合理增大电

缆规格。 

大型建筑群体在考虑以上因素以外还要考虑建设开发周期问

题，环网柜和开关站优先考虑第一期开发项目，相关高低压路径应

按项目开发顺序合理设计，避让后开发项目。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线

路改迁，产生经济损失。 

供电部门对专变和居配的变配电房的净高要求一般不等，但至

少 3 米,应注意确保空间净高满足要求。当设在地下室时,应采取通

风和防潮措施。如在困难情况下，设在地下室最底层时,应抬高地面

300mm 以上,另须设双电源集水坑泵进行排水。箱式变电站具有结

构紧凑、运行可靠、操作方便的优点，一般分欧式箱变和美式箱变

两种。一般幼儿园、小型社区中心等规模较小项目选择箱变比较合

理。 

2、变配电房的设备选型 
建筑变配电房的设备选型与变配电系统的主接线方案设计方

式有关。作为继电保护和自动测量的地点，一般 10kV 开闭所或高

压配电室要求选用高压手车式开关柜(中置柜),:终端配电房的高压

柜按当地供电部门要求一般采用中置柜或环网柜。民用建筑通常选

用干式变压器和电容器。低压柜分抽屉柜、固定分隔柜或固定柜。

住宅单台变压器容量不宜大于 1250kVA，公建单台变压器容量不宜

大于 2500kVA。 

3、变配电房的设备布置 
变配电房布置要求设计合理,便于设备的操作、运输、检修和巡

视,并适当预留增容空间。江苏省内应根据《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

标准》DGJ32J11-2016 的相关规定进行以下设计:变配电房操作和维

护通道宽度、设备与外墙及设备相互之间的间距;变配电房的耐火等

级。 

4、变配电房相关技术问题 
4.1 高压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高压系统的短路电流的大小主要由系统短路容量、回路阻抗、

高压系统接地形式和短路故障类别等因素决定。按照计算最大短路

电流值,可以校验电气设备的热稳定、动稳定及分断能力,整定系统

保护装置:通过核算最小短路电流值,可以设置系统灵敏系数,我们先

要收集供电部门系统短路容量的数据,然后用标幺法计算短路电路

中所有元件的阻抗标幺值,再通过网络变换算出短路点各分路的阻

抗标幺值,最终计算出短路点的总短路电流。目前相关供配电设计规

范中均有相关要求，设计时应以规范为准，相关规范已综合考虑安

全性及可靠性。 

4.2 负荷分级及计算 

负荷分级应以《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作为依

据,其他如《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2008 附录 A 只能作为

参考。一级负荷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其中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

供电尚应增设应急电源: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宜由两回线路供电:三

级负荷则对电源和线路无特殊要求。满足双重电源的定义一般由不

同变电站引入。有些地区要求同一变电站不同变压器母线引入等。

主要是不会同时中断供电。因地区电网在主网电压上部是并网的,

所以很难得到严格意义上的两个独立电源。民用建筑中最可靠的备

用电源主要选择柴油发电机,。EPS 和 UPS 则一般分别作为应急照

明和计算机负荷的备用电源。但备用电源是与主电源相对独立的电

源。当主电源断电时,备用电源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自动或者手动投切,

保证用电的可靠性。民用建筑中消防系统负荷属于由备用电源供

电，柴油发电机设备选型时应考虑消防负荷与非消防负荷的一二级

电源区别开，有些非消防负荷在消防灭火系统启动时须切断的，柴

油发电机选型时不再考虑该部分负荷以节约造价。 

4.3 高、低压供配电系统的主接线方式 

供配电系统 10kV 供电系统一般有拓扑式、树干式和环形供电

三种方式。配电高低压系统通常采用单母线或单母线分段形式,根据

要求不同一般选择高压分段，低压联络互投或高压互投低压联络。

根据经济性，一般选择第一种方式较多。低压配电系统一般有拓扑

式、树干式、两种方式较多。如小区地库选择拓扑式，地上高层选

择树干式。 

4.4 低压电器的选择 

低压电器应分别按正常和短路工作模式来进行选择。需计算配

电系统中各点的短路电流和回路计算电流,设置合理的短路保护和

过载整定电流保护设备。上下级断路器的动作应具有选择性,不允许

越级跳闸。例如下一级断路器动作时间约为 0. Is,上一级断路器延时

的级差通常取 0.2s.保证时间合理选择性。  

5 结束语 
如上所述,变配电房设计综合方案合理设计能有效地确保供电

可靠性、安全性、保障供电质量、减少投资和运行成本。方案设计

是否合理的关键,值得我们反复优化,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设

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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