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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配电所设计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分析
黄松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自贡供电公司沿滩区供电中心，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其中自然是离不开
电力配电的开发与应用，电力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
重大影响，配电所设计与运行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大量问题，
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安全事故，所以这也是存在
诸多安全隐患的原因。所以，在电网运行中的过程中必须要
做到安全第一，目前这也是需要供电企业亟待解决解决的问
题。本篇文章围绕着变电所设计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展开
了一系列的分析探讨，最后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
够为我国电力发展带来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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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站和变电站的设计是工程建设中一项非常普遍和重
要的工作。它所涉及的技术极为复杂繁琐，而且具有很强的
局限性与规范性，在保证其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同时还要按
国家规定强制性执行。要搞好变电站的设计工作，既要严格
执行国家有关规范和规定，还要满足当地供电部门的相关需
求，不然就会发生各种意外，从而影响最终的施工质量。

一、变电所和配电所的名称
工程设计不能随意命名。在设计文件中泛泛使用“变配

电所”的名称是不恰当的。“变配电所”是变电站和配电站的
统一名称。它特指某一类别或主题，应分别称为“配电站”
或“变电站”。“变电站”的设计为“10kV及以下交流电通过
电力变压器供电电气设备”；对“配电站”的解释是：“只有
高压配电装置起开，合闸，配电的作用，母线上没有主变压
器”。在变电和配电装置中有时，主要功能的升，降包括高，
中压配电装置[1]，简称“变电所”中压配电为主要功能，包括
3~10/0.4kV的变压器，称为“配电所”。

二、带电导体系统的型式和系统接地的型式
根据IEC-TC64条例，配电系统具有三相四线等带电驱

动方式和TN-C-S方式等系统接地方式两个特点。明确指出
“三相四线式是带电式配电系统的一种，三相是指L1L2L3三
相，四线式是指通常流过电流”，并进一步指出“TN-C，TN-
C-S，TN-S，TT等地面配电系统为三相四线式”。低压配电电
压应为220V/380V带电导体系统[2]。单相双线系统、三相三线
系统、三相三线系统和三相四线系统。在设计文件中，TN-S
和TN-C-S接地类型的划定会造成混乱，系统的接地类型一般
以变电站或变压器的供电范围为准[3]。中性线N和保护线PE仅
在局部发现时称为TN-C-S方式，例如当建筑物或地板相隔较
远时，或TN方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充电侧电器的外露导体单
独接地时，可局部调用TT系统。

三、分级分类术语和标准计量单位
设计文件中的分类等各种用语，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统一，不得混淆。如常用用语：电气负荷应称为一、二、三
类负荷，此处用“类”无类”，将防雷建筑物称为一、二、三
类防雷建筑物，此处用“类”不用“级”新的防雷规范不分
工业、民用，屋顶防雷网的网格大小也应以新规范为标准。
将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分为01区和02区，爆炸性粉尘环境

危险区分为1011区，火灾危险区分为21区、2223区，其中，“区
域”既不是“类”也不是“级”。火药、炸药、弹药和烟火制
品的危险场所分为I类、II类和III类危险场所[4]。其中“类”不
是“区域”。其他术语也必须正确使用。比如公文中应该使用

“断路器”“变电站”，不应该使用“自动开关”“变电站”等。
所有的单位都是由人名转换而来的。以及所有小写字母，如
kV、mv、kvar和km。

四、对土建的要求
（一）防火挑檐
在车间附设的变电所中选择的淹没式电力变压器，变压

器门顶部有的没有设置防火屋檐[5]。建筑标准GB50053-94强
制性规定第6.18条规定：“多层，高层主楼地下有易燃电气设
备的，下部外墙开口上方须设置不少于10米的宽度”。

（二）安全出口
有的配电室长度超过7米但靠近同一端，设计只有一个或

两个出口[6]。这不符合规定，长度大于7米的配电室必须有两
个插座。

（三）梁高
有些设计在考虑内部净空时没有考虑梁的高度。由于变

电站跨度较大，梁高可达800mm，因此在民用条件下进行层
高标高时必须考虑梁高。

（四）值班室
有些设计把服务室放在难以接近的内角。其中规定“有

人在配电站值班时，应设有单独的值班室。值班室应与室外
或门口相连。”

（五）电缆沟
有的变电站分两排布置的低压配电板只布置在屏底和后

槽内，两排屏槽之间不相互连接。宜将所有主电缆沟槽和控
制电缆沟槽连接在内部。

（六）电缆分界室
有些标界室不符合供电部门的要求，供电局要求10kV用

户安装导线标界室作为工程的主要供电室。电缆标界室应位
于供电线路入口附近，建筑物外墙附近。面积一般为6mx3.5m
或约20mm2，净高不得低于2.7m，净高至少18m电缆夹层，并
设置600mmx600mm的孔。

电缆标界室一般位于无地下室建筑的一楼；无论地下有
多少层，电缆标界室都必须设在底层。电缆标界室由供电局
管理，因此电缆标界室的门必须向公众通道敞开。

（七）电力安全
电力系统想实现安全可靠运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

一，根据变配电所设计的实际情况和电力供应的状况，对电
力设备、仪器仪表、功率测试等进行正确配置，以确保电力
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其次，实行电力设备采购管理，一
方面应加强采购控制，确保采购电力设备的合格率。另一方
面，购买的电力设备也必须经过严格测试，以确保其规格，
质量和型号符合要求标准。第三，安排专职维修保养人员，
定期维修设备及电力线，及时处理现有的安全风险，避免
安全问题的扩大。为了保证配电网的正常运行，我们必须采
取科学的技术措施，加强防护罩和绝缘缩热管等材料的使用
率，可以显著降低电网污染的可能性，此外，还可以安装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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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器以降低空气湿度，防止出现污染问题等，影响电力设备
的运行。

五、结束语
随着我国电力配电网工程的质量控制与管理工作的不断

进步，机电设备运行管理的发展也是稳步上升，变配电所系
统的设计还是依旧还是存在大量隐患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到
电网运转效率，还造成了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应该及时优
化电力设备，加强设计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电力的发
展。变电所的合理设计能够有效促进电力工作的开展，还能
够实现经济效益的快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大力
研究此系统，为我国电力的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刘雪优.10kV变配电所接地网的设计与安装策略[J].现

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0,10(10):46-47+57.
[2]袁涛.精细化工厂10k V及以下变配电所土建暖通提资

方案的设计及研究[A].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第五届
全国石油和化工电气技术大会论文集[C].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
应用协会: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2020:4.

[3]朱超平,刘珍珍,郑云水.基于BIM技术的铁路变配电所
线缆敷设优化[J].铁路计算机应用,2020,29(07):40-44.

[4]王宁.铁路10kV变配电所微机保护与监控系统[J].电子
世界,2019(08):174-175.

[5]杜芳.浅析10KV变配电所主要一次、二次电气设备的
选择[J].冶金管理,2019(03):60+84.

[6]王维栋.高校10kV变配电所电气设备的检修与维护分
析[J].通信电源技术,2018,35(05):153-155.

作者简介：
黄松，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自贡供电公司沿滩区供电

中心。

上接第264页

三、提升五年制高职药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
（一）创新改变教学方法
为了面对信息化时代，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应该学

习先进的教学理念、改革教学的和常用软件，拓宽备课思路，
紧跟信息化时代发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师培训是最
重要的部分。如何上课，如何上好课，如何把握学生的心理，
如何处理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困惑的。培养教师，生动
的讲解，精彩的案例，先进的教学设备和软件，如电影电视，
幻灯片音频等，已成为现代教学的趋势。通过培训，使每一
位教师都能使用多媒体。只有解决教师的观念，才能促进学
校教育技术的发展，使多媒体辅助教学在教学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学校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传达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
必要性。

（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培养和谐的师生关系，要从师生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心学生。当然，要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教师独自努力还不够。和谐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尊
重教师、热爱学生、教导他人和造福他人的关系。它也是一
种和谐而亲密的关系，具有民主、平等、相互尊重的特点。

（三）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基于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动力普遍较弱，学习积

极性，主动性不高的特点，创新教学模式，改变过去单一的
纯理论教学，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让学生做到学中做，
做中学。因此，从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各方面来提升学生的课
堂体验感、获得感是有效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希望从事职
业教育的同仁在构建理实一体化课程时充分考虑到学生学习
的内在心理需求。

（四）建立学业导师制
学业导师制是学校选定专业素质高，教学能力强的专业

教师，结合专业特点指定相应专业同学定向指导。指导教师
利用业余时间，指导学生从事技能训练、科学研究、创新创
业训练等；同时通过一对一或一对多指导学生，让学生学会
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导师结合思想教育、技能比赛、
第二课堂等工作和活动，对所带学生进行指导，培养他们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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