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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MW新建火力发电厂施工电源设计与运行 

王晓飞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三期发电厂  331100 

 

前言 

施工电源设施作为电建工程中的临时设施，具有建设周期短、

投入时间早、服役年限短、负荷波动大、线路调整多、运行环境差

等特点。在满足安全和使用要求下，设备选择和系统配置上对经济

性的考量比重较大。 

一、施工电源总容量选择及设计依据 

依据总平面图布置和施工组织总设计，结合里程碑计划和工序

安排，施工电源总容量存在一定差异性，高峰时用电容量也不尽相

同。《火力发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导则》规定，两台 1000MW 机组同

时施工时，施工箱变容量应考虑按 8000—10000kVA、高峰用电负荷

按 6500—8500kW 进行配置。 

施工低压电源应采用三相五线制，以 380/220V 电压供电动力及

照明用电，配电变压器的台数及容量应按负荷分布情况确定，变压

器应尽量靠近负荷中心，其合理供电半径以 500m 为宜， 大不超

过 800m。从 400V 低压开关盘到现场主配电箱再到各分配电箱，以

敷设电缆的方式供电。 

二、主要用电负荷及箱变容量选择 

在建设中，用电负荷性质和大小随工程进展随之发生变化，主

要表现为四个阶段； 

阶段 主要工作 主要用电负荷 负荷大小（kVA）

厂平 

阶段 
厂区五通一平、办公和生活区临建 办公用电、生活用电、场地抽排水、零星建筑用电 800-1000 

土建 

阶段 
厂房建设、土方开挖、地下管网、道路等 塔吊、混凝土振捣泵、模板切割机、钢筋加工机械、照明、排水泵等 2000-3000 

安装 

阶段 
吊装、焊接、电梯、热处理、照明 塔吊、金属热处理机、行车、电动工器具、施工电梯 6500—8000 

三、就地箱变容量计算与选择 

依据区域内施工组织设计，结合工期工序安排，列出主要负荷

清单，对无法统计的负荷参照类似工程进行预估。按清单统计，考

虑变压器裕度后，选择变压器容量。 

序号 主要用电设备 额定功率Pj（kW） 投入数量（台） 综合用电系数k kPj（kW） 

1 A 排外塔式起重机 40 2 0.5 40 

2 人货电梯 9.5 1 0.5 4.75 

3 组合场 40t/42m 龙门吊 87 1 0.5 43.5 

4 卷扬机 20 4 0.5 40 

5 电焊机 18 60 0.3 324 

6 液压提升装置 33 1 0.3 9.9 

7 焊接热处理设备 300 2 0.3 180 

8 其它用电工具 100 1 0.3 30 

 ∑k Pj  672.15 

9 P1室内照明负荷合计  15 

10 P2室外照明负荷合计  10 

箱 变 容 量 ： S1 =1.05[ ∑ k Pj/COS φ +0.8 ∑ P1+ ∑ P2]=1.05 ×

672.15/0.75+15+10=966.01kVA，箱变容量选取1250kVA。公式详见

《火力发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导则》。 

四、某工地施工电源系统 



建筑施工管理 
第 3 卷 ◆ 第 6 期 ◆ 2021 年 6 月 

92 

1、电气主接线设计 

 

该系统满足施工现场用电需要，结构简单、经济性较好，可靠

性一般。该系统设计具有一定前瞻性，考虑到送出工程建设进度滞

后厂内主体工程进度的普遍实际，在规划阶段就考虑了一定容量的

调试容量，避免后期主体工程等待外送调式电源发生，导致工期拖

延，成本增加。本系统不含施工生活区。 

2、系统设计不足与优化的方向 

1、五台就地箱变仅从两台 10kV 开关柜引出，不能有效实现单

一故障精准定位和有效隔离，扩大了停电范围。建议采用变压器与

开关一对一接出等方式。 

#1、2、3 施工箱变高压侧接同一开关柜。施工中，多次发生一

台变压器高压电缆因车辆碾压、土方开挖、重物堆压等导致损伤，

造成#1、2、3 施工箱式变压器同时停电。 

2、箱变围绕主厂房和加工场等负荷中心布置。而煤场、烟囱等

区域面积大，负荷小且零散，未单设施工变，低压供电距离远，在

用电高峰时，电压偏低。施工中多次因电压低至电梯停运。同时电

压低易至设备过流损坏。建议在保证重点区域的同时，在负荷零散

区域设置小型变压器等。 

3、主电源仅有一路外供电源，可靠性不高。在对侧变电站检修、

线路或设备故障时，施工电源被迫停电，至大量作业无法开展，窝

工造成经济补偿和工人流失。建议在预算充足情况下设两路进线电

源。 

4、未设计应急柴油发电机，在突然断电时，不能保证塔吊、金

属热处理、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关键工艺、关键区域的连续供

电，易导致质量缺陷、设备损坏和安全事件。建议各施工标段均配

不小于 300kW 的柴油发电机，在突然停电时应急供电。 

5、未设计无功补偿装置，功率因素偏低，至电网公司考核造成

经济损失。在建设中，尤其在两阶段，动力设备（电动机、电焊机、

变压器等）占主要设备，感性负荷多，且存在“大马拉小车”现象，

需从电网吸收大量的无功，至供电功率因素低于电网公司要求的

0.85，至功率因数考核。建议在箱变内设无功补偿装置，将功率因

素补偿至 0.9 以上，避免考核，同时提高电能质量利于设备运行。 

6、施工变压器配置过于简单。建议施工变压器选择高低压侧自

带电压调整分接头的箱式干式变压器，高低压侧设总电源开关，低

压侧自带不少于八路馈线电源开关。同时在高压侧和低压馈线开关

配计量装置，保护配置齐全。确保使用安全， 多限度较少现场维

护工作量。 

五、施工与运行注意事项 

1、电气设施的布置，按总平面布置和施工组织设计，本着电缆

敷设 短、 简原则布置在负荷集中区域。设施布置不得影响正式

工程的施工组织、机械站位、地下管网等施工，避开高空落物造成

设备损坏。 

2、高低压电缆宜地埋敷设，有效避免架空线给施工带来的阻碍，

减小安全风险。不同电缆不宜同沟敷设，在某一路径发生外力破坏

时，可避免集中破坏至大面积停电。同时在电缆故障时便于故障点

查找和定位，区分带电电缆。严格做好电缆标识、隔离和防护等措

施，减少外力破坏事件发生。 

3、严控设备运行环境，满足电气设备运行环境要求。 

在配电间设暖通、除湿、除尘、防鼠等设施，严格落实电缆沟

道、隧道等防火封堵等，确保设备运行的湿度、温度等达标，无鼠

害发生。在雨季、大雨时、高温时段，及时对设备运行环境进行专

项检查，防止漏水、渗水、温度高、潮湿等发生。在早晚温差大季

节，防止设备结露等发生。 

4、配专业运行维护队伍，严格落实和执行“两票三制”、“操作

监护制”等。 

在建设中，电源系统的维护通常委托给施工单位，运维人员经

验不足、业务不精，管理松散等问题。设备运行、维护和管理较投

产后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设备运行环境较差，设备问题不能及时发

现和消除，尤其是高压和二次部分。建议配置专职专业的运行维护

队伍，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5、现场备适量的易损元器件（如 PT 保险，开关、按钮和指示

灯等），故障时及时更换，防止事故扩大。 

结语 

电力工程建设，电能供应现行，确保施工供电系统安全、稳定、

可靠供应至关重要。尤其在关键工艺、关键作业时连续可靠供电直

接关系这安全与质量。作为临时设施，准确把控经济性与可靠性，

避免停电导致现场窝工、打乱生产部署，导致窝工补偿、工期调整

和工人流失等。 

【参考文献】 

[1]《火力发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导则》（DL/T 5706-2014）。 

[2]《新编火力发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手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 

[3]《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电气一次部分）》，中国电力出版

社。 

[4]《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NB/T 10096-2018）。 

[5]《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