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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源中压配电网源荷预测与电力电量平衡、中压网架规划、规划计算分析与技术经

济分析、主要技术原则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规范和指导有源中压配电网的规划相关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593 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 

DL∕T 2041 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承载力评估导则 

DL/T 5729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源中压配电网 active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大量接入分布式电源、功率双向流动的 10（20、6）kV中压配电网。 

3.2 
分布式电源 distributed generation 
接入 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位于用户附近，在 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就地消纳为主的电源。 

 
3.3 

灵活性资源 flexible resource 
能够增加电力系统柔性、弹性或灵活性的源荷储资源 

4  总则 

4.1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应根据待规划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用户的用电需求，结合现有相关设施布局合

理规划配电网结构。 

4.2有源中压配电网的网架结构应具备供电可靠性、安全性、灵活性、经济性和适用性。 

4.3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应充分考虑分布式电源及具备需求响应能力的负荷的不确定性，应充分考虑并发

挥灵活性资源的调节作用。 

4.4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应与上下级输配电网络与设施相协调。 

4.5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应满足技术和环境要求，应体现全寿命周期成本最优和清洁能源优先利用原则。 

4.6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应坚持各级电网协调发展，将配电网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满足各组成部分间的协

调配合、空间上的优化布局和时间上的合理过渡。 

4.7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应参考政府相关规划相衔接，根据政府规划开展相关电力设施规划，规划成果纳

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 

4.8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方案的确定应遵循差异化原则。根据不同供电区域内电源及负荷分布特点、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用户性质等情况，通过技术经济比选最终确定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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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方案应与现有储能、电力电子设备及其他相关配电装备的制造能力与发展水平

相适应。 
 

 

5  源荷预测与电力电量平衡 

5.1  负荷预测 

5.1.1负荷预测的基础数据应包含待规划的配电网现有负荷情况、上级电网规划对待规划的配电网

负荷预测结果和电量数据等。 
5.1.2 负荷预测应包括传统用电负荷预测以及区域内各类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5G基站等负荷的预

测，对于负荷规模较大且时间分布特性与地区传统峰谷特性差别较大的，应对多个时间断面分别进行预

测。 

5.1.3 在进行负荷需求预测时应考虑多类型断面，结合不同的类型的源荷出力极限场景集合。预测结

果应适应所有源荷出力场景，保证系统的鲁棒性 

5.1.4 在有源中压配电网规划负荷预测时，需考虑到负荷作为调控资源由于参与需求响应而导致的

负荷特性的变化。 

5.1.5 在负荷预测时，宜进行多方法预测结果的比较，结合待规划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最优方案的

选 

5.2  分布式电源预测 

5.2.1 分布式电源总量预测预测应结合区域气象数据、资源评估资料、分布式电源发展规模等因素，

预测结果应包含分布式电源典型日的时序出力特性及总发电量。 

5.2.2 分布式电源分布预测应结合实际地理情况、城市发展规划、分布式电源安装需求等因素，预测

结果应包含分布式电源在不同区域的空间分布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5.2.3 分布式电源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间歇性，宜给出多种电源预测方案，经比选提出推荐方案。 
 

5.3  电力电量平衡分析 

5.3.1 电力电量平衡应结合负荷预测结果，综合考虑各类分布式电源和储能设施、具备需求响应能

力的负荷的影响，确定所需按照的设备容量。 

5.3.2 储能设备的配置容量应结合安装地分布式电源出力特性、区域实际情况等因素，储能可最大

功率充放电时间应不低于 2h。 

5.3.3 具备需求响应能力的负荷总量分析应结合负荷自身的响应特性、用户行为等方面特征，计算

以不同类型场景下的响应总量。 

5.3.4 电动汽等充电负荷需用负荷系数的具体数值应结合充电设施所在区域的电动汽车保有量、电

动汽车增速、行业标准和管理政策等因素进行设定。 

5.3.5 电力电量平衡分析应包括规划水平年电量的平衡与典型场景下的电力平衡，典型场景需包括

典型季节、典型天气、典型日期（工作日、节假日）等。 

5.3.6 负荷和分布式电源供需特征季节性差异较大时，可分季节进行电力电量平衡分析。 

5.3.7 电力电量平衡分析应充分考虑分布式电源、需求响应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5.3.8 电力平衡网供负荷计算应考虑时序特性，考虑多类型源荷储在时序上的特性，可按典型日为

单位分成多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电力系统储能充放功率、需求响应负荷功率、常规负荷功率、变电

站的送电功率、分布式电源功率等需保持平衡。 
5.3.9 电力平衡计算时需考虑不同断面下的分布式电源及负荷出力情况，分别进行电力平衡的计

算。 

5.3.10 电量平衡应以年为单位，电源的供电量等于负荷的用电量，其中电源的供电量包括通过高

压变电站输送的 35kV 及以上电网功率和 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的分布式电源电站/分布式电源输出

功率。 

5.3.11 储能在进行充放电能量计算时，需考虑其充放电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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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入分析 

6.1  电源接入 

6.1.1 分布式电源并网点应安装易操作、可闭锁、具有明显开断点、带接地功能、可开断故障电流

的开关设备。 

6.1.2 分布式电源接入中压配电网时，可配置储能装置，储能容量应根据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6.1.3 在分布式电源接入前，应对接入的配电线路载流量配电设备容量进行校核，并对接入的母

线、线路、开关等进行短路电流和热稳定校核，如有必要也可进行动稳定校核。 

6.1.4 分布式电源接入应符合 DL/T 5729中相关技术要求。 

6.2  负荷接入 

6.2.1交流用户接入应符合DL/T 5729的规定及电网规划，不应影响电网的安全运行及电能质量。 
6.2.2重要电力用户应自备应急电源，电源容量至少应满足全部保安负荷正常供电要求。 
6.2.3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接入直流侧配电网时应进行论证，分析各种充放电方式对配电网的影响。 
 

6.3  储能接入 

6.3.1储能系统接入交流侧电网应符合相关安全规定。 
6.3.2 在储能系统与公用电网的连接点处应采用易操作、可闭锁、具有手动和自动操作的断路器，

同时安装具有可视断点的隔离开关。 
 

7  中压配电网规划 

7.1  变电站规划 

7.1.1 变电站的规划应结合电力电量平衡结果，综合考虑负荷需求、分布式电源接入、空间资源条

件，电能损耗等因素，优先考虑供电范围内分布式电源的就地平衡，合理确定变电站的容量、数量、

位置。 

7.1.2 变电站的选址应综合考虑分布式电源及负荷分布、电能供应范围、市政道路等多种因素，同

时满足环保、消防、安全等相关标准。 

7.1.3 为保证充裕的供电能力及分布式电源接纳能力，除预留远期规划站址外，还应结合未来发展

需求预留一定备用容量。 

7.2  中压网架结构规划 

7.2.1 中压配电网网架规划应结合变电站位置、传统负荷及具备需求响应的负荷总量和分布、分布

式电源分布等情况，满足负荷的供电需求及分布式电源的接入需求，开展目标网架设计。 

7.2.2 对于部分源荷分布不均的区域宜采用电力电子装置进行组网，便于分布式电源的消纳。 

7.2.3 中压配电网网架规划应满足 DL/T 5729相关要求。 

8  规划计算分析 

8.1  潮流计算分析 

8.1.1 应通过量化计算，分析分布式电源接入后配电网的潮流分布情况、短路电流水平、供电安全

水平、无功配置方案、供电可靠性水平。 

8.1.2 配电网计算分析应采用合适的模型，并综合考虑分布式电源和储能设施、需求响应负荷等元

素的接入，计算分析所采用的相关数据（包括配电网拓扑结构、源荷数据等）应遵循统一的标准与规

范。 

8.1.3 配电网计算分析对电力电量平衡的时间断面进行逐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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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配电网计算应根据规划水平年的典型运行方式（包括常规场景、源多荷少、荷多源少等极限

场景）和拓扑结构，确定系统的运行状态。 

 

8.2  短路电流计算分析 

8.2.1 应通过短路计算确定有源中压配电网短路电流水平，选择电气设备参数，并提出限制短路电

流的措施。 

8.2.2 有源中压配电网的短路电流计算，应综合考虑上级电源和本地分布式电源接入情况，计算至

变电站及电源接入点。 

8.2.3 有源中压配电网的短路电流计算，应考虑不同位置的短路故障。 

8.3  供电安全水平计算分析 

8.3.1 供电安全校核应考虑源荷波动不确定性影响。 

8.3.2 供电安全校核应考虑发生故障后故障范围内分布式电源脱网情况下的负荷转供情况，校验系

统各环节负载率是否达标。 

 

8.4  供电可靠性计算分析 

8.4.1 供电可靠性指标计算方法可参照 DL/T 5729的相关规定。 

8.4.2 供电可靠性计算不考虑储能的孤岛运行。 

 

8.5  无功规划计算分析 

8.5.1 有源中压配电网应根据换流器等设备的无功调节能力，并参照 DL/T 5729 的相关规定计算无

功补偿装置的分组容量，以达到无功设备投资最小或网损最小的目标。 

 

9  智能化要求分析 

9.1  智能终端分析 

9.1.1 有源中压配电网应配置融合终端，满足配电自动化要求，融合终端应符合 GB/T 35732的规

定。 

9.1.2 有源中压配电网融合终端应能够实现分布式能源相关设备接入，并对分布式电源进行监控和

管理。 

 

9.2  通信分析 

9.2.1 有源中压配电网融合终端应能够支持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储能设备等的接入，并能够实现

对接入设备的信息采集、状态监测、负荷计算、负荷控制、负荷事件上报和有序用电管理。 

9.2.2 有源中压配电网网络应满足实时性、可靠性等要求。 

9.2.3 有源中压配电网与配电自动化系统之间的通信方式和信息传输应符合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

规定的要求，采用可靠的安全隔离和认证措施。 

9.2.4 有源中压配电网与配电自动化系统之间数据通信可采用光纤、电力线载波、电力无线专网通

信方式。 

 

10  技术经济分析 

技术经济分析应分析应考虑分布式电源消纳能力、供电能力、供电质量、效率效益、智能化水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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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分析评估指标主要包括单位供电成本、全寿命周期成本等指标。 

技术经济分析应考虑节能和环保，可包括分布式电源占比、年二氧化碳排放减少量、年二氧化硫

排放减少量等定量指标，以及电源结构改善程度、产业经济促进程度等定性指标。定性指标可根据工

程实际情况、规划结论等。 

财务评价分析可参照 DL/T 5729的相关规定。 

 

11  主要技术原则 

电压等级、容载比、短路电流水平、无功补偿和电压调整、电压质量及其监测中性点接地方式、

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相关技术原则需满足 DL/T 5729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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