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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户内变电站设计要求

第一，选址要与市政规划部门密切配合，对地面、

地面道路、地下管线、电缆通道等进行合理的规划，以

方便变电站设备运输和电缆线路的引入与引出等。在市

区内，既要考虑到城市发展规划、地区负荷增加，又要

兼顾环境影响、环境影响报告、项目评审程序等因素。

第二，户内变电站总体布局要尽量紧凑，同时兼顾

设备运输、通风、消防、安装检修、运行维护和人员撤

离等方面的考虑。车站建筑物的高度控制，必须符合本

地区的城市规划。车站外地面平面高度的确定，必须按

照城市规划的控制标高来进行，并以高于相邻城市道路

的地面高度为宜。在多栋建筑物的情况下，既要兼顾各

个单元的功能空间布局，又要兼顾其相对位置、体量和

形态的关系。变电站与其他建筑（构筑物）合建时，也

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

第三，以整体的环境为重点。变电站的通气道等小

型建筑，如采用景观小品的形式，或通过材料、色彩的

选择，使其退回到城市的环境中，从而融入到城市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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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中。根据城市规划的需要，对变电站所处的小区进

行绿化，并要合理选用绿化树种，避免对变电站的安全

运行造成不利的影响。

2　户内变电站设计和建设的关键技术

2.1 电气主接线形式选择

在满足电力系统的计划和可靠度的前提下，建议降

低电力系统的供电线路，降低供电线路。城镇户内变电

站大多为负载变电站，其供电功率大，装备等级高，负

载端电网较为完备，通常使用线变组、桥形、单母线和

单母线段等简易的接线型。

多个电压等级的变电站在的集中施工，可以最大限

度的节省用地，随着城市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多的采用。

在不同电压水平的变电站集中设置时，其对应的电源点

可以被简化。通常，在两个或更多的变电站集中施工时，

因所处位置相同，所下一次变电站的高压端与所述上一

次变电站的出线装置是共通的，从而在确保变电站的可

靠性的同时，可以极大地减少电力主接线。此外，还大

大减少了低压端的电器，使继电器的配置和二次电路的

配置大大减少。

2.2 电气设备选型及紧凑布置

由于户内变电站的主要技术指标及制冷设备的技术

指标较高，因此应选用低损耗、低噪声、自冷的电力变

压器。主机体和热沉应为分开配置，主体设在室内，散

热装置设在户外。家庭变电站的 GIS 系统应采用小型的

设备，当前 220kV GIS 的宽度约为 2 米，110kV GIS 的宽

度约为 1 米。在变电站平面截面的规划中，应采取“空

间化”的布局思想，使其与各个电压等级的进出线之

间的连接得到充分的连接；屏平面内的每个单元应按

照不同的功能进行分区设置。如主变压器等重型设备，

10~35kV 配电网的电缆多，应设置在一楼。图 2 所示的

变电站为，为了方便高架线的导入和引出，将 500kV、

220kV、66kV 气体隔离型金属密闭装置（GIS）放置在二

楼，主变压器、并联电抗器、并联电容器等配置，使电

力装置布局紧密，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变电站的占用。

2.3 预制式二次设备

在城市户内变电站的建设过程中，为实现环境友好

的理念，施工现场应尽量减少安装、接线及调试工作量，

电气设备最大程度地实现工厂内规模生产、集成调试。

在城市户内变电站设计中，主要采用预制式二次组合设

备及预制式智能控制柜。预制式二次组合设备由二次设

备屏柜（或机架）及具备承载机柜、布线、收纳线缆、

接地等的一体化框架组成，以模块为单位，在工厂内完

成集成和调试后，整体运至现场，大幅减少现场工作量。

站内公用设备，如一体化监控模块、电源模块、通信模

块、辅助模块等，宜按功能采用预制式二次组合设备。

2.4 模块化钢结构设计

模块化钢结构设计以通用的设备为基础，统一基础

尺寸，提升生产技术；推行机械化施工，减少人力投入，

降低工地的安全隐患，改善工程质量。建筑采用装配式

钢结构，工厂预制，现场机械化装配，按照行业标准，

统一标准，统一模数，做好“四节”（节能、节地、节

水、节材）工作。采用标准模数、工厂预制的围护材料。

屋面、楼板采用市场上容易购买的钢筋桁架楼板系统，

降低了施工作业。全钢框架结构，除地基为钢筋砼结构

外，其他部分均可在工厂内进行预制或现场组装，从而

大大缩短工程进度。混凝土与钢结构可按不同的施工区

段进行设计，在现场一次进行钢结构系统的吊装，同时

楼板也可采用压型钢板作为混凝土模板的组合楼板，操

作过程简便，施工速度快，节约了搭建脚手架和模板的

时间，而且各个分项工程可以同时进行而不会相互影响。

3　城市户内变电站建设的发展趋势

（1）集中集约建设变电站，组成联合建筑为更大程

度地节约用电，城市户内变电站可多电压等级变电站集

中建设，与非居建筑联合建设，实现集约用地，改善建

筑风格，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如 1 座 500kV 变电站与 1 座

220kV 变电站，或 1 座 220kV 变电站与 1 座 110kV 变电站

集中在一个位置建设，与办公楼、商场等非居建筑合建，

实现负荷就地消纳，资源充分利用。

（2）电力设备的生产更加紧密。在城镇室内变电站

的建造中，与传统的建筑物相比，它的主变压器和高电

压的分配装置占据了两个平面的空间。为了让城市室内

的变电站与建筑的环境更为和谐，要求对低压配电网进

行更小的改造，从而采取了一种紧凑制造和组合设计来

减少其安装的高度。在智能技术发展的今天，电力一次

与二次电力系统的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以间隔为导向

的一次设备集成已经从最初的功能集成扩展到功能集成，

向纵向的间距功能集成和站控层功能的纵向集成发展。

（3）采用三维设计技术近期，由于 3D 技术的出现，

使得在城市室内变电站的设计中，繁琐的环节，以及不

宜纠偏的职业冲突，都能看的一清二楚。比如暖通工程

中的埋设和土建结构，电气一次专业的设备交迭错误；

可视化光缆铺设路线，精确测量长度；“一键式”的设计

更改等都可以轻松解决。

（4）全寿命周期内建设绿色环保变电站。电气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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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标准化选择常规通用设施，以便于操作和维修；通过

模块化的结构和预制的电气装置，可以使变电站在的工

厂式预制和分拨，缩短了生产时间，从而达到了全生命

周期的绿色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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