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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编制目的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电网发展，规划引领。根据《横峰县城市

总体规划（2016-2035 年）》，围绕“电网规划与区域发展一体化”

的核心原则，坚持“以规划为引领，以网格为单元”，实现“规划-

建设-运行”一体化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策略，提出横峰电网发展的总

体目标与规划技术原则，确定 2019-2035 年横峰电网规划方案、建设

规模以及资金需求等，为未来电网的建设与改造提供指导，满足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助推上饶实现“大美上饶”城市发展目标，为把

横峰建设成为新兴经济门户、旅游营运中心和最美田园城市提供电力

支撑。

一是服务城市经济发展，满足城市用电需求。

电网是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电网规划应作为

城市总体规划重要部分，指导电网建设，满足用电需要。以加强 110

千伏及以上主网架建设，优化 10 千伏电网结构，着力构建与横峰县

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地区环境相协调、与清洁能源接入相融洽的

配电网，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安全、可靠、

优质的电能。

二是构建合理目标网架，预留电力站址廊道。

以政府部门提供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规、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为

依据，准确把握产业布局、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重心，结合城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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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确定饱和负荷密度下的站址廊道需求，

并补充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三是落实本质安全，提高供电可靠性

遵循“安全发展、清洁发展、协调发展、智能发展”的电网发展

新思路，按照“落实本质安全，全面深化资产全寿命周期理念、强化

精准投资、提高效率效益”的配电网规划新理念，统筹电网规划工作。

1.2 规划的基本思路

依据《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Q/GDW 1738-2012）、《国

家电网公司配电网规划内容深度规定》（Q/GDW10865-2017），落实

《配电网典型供电模式》等研究成果，紧扣供电可靠性，坚持资产全

寿命周期管理理念，统筹配电网建设和改造。

遵循文件《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十三五”220 千伏及以下电网滚动规划工作的通知》中的要求，

充分考虑电力需求的增长以及负荷的空间分布情况，贯彻电力与经

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方针，与城乡规划总体规划相结合，满足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质量，并坚持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统筹协调、突出重点的规划思路，更好地体现社会效益和

企业效益。以提高供电可靠性为目标，提升发展理念，坚持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建设与改造并举，全面建设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灵活可

靠、经济高效的现代配电网。

具体规划实施的指导思想如下：

（1）协调发展的原则：电网规划应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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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城乡发展总体规划。同时，配电网规划应与上级电网规划相适应

协调。

（2）远近结合的原则：合理考虑电网结构和变电站布点，提前

预留线路走廊和站址，为今后发展留有余地。电网应重视建设时序，

远近期有机结合，建设初期的城区主干线路径和变电站站址宜根据地

区负荷发展的规模一次性建成或预留。

（3）安全可靠的原则：积极采用运行可靠、技术先进、自动化

程度高、占地少、维护少的设备和装置，应用紧凑型线路，同塔双（多）

回、大截面导线、全封闭式组合电器、快速保护等先进适用技术，保

障电网安全。

（4）体现差异规划的原则：按城乡一体化的原则，在规划中强

调可靠性分析，确定各 10kV 线路的接带容量、分段数和联络率，根

据不同规划区域对可靠性要求进行分类，每类规划标准应满足相应的

规划目标和建设标准。

（5）安全与经济协调原则：电网规划既要保证供电可靠性，又

要考虑电网建设的经济性，应首先充分立足现有电网资源，避免重复

建设和过度投资。

（6）可持续发展原则：配电网规划应坚持场所环境以人为本，

做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规划中充分考虑环保和美

观。配网规划具有较强的可拓展性和运行灵活性，应能充分满足未来

城市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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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制依据

本规划遵循的主要设计文件：

(1)《国家电网公司配电网规划内容深度规定》（Q/GDW10865

-2017）；

(2)《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Q/GDW 1738-2012）；

(3)《城市配电网技术导则》（Q/GDW 370-2009）；

(4)《城市配电网运行水平和供电能力评估导则》（Q/GDW

565-2010）；

(5)《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令》（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第 599 号国务院令）

(6) 国家、行业企业制定的其他电网规划、设计和运行类技术导

则和规范；

(7) 横峰县城乡规划局编制的《横峰县城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横峰县城区 2020 年道路网络规划方案图；

(8)《农村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DL/T 5118-2010）；

(9)《农网建设与改造技术导则》（Q/GDW 462-2010）。

(10)《国网发展部关于印发配电网典型供电模式的通知》国家电

网发展规二〔2014〕21 号文；

(11) 横峰县建设局编制的《横峰县城市总体规划》

(12) 《江西省配电网规划设计导则》，江西省电力公司



5

2 电网现状分析

2.1 供电区域

国网横峰县供电区域包括横峰县所辖的新篁乡、葛源镇、龙门乡、

港边乡、司铺乡、岑阳镇、青板乡、姚家乡、司铺乡、莲荷乡共 7 乡

2镇。供电区域土地面积为 655 平方公里，供电人口为近 23万。

图 1 横峰供电公司供电范围

2.2 电网现状

2.2.1 电网规模

截至 2018 年底，横峰供电区现有 110 千伏公用变电站 2 座，主

变 4 台，容量 143MVA，线路 4 条, 线路总长度 68.262km，其中，架

空线路长度 67.662km，电缆线路长度 0.6km。共有 35kV 变电站 4 座，

主变 8 台，容量 47.45MVA，线路 7条, 线路总长度 89.763km，其中，

架空线路长度 74.51km，电缆线路长度 1.59km。10 千伏公用配变 795

台，公用配变容量 18.9530 万千伏安，专用配变 491 台，专用配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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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7.457 万千伏安，10千伏主干线路 41条，其中公用线路 35条，

专用线路 6条，总长度 345.118 公里。（见附图 1）

2.2.2 用电情况

2018 年横峰供电区全社会用电量 4.1724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289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4.71%；2018 年，最高负荷 6.77 万千

瓦，同比增长 9.6%。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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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战略形势

（1）根据江西省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深入贯彻

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全面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改善城市形象，

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把全省城市建设得更加宜居宜业、精致

精美，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为落实《江西省城镇

体系规划（2015-2035 年）》和《上饶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等上位规划要求，根据上饶市横峰县发展战略定位，横峰电网

需进一步提高供电能力、提升供电质量和建设智能互动型电网。

（2）保障电力供需平衡。地方经济社会电力需求与电力供应之

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一是县城区现有配电网难以适应城区日益增长

的负荷需求，加快县城区配电网升级改造迫在眉睫；二是城市规划考

虑电力设施布局内容不多，城区电源站址和线路廊道资源缺乏，电力

规划项目难以落地；三是城区规划与电力规划建设时序不对应、解决

方法、途径不多，造成电力建设项目难以推进。

（3）提升电网本质安全。区域内无电源支撑，电力供应主要来

源于其他县区，区域内小水电、光伏补充。进一步加强 220 千伏电源

点，提升电网本质安全。

（4）满足新能源等多元负荷发展需要。随着分布式光伏、电动

汽车等多元负荷的发展以及用户对用电可靠性的要求，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对电网提出刚性需求。解决电网建设的投资与电

力负荷增长和园区发展不完全对应、政府支持电力建设政策、电力建

设外部环境优化等问题，建设高可靠性电网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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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力需求预测

3.1 影响因素分析

3.1.1 电动汽车发展

(1)“十三五”期间，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和经济大环境的深

远影响，电动汽车是未来发展趋势。结合《上饶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专项规划（2016-2035 年）》，至 2035 年，按每百户车辆拥有率达

为35%估计，横峰共有4.375万辆汽车，考虑电动汽车所占比例为40%，

电动汽车 1.75 万辆。

(2)将电动汽车类型分为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公务车(环卫

车、物流车、通勤车等)四种类型，结合常规充电、快速充电、电池

更换三种充电方式，并考虑各类汽车出行行为，分析如下表。

表 1 2035 年横峰供电区电动汽车负荷预测

电动汽车

分类
私家车 出租车 公交车 公务车 合计

所占比例 87% 4% 3.00% 6% 100%

电动汽车

数量(万

辆)

1.5225 0.07 0.0525 0.105 1.75

日耗电量 10 kwh/日 70 kwh/日
275kwh/

日
20 kwh/日 --

充电方式

及时间

20%为快速充电(8

点至 17 点)，80%

为夜间充电(17

点至第二天 7 点)

快速充电

(8 点至 19

点)

快速充电

(6 点至 18

点)

20%为快速充电(8

点至 17 点)，80%

为夜间充电(17 点

至第二天 3 点)

--

每个时间

点负荷

(万千瓦）

8 点到 17 点为

3.38 万千瓦，18

点至第二天 7点

为 9.37 万千瓦

8点至19点

为 4.45 万

千瓦

6点到18点

为 12.0 万

千瓦

8 点到 17 点为 0.5

万千瓦,17 点至第

二天 8 点为 1.7 万

千瓦

最大负荷为

27.5 万千瓦，

时刻为 18 点

至 21 点。

至 2035 年，电动汽车最大负荷为 2.75 万千瓦，出现最大负荷时

间为 18至 2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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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光伏电站发展

国家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一直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并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措施，结合横峰地区光伏电站规划情况、光伏扶贫发展情

况，以及未来家庭分布式光伏的增长情况，分析如下表。

表 2 横峰供电区分布式新能源装机预测

电压等级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5 年 2035 年

110kV 50 50 50 100 100 150 300

35kV 0 0 0 0 0 60 60

10kV 7.005 33.605 44.905 48.088 53.627 78.456 116.43

380/220V 3.28 4.578 6.278 6.98 8.24 12.46 18.33

合计 60.285 88.183 101.183 155.068 161.867 300.916 494.76

至 2035 年，横峰光伏装机容量为 49.4 万千瓦。考虑分布式光伏

容量置信度为 17%，其置信容量为 8.39 万千瓦。

3.2 预测结果

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及参照其他相似地区的用电指标，采

用人均综合电量法及负荷增长率法进行负荷预测。

表 3 横峰供电区电力需求预测结果

年份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5年 2035年

全社会最大用

电负荷（MW)
67.77 75.90 88.36 99.86 113.79 131.62 168.49 324.53

全社会用电量

（亿 kWh）
4.1724 4.6 5.1 6.1 6.9 8 10.3 26.8

预计至2035年，横峰供电区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26.8亿千瓦时，

全社会最大负荷将达到 324.53MW。十三五后三年，全社会用电量及

用电负荷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2.6%、13.1%。2020-2035 年全社会用电

量及用电负荷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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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网规划建设情况

4.1 规划目标

借鉴国内一流电网标准，打造省内领先、中部一流的绿色、开放、

互动的坚强智能电网，电网主要指标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110 千伏及以上电网方面：全面构建以 220 千伏变电站为电源支

撑的 110 千伏链式供电结构，形成布局合理、运行灵活、安全可靠的

输电网络。

10 千伏及以下电网方面：建设以完善的网络结构为基础、先进

优良的设备为保障、配网自动化平台为支撑的层次分明、结构坚强、

理念先进的现代便捷友好性配电网。

4.2 优化 35 千伏及以上主干网

（1）构建双环主干网架，提升电网本质安全

至 2025 年，横峰电网形成以 220 千伏岑阳变和 110 千伏莲荷变、

110 千伏回垄变、110 千伏虹桥变为核心的链式供电结构；搭建层次

分明、运行灵活、安全可靠的高压输电网络，提升电网本质安全。

（2）推进分区供电，严控运行风险

结合上饶市主网规划，主网规划中将 220 千伏电网逐步划分为 4

个独立供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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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上饶地区 220kV 主网规划

图 5 上饶地区 110kV 主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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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广丰~信玉片区、广丰~广灵片区、信州~信玉~铅山片区、

信州~广灵~铅山片区；

其中横峰供电区域属于信州~信玉~铅山片区。主要由上饶、城北、

天佑、杨梅、岑阳、张家等 6 座 220 千伏变电站供电，信州、信玉、

铅山等 3 座 500 千伏变电站之间形成以双链结构为主、双射+单链结

构为辅的220千伏电网结构，每条双链结构连接两座220千伏变电站，

每条双射+单链结构连接一座 220 千伏变电站。

全面优化分层分区供电，提高分区供电能力和区间互济能力。逐

步对横峰电网消除重要输电通道上多级电磁环网带来的安全隐患，并

解决局部短路电流超标问题。针对电网密集、短路电流超标的分区，

进一步缩小分区范围，严控安全风险。

4.3 加强配电网升级改造

（1）做好供电保障，服务社会民生。实现中心城市（区）高可

靠供电，打造上饶高可靠性核心区，以点带面，高起点、高标准建设

配电网。按照标准化、精益化、实用化、智能化的建设思路，推进新

型城镇化配电网建设。规范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将住宅小区供

电工程纳入配电网统一规划，规范管理。按照差异化需求推进农村配

网建设，解决重过载、卡脖子、电压不合格等问题，满足农村生产生

活用电需求，服务新型现代化农业。

（2）优化完善结构，消除薄弱环节。构建灵活可靠的中心城市

（区）网络结构，逐步提高高压配电网中双侧电源结构的比例，加强

站间联络，提高站间负荷转移能力，提升供电灵活性和可靠性。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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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城镇地区网络结构，消除薄弱环节，提升电网抵御严重事故能力。

逐步强化农村地区网络结构，采用多种技术手段，逐步缩小供电半径，

解决安全隐患多、低电压等问题。

（3）推进标准配置，提升装备水平。以智能化为方向，全面提

升配电网装备水平，推行标准化建设。优化升级配电变压器，推进高

效节能配电变压器的应用，大力推进老旧配变、高损配变升级改造；

推进开关设备智能化发展，重点升级改造防误装置不完善、操作困难

的开关设备，提升配电网开关动作准确率。

（4）提高自动化水平，实现可观可控。按照差异化原则推进配

网自动化建设，逐步实现配电网可观可控。配合一次网架同步建设配

电通信网，不断提高专网光纤覆盖率，全面提升带宽和可靠率，提高

配电通信网对配电自动化、用电信息采集、地县一体化调度等业务的

支撑能力。按照“全覆盖、全采集、全费控”建设要求，全面建设用

电信息采集系统，推进用电信息的自动采集。

规划期内，横峰新增 1 座 220 千伏变电站，2座 110 千伏变电站，

新增变电容量 50万千伏安，线路 36公里。其中，2019-2020 年，无

项目。2021-2025 年，新增 110 千伏莲荷变（100MVA），220 千伏岑

阳变（300MVA）、2030-2035 年，新增 110 千伏青藤变（100MVA）等

3座变电站。（见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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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造中心城区高可靠性供电示范区

5.1 高可靠性供电示范区域

高可靠性供电示范区为横峰县县城区，含老城区、工业园区、城

南新区，总面积约 22.259 平方公里。

图 6 高可靠性供电示范区域

5.2 供电区概况

横峰县县城区用户数约为 45632 户，用电量为 1.6508 亿 kwh，

最大用电负荷 48.1MW，户均配变容量为 2.72kVA/户。2018 年该片区

统计情况详见下表。

表 4 配电网基本情况统计表

供电区

域类型

供电面积

（km2）

用户数

（户）

用电量（亿

kwh）

最大用电负荷

（MW）

户均配变容量

（kVA/户）

C 23 45632 1.6508 48.1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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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县城区电网现状

横峰县城区供电区域面积 22.259 平方公里，现由 110 千伏虹桥

变与 110 千伏回垄变主供。35千伏变电站 0座；10 千伏开闭所 3 座，

分别为县城开闭所（老城区）、大官塘开闭所（工业园区）、城南开

闭所（城南）；

5.3.1 110kV 及以上电网情况

横峰县县城区共有110千伏变电站2座，分别为110千伏虹桥变、

110 千伏回垄变，主变 4 台，容量为 143MVA。其中，110 千伏虹桥变

位于白沙岭，有 10千伏间隔 11 个，目前已使用 10个，2018 年变电

站最大负荷为 36.3MW，最大负载率为 60.7%；110 千伏回垄变位于工

业园区内，有 10千伏间隔 20 个，目前已使用 19个，2018 年变电站

最大负荷为 35.8MW，最大负载率为 47.1%，如下表所示：

表 5 变电站明细表

变电站

名称

电压等

级(KV)

主变

台数

容量

构成

变电总

容量

(MVA)

10kV 出

线间隔规

划总数

10kV 已

用出线

间隔数

投运时

间
站址位置

变电站

最大负

荷(MW)

负载率

(%)

110kV虹

桥变电

站

110 2
31.5+

31.5
63 11 10

2006/7

/12

上饶市横峰

县白沙岭
36.3 60.7

110kV回

垄变电

站

110 2 40+40 80 20 19
2010/8

/31

上饶市横峰

县工业园区
35.8 47.1

5.3.2 35kV 及以下电网情况

横峰县县城区共有 35kV 线路 0 条，10kV 线路 9 条，总长度

55.84km。

（1）电网结构：县城供电区的 9 回公用线路中，7 条线路有联

络，联络率为 77.8%；满足 N-1 条数为 2 条，通过率为 22.22%；

（2）装备水平：10kV 线路以架空线路为主，运行年限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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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线路共 1 条，运行年限在 10~15 年间的线路共 3 条，运行年限在

5-10 年间的线路共 6条.

（3）供电能力：10kV 重载线路 2 条，为 10kV 县城 I 线和 10kV

县城 II 线，临近重载线路 2 条，为 10kV 回城 I线和 10kV 回城 II 线。

5.3.3 配电台区情况

横峰县县城区配变共 401 台，容量为 179.821MVA，其中公变 181

台，容量为 81.46MVA，专变 220 台，容量 98.361MVA。

表 6 配电网基本情况统计表

变电站 台变数量(台) 容量(MW)

公变 220 98.361

专变 181 81.46

总计 401 179.821

5.4 存在问题

（1）电网结构方面：

电网结构薄弱：辐射线线路多，多为站内联络，10 千伏 N-1 通

过率仅为 22.22%，不能满足现状.

图 7 电气联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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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 回垄变电站 10kV 长河线、10kV 城南开闭所 10 千伏南窑线

供电半径过长，并且均存在重的跨区供电情况；

（2）运行方面：

1、县城区配电网可靠率不高，可靠率目前为 99.932%，用户年

均停电时间超过 5个小时，特别是对于一些重要用户供电受到挑战；

2、县城区发展迅速，园区企业电网接入条件备受挑战，因此急

需打破目前的电力廊道形势，满足园区的快速发展；

3、随着城南新区的发展，目前已有城南开闭所已经不能满足城

南新区的负荷发展需求，城南的迅速发展对于电网造成巨大的挑战；

4、设备重过载方面：截至目前，共有 32台配变发生重过载，其

中已有项目或者已经解决的共有 6 台；其余项目通过运维手段解决配

变。

5、跳闸情况：县城区 2018 年共发生跳闸次数 12次，其中县城

I线跳闸 3次，县城 II线跳闸 3次，迎宾南线跳闸 3 次，回城 I 线、

回城 II线各跳闸 1 次，故有必要对老城区县城 I 线和县城 II线、迎

宾南线进行改造。

表 7 10kV 配电线路跳闸次数

所属市公司 运行单位 变电站 线路 跳闸次数 时长 图形定位

国网上饶供电

公司

国网江西

横峰县

虹桥 110kV

变电站
10kV 县城 I 线 3 50:35:46 GIS 定位

国网上饶供电

公司

国网江西

横峰县

虹桥 110kV

变电站
10kV 县城 II 线 3 7:57:43 GIS 定位

国网上饶供电

公司

国网江西

横峰县

回垄 110kV

变电站
10kV 迎宾南线 3 6:12:57 GIS 定位

国网上饶供电

公司

国网江西

横峰县

回垄 110kV

变电站
10kV 回城Ⅱ线 1 0:32:02 GIS 定位

国网上饶供电

公司

国网江西

横峰县

回垄 110kV

变电站
10kV 回城Ⅰ线 1 0:23:28 GIS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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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网架电源点

横峰县目前没有 220 千伏电源点，目前横峰县用电均从铅山供

应，上级电源输送距离远，线路损失电量较大；

城南网格片区缺乏电源点支撑。按照城南片区远期发展需，城南

网格片区供电仅仅依靠回城 I 线、回城 II线供电不能满足要求，随

着未来城南片区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增设开闭所落点，解决水南片区

的用电问题。

7、建设环境

横峰县县城区电网规划与城市建设沟通较为紧密，基本能够符合

城市的发展需求，但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管道建设并未完全到位，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阻工现象偶尔发生，要加强与当地用户的沟通；

8、建设资金

横峰县县城电网较为薄弱，改造所需资金较大，前期改造资金不

足，仍有部分线路、设备未得到改造，因此建议加大对县城区的资金

投入，建设高可靠性配电网。

5.5 新增站点，提升电网保障能力

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老城区、城南新区、工业园区建设运

行，规划期内新增 1座 220 千伏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 30万千伏安，

线路 10公里；新增 1 座 110 千伏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 10万千伏安，

线路 8 公里。形成 110 千伏单链、10 千伏环网为主的网架结构，打

造成变电站—开闭所—环网柜的三级供电结构。

220 千伏岑阳变：主供老城片区和城南新区负荷增长需求；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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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千伏虹桥变 10千伏县城开闭所、110 千伏回垄变 10千伏城南开

闭所的压力（2018 年县城开闭所最大负载率为 85%，城南开闭所最大

负载率为 78%）；并且为 110 千伏虹桥、莲荷变提供接入电源。

110 千伏莲荷变：满足城南新区负荷增长需求；减轻 110 千伏回

垄变的负荷压力。

5.6 落实站址，满足供电质量要求

中心城区 220 千伏变电站多布置在县城边缘地带。110 千伏变电

站深入负荷中心，保障供电质量。

220 千伏变电站选址情况。岑阳变：兴安街道下曹村、莲荷乡上

下石村；目前该项目已取得项目选址意见书；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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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千伏变电站选址情况。莲荷变：兴安街道回龙村姜家村小组。

图 9

5.7 提升 10kV 配电网用电可靠性

5.7.1 目标

构建以开闭所为核心的网架结构，以供电可靠性 99.99%为目标，

通过实施配电网标准化网架提升专项工程，10 千伏网架结构标准化

率 100%，10 千伏配电线路联络率 100%，10 千伏配电网 N-1 通过率

100%。

表 8 配电网基本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单位 目标值

1
供电可靠性

县城区平均供电可靠率 % 99.991%

2 县城区年户均停电次数 次/户 0.65

3 实施配电网

标准化网架

提升专项工

程

10 千伏网架结构标准化率 % 100%

4 10 千伏配电线路联络率 % 100%

5 10 千伏配电网 N-1 通过率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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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技术原则

5.7.2.1 组网原则

供电模式选取

根据远景年负荷预测结果，横峰县县城区网格为 C类供区，考虑

对 C 类供区的可靠性要求等指标，远景年 10kV 电缆网络主干网以开

闭所为核心节点，次级网可采用开闭所直供用户、开闭所供出单环网

接线的模式为主的网架结构。过渡期间，10kV 电缆网络主干网应结

合远景年网架可采用以环网柜为关键节点的双环网柜结构。

图 10 开闭所式双环网接线模式

图 11 开闭所进出线供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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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多分段单联络接线模式

图 13 单环网接线模式

5.7.2.2 负荷分配原则

（1）线路装接容量：10kV 公用线路配变平均装接容量分别控制

在经济容量 10000kVA。其中工业线路控制在 6000kVA—8000kVA，商

业居民线路控制在 8000kVA—12000kVA。

（2）线路分段数：开闭所出线不易超过 4 段的要求，每分段线

路负荷控制在 2MW 以内。采用“变电站-环网柜”方式作为过渡方案

时，分段应达到 3-5 段的要求，每分段线路负荷控制在 2MW 以内。

（3）开闭所装接容量：开闭所容量在 10000~20000 之间，同时

两段母线的负荷尽量平衡。

5.7.2.3 配电设备选择

（1）一般要求

配电网设备的选择应遵循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的理念，坚持安全

可靠、经济实用的原则，采用技术成熟、少（免）维护、低损耗、节

能环保、具备可扩展功能的设备。

配电网设备要有较强的适应性。变压器容量、开关遮断容量应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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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理的裕度，保证在负荷波动或转供时满足运行要求。

（2）开闭所

开闭所适用于上级变电站 10kV 间隔资源紧缺的负荷密集区域，

10kV 母线采用单母或两个单母线接线，宜配置 2 路进线，6~12 路出

线。开闭所规模为 4 进线 8 出线，主建筑为开关室一座，占地 13 米

×8.4 米，室内布置 10kV 开关柜、站用变柜、保护屏等。

站区建一层建筑物一座，建筑面积 96.77m
2
，高度 6.44m。

建筑及装修设计按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工程“两型三新一

化”建设技术要求进行设计。全站建筑物采取外墙保温节能措施，外

墙装修采用粉刷处理，窗户采用铝合金窗，外门采用防火防盗门。

图 14 建筑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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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建筑地下室及首层平面图

图 16 建筑立面及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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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网（室）柜

环网柜适用于变电站/开闭所电缆主干网，10kV 母线采用两个单

母线接线，宜配置 1～2 路进线，2～6路出线，占地面积 160 平米。

站址应接近负荷中心，利于用户接入。土建按最终规模设计，设

定场地设计为同一标高。 环网室均为全户内，配电装置均布置在室

内。

站区建一层建筑物一座，建筑面积 52.5m2，高度 4.5m。

图 17 建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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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建筑屋面图

图 19 建筑立面及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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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电室

配电室10kV母线宜采用单母线接线或两个单母线接线，配置1～

2回进线、1～2台变压器，单台容量可选用 500、800kVA，采用双接

入方式时还应配置双向投切负荷开关。

（5）箱式变压器

箱式变压器一般用于配电室建设改造困难区域，如架空线路入地

改造地区、配电室无法扩容改造的场所，以及施工用电、临时用电等，

其单台变压器容量可选用 400、500、630kVA。

（6）柱上变压器

柱上变压器布置应尽量靠近负荷中心，容量根据负荷需要选取

200、400kVA，10kV 侧采用跌落式熔断器开关。

（7）导线截面选择

配电线路导线截面依据发热条件、负荷容量进行初选，以电压损

耗条件、经济电流密度、机械强度条件作为校验。导线截面选择应考

虑设备正常寿命周期内负荷增长。

架空线路主干线截面宜采用 240mm2，分支线截面宜采用 185、

120、50mm2。

电缆主干线铜芯电缆截面宜采用 500、300mm2，分支线铜芯电缆

截面宜采用 240、120、70mm2。

5.8 电力需求预测

5.8.1 指导思想

按照饱和负荷进行开闭所选点，按照负荷发展进行建设；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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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开闭所点，39个环网室（环网柜），2019 年建设的开闭所应按

照远景年负荷发展的要求进行考虑，此次主干网架形成后，随着负荷

发展，结合规划，逐步形成远景网架。

5.8.2 网格及供电单元划分

依据《横峰县供电区网格化规划成果》，横峰县共划分为 3 个网

格，13个供电单元。 分别为老城区，城南新区，工业园区三个网格；

其中老城区网格由 3 个供电单元组成，城南新区网格由 5个供电单元

组成，工业园区由 5 个供电单元组成；

5.8.3 负荷预测

基于用地性质的负荷密度指标法主要是把未来城市规划方案及

现有用地使用状况作为用地类型的基本指标。其关键做法为，首先把

供电区域划分成更小的若干个小地块，统计现状负荷情况并详细分析

各小地块的负荷特性，把负荷特性相同或者相似的归类分析；采用多

变量预测模型求解负荷总量，并根据归纳地块负荷特性，计算出该类

地块的负荷密度。在进行配网规划时，将含有各种用地类型的用地信

息数据库纳入配网规划地理信息图层，通过已经各类用地的面积，利

用负荷密度发，可求解出空间负荷总量。

负荷预测通过由远及近进行计算，先通过用地信息计算远景饱和

负荷，然后由远及近，考虑自然增长率等因素，结合现状负荷及点负

荷的增长情况，给出负荷预测结果。

5.8.4 过渡期负荷

过渡期（2020）负荷预测 Pgd，0 简化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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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d，0=Pmax，xz*(1+j)n+Pi

式中 Pmax，xz 为现状最大负荷，j 增长率，n 为过度年至现状的

年数，Pi为 i网格内点负荷大小。

5.8.5 饱和负荷

饱和（2035）网格化负荷预测简化计算公式如下：

Pbhi=Si*Wi*ηi+Pi

式中 Pbhi 为网格 i 饱和负荷；Si为网格 i用地面积；Wi为网格

i用地指标（根据用地性质进行选取，详见 30）；ηi 为网格 i需要

系数;Pi 为 i 网格内点负荷大小。

横峰县城区总体规划如下图所示：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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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峰县县城总负荷 Pbh 为：

Pbh=

式中 Pbhi 为网格 i 饱和负荷。

表 9 负荷预测用地性质负荷密度选取表

地块性质
用电指标（W/m2）

需要系数
低 中 高

居住 20 40 60 0.28

行政 50 65 80 0.65

一类商业 70 100 140 0.8

二类商业 60 90 130 0.7

三类商业 55 80 120 0.7

一类商/住 50 70 110 0.7

二类商/住 45 60 100 0.6

三类商/住 25 50 80 0.35

绿地 3 4 5 0.3

工业 20 40 60 0.45

教育 30 40 50 0.35

仓储 5 8 10 1

住/绿 11.5 22 32.5 0.29

其它 0.5 1 2 0.4

商务 50 80 120 0.7

5.8.6 负荷调研

通过走访调研横峰中心区域供电负荷，主要成果如下：

案例说明：

本次调研多个小区负荷情况，选取两个小区作为说明，其中水岸

御景占地面积总用地面积20586.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8666平方米，



31

2018 年最大负荷为 0.588 兆瓦，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为 10.02 瓦/

平米，单位占地面积负荷密度为 28.56 瓦/平米。东升丽景占地面积

58400 平方米（约合 87.6 亩），总建筑面积为 128480 平方米，2018

年最大负荷为1.3898兆瓦，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为10.82瓦/平米，

单位占地面积负荷密度为 23.79 瓦/平米。根据横峰县县城区规划，

预测横峰县县城区用地负荷密度在 20瓦/平米至 40 瓦/平米之间。

5.8.7 负荷预测结果

根据横峰县城区现状用电负荷调研情况，结合横峰县城区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及横峰县城区城市发展总规，并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及参照其他相似地区的用电指标，综合考虑区域用电类型，电力需要

结果如下。

表 10：横峰县城区电力需求预测结果

网格名称
饱和负荷

（MW）

2018

（MW）

2020

（MW）

2035

（MW）

十三五

增长率

2020-2035

增长率

老城区网格 61 13 20 61 16.19% 11.80%

行政城南网格 107 15 24 107 18.40% 16.02%

工业园区网格 75 20 29 75 13.71% 9.98%

合计 242 47 73 242 15.88% 12.76%

预计至 2020 年，全社会最大负荷将达到 75MW；至 2035 年，全

社会最大负荷将达到 242MW。“十三五”后两年，用电负荷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 15.88%。2020-2035 年用电负荷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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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网格负荷预测结果如下：

（1）老城区负荷预测结果

表 11 负荷预测结果

序号 用地性质 负荷密度
面积

（km2）
饱和负荷

所占

比例

2018

（MW）

2020

（MW）

2035

（MW）

LC-1

居住 6 0.205 1.2 0.05 0.35 0.43 1.15

三类商/住 9 0.344 3.0 0.12 0.91 1.13 3.01

三类商/住 9 0.199 1.7 0.07 0.52 0.65 1.74

三类商/住 9 0.219 1.9 0.08 0.58 0.72 1.91

三类商/住 9 0.219 1.9 0.08 0.58 0.72 1.92

三类商/住 9 0.248 2.2 0.09 0.66 0.82 2.17

居住 6 0.103 0.6 0.02 0.17 0.22 0.58

三类商/住 9 0.366 3.2 0.13 0.97 1.21 3.20

三类商/住 9 0.232 2.0 0.08 0.61 0.76 2.03

三类商/住 9 0.169 1.5 0.06 0.45 0.56 1.48

三类商/住 9 0.133 1.2 0.05 0.35 0.44 1.17

三类商/住 9 0.159 1.4 0.06 0.42 0.52 1.39

居住 6 0.452 2.5 0.10 0.76 0.95 2.53

合计 8 3.049 24.3 0.60 7.33 9.14 24.28

LC-2

居住 6 0.358 2.0 0.09 0.16 0.21 2.01

三类商/住 9 0.308 2.7 0.12 0.21 0.29 2.70

居住 6 0.554 3.1 0.13 0.24 0.33 3.10

三类商/住 9 0.326 2.8 0.12 0.22 0.30 2.85

三类商/住 9 0.344 3.0 0.13 0.24 1.08 2.63

三类商/住 9 0.251 2.2 0.10 0.17 0.79 1.91

三类商/住 9 0.205 1.8 0.08 0.14 0.65 1.57

教育 11 0.509 5.3 0.23 0.42 1.92 4.67

居住 6 0.439 2.5 0.11 0.19 0.88 2.14

合计 8 2.855 23.0 1.00 1.80 2.45 23.00

LC-3
三类商/住 18 0.203 3.6 0.18 0.88 1.47 3.56

二类商/住 36 0.180 6.5 0.32 1.59 2.67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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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商/住 9 0.145 1.3 0.06 0.31 0.52 1.27

三类商/住 9 0.135 1.2 0.06 0.29 0.49 1.19

住/绿 3 0.296 1.0 0.05 0.24 0.41 0.99

居住 6 0.400 2.2 0.11 0.55 0.92 2.24

三类商/住 9 0.156 1.4 0.07 0.34 0.56 1.37

居住 6 0.523 2.9 0.15 0.72 1.21 2.93

居住 6 0.394 2.2 0.11 0.54 0.91 2.21

绿地 1 1.552 1.4 0.07 0.34 0.58 1.40

合计 5 3.783 20.1 1.00 4.94 8.27 20.06

合计 10 5.908 60.6 - 12.7 19.9 60.62

老城区网格发展思路

老城区网格现状主要由县城开闭所，长河线下茅坪支线以及部分

南窑线供电，该网格为横峰县老县中心并且为居民区，多数用户基本

为商业，居住，并且目前老城区正在准备改造，负荷还是以商住为主；

2018 年最大负荷 12MW,根据负荷预测，2019 年最大负荷预计达到

16MW，2020 年负荷预计达到 20MW，2035 年负荷达到 60.62MW；

老城区网格划分为 3 个供电单元：

单元 1：岑阳大道以东、铁路以北、古窑大道以南、新建路以及

解放大道以西；该区域规划由 110 千伏虹桥变 10千伏白沙岭线、北

环线双回电源进线进滨江公园开闭所供电；目前滨江公园开闭所已经

纳入 2019 年施工计划，已取得选址意见书，并已开工建设；该开闭

所主要由白沙岭线建成后，一方面减轻老城区县城开闭所的供电压

力；另一方面，将老城区供电范围以古窑大道为分界点，形成滨江公

园供电单元。现状该区域负荷为7.3MW；2020年该区域负荷为9.14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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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年该供电单元将接待 21.852MW；

单元 2：古窑路以北、岑阳大道以东、解放路以及新建路以西；

该区域现状负荷主要由县城开闭所上茅坪线供电，主要用电为居民用

电。远期规划由 110 千伏虹桥变 10 千伏县城 I、II 线双回电源进线

进县城开闭所供电，目前县城开闭所配合政府老城区建设，正在进行

升级改造，现状该区域负荷为 1.8MW，2020 年该单元供电负荷 2.45M，

2035 年该供电单元将接待 19.55MW；

单元 3：新建路以东、铁路以北；该区域现状由县城开闭所的解

放中路线以及南窑线供电；该区域负荷增长较大，目前正在建设的较

大小区明媚花园以及重要用电横峰县人民医院均需要双回电源可靠

性供电；远期该区域规划由 220 千伏岑阳变 10 千伏古阳 I、II 线双

回电源进线进古窑路开闭所供电，现状该区域负荷 4.9MW，2035 年该

单元将接待 18.054MW；

过渡时期电网建设方案：滨江公园开闭所出线接待解放西路线负

荷，另新建一回线路至下茅坪环网柜（配套升级改造）；县城开闭所

出一回线至安置小区环网室，另出一回线路至中华路环网室；古窑路

开闭所过度时期建设方案是由县城开闭所临时出两回线路至古窑路

开闭所，待岑阳变建成后该双回线路转为联络线；

远景年形成县城开闭所与古窑路开闭所双联络供电；

（2）工业园区负荷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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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负荷预测结果

序号 用地性质 负荷密度 面积（km2） 2018（MW） 2020（MW） 2035（MW）

YQ-1

教育 11 0.258 0.98 1.15 2.71

绿地 1 0.097 0.03 0.04 0.09

居住 6 0.119 0.24 0.28 0.67

居住 6 0.183 0.37 0.44 1.03

居住 6 0.070 0.14 0.17 0.39

三类商/住 9 0.101 0.32 0.37 0.88

工业 18 0.094 0.61 0.71 1.69

工业 18 0.097 0.30 0.35 0.82

合计 8 1.020 3.00 3.51 8.27

YQ-2

工业 27 0.034 0.24 0.36 0.92

工业 9 0.044 0.10 0.15 0.40

工业 27 0.052 0.37 0.55 1.41

工业 9 0.034 0.08 0.12 0.30

工业 27 0.062 0.39 0.58 1.50

工业 27 0.082 0.42 0.62 1.60

工业 27 0.098 0.43 0.64 1.65

工业 27 0.068 0.48 0.71 1.83

工业 9 0.074 0.14 0.21 0.55

工业 27 0.124 0.68 1.01 2.60

工业 27 0.150 0.60 0.89 2.30

住/绿 3 0.098 0.09 0.13 0.33

三类商/住 9 0.068 0.15 0.23 0.59

合计 16 0.988 4.16 6.18 15.98

YQ-3

工业 27 0.120 0.75 0.96 2.05

三类商/住 9 0.060 0.36 0.46 0.99

教育 11 0.073 0.32 0.41 0.87

工业 18 0.074 0.37 0.47 1.00

工业 9 0.040 0.10 0.13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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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27 0.096 0.60 0.77 1.64

工业 9 0.099 0.28 0.36 0.77

工业 27 0.086 0.74 0.95 2.02

三类商/住 9 0.076 0.46 0.58 1.24

商务 35 0.072 1.05 1.34 2.84

合计 17 0.797 5.04 6.43 13.69

YQ-4

工业 27 0.081 0.68 0.90 3.89

工业 9 0.063 0.18 0.23 0.61

工业 27 0.070 0.59 0.78 3.30

工业 9 0.052 0.15 0.19 1.56

工业 9 0.097 0.27 0.36 1.33

三类商/住 9 0.091 0.25 0.33 2.50

居住 6 0.083 0.15 0.19 0.50

绿地 1 0.041 0.01 0.02 0.04

居住 6 0.071 0.12 0.16 1.30

居住 6 0.043 0.07 0.10 1.40

工业 27 0.065 0.51 0.67 1.75

工业 9 0.108 1.05 1.38 3.60

工业 9 0.045 0.12 0.16 0.41

工业 9 0.139 0.36 0.48 1.25

工业 9 0.062 0.16 0.22 0.56

工业 9 0.104 0.27 0.36 0.93

工业 27 0.123 0.97 1.28 3.33

工业 27 0.029 0.23 0.30 0.78

工业 9 0.033 0.09 0.12 0.30

工业 9 0.053 0.14 0.18 0.47

工业 9 0.091 0.24 0.31 0.81

合计 26 1 6.44 8.51 22.12

YQ-5
工业 27 0.240 1.27 3.46 8.98

工业 27 0.084 0.32 0.87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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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27 0.078 0.79 3.80 5.60

工业 27 0.027 0.89 3.70 6.30

合计 30 0.693 3.12 4.17 20.60

合计 15 5.04 19.6 28.8 74.53

工业园区网格：

工业园区网格位于横峰县城区中部，范围为岑阳大道西部，沪昆

铁路南部、沪昆高铁北部中间，面积约 5.04 平方公里。为县城区主

要工业集中区，该网格大工业正在入驻发展，总体发展较大，发展态

势较为良好，目前仍然有大企业逐步入驻，并且和丰中旺等大企业预

备进一步扩大生产。目前主要由 10 千伏大官塘开闭所以及 110 千伏

回垄变直供，2018 年负荷为 18MW，主供电源为 110 千伏回垄变；根

据负荷预测，至 2020 年，负荷预计为 29MW；2035 年负荷预计为

74.53MW；

城西网格划分为 5 个单元

单元 1：葛源路以北，岑阳大道以西。该区域规划以原 10 千伏

大官塘开闭所供电，该区域目前主要用户为横峰中学，法院以及居民

用户；该区域现状负荷为 3MW，预计 2020 年在兴安西大道以北区域，

政府规划新建居民小区，该区域将成为居民集中点，因此根据负荷预

测，预计在 2035 年负荷将达到 8.27MW；

单元 2：葛源路以南，岑阳大道以西，迎宾大道以北，港边路以

东；现状由大官塘开闭所出线园区 I、II、III 线以及 110 千伏回垄

变 10 千伏园区西线供电该单元目前属于工业集中地，现状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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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W，该区域供电企业趋近饱和，因此根据负荷预测，该区域 2020

年负荷预计达到 6.57MW，预计 2035 年负荷达到 15.98MW；该区域规

划由 110 千伏回垄变 10千伏长河线、迎宾南线双回电源进线进园区

2号开闭所供电；

单元 3：迎宾大道以南，岑阳大道以西，兴荣路以北，港边路以

东；现状由 110 千伏回垄变 10 千伏长河线，迎宾南线，供电，该区

域现状属于工业集中地，目前负荷为 5.04MW，该区域供电企业趋近

饱和，因此根据负荷预测，该区域 2023 年负荷增长较为缓慢，预计

2020 年负荷达到 6.43MW;2035 年该区域负荷将达到 13.69MW；该区域

规划由 110 千伏回垄变 10 千伏长河线、迎宾南线双回电源进线进园

区 2号开闭所供电；

单元 4：兴荣路以南，沪昆高铁以北，岑阳大道以西，现状由迎

宾南线以及长河线支线供电；现状企业仅有零散小企业，但是 2019

年已有大企业报装并且大部分土地已经在建设企业，进两年该区域发

展较快；因此该区域建设园区开闭所以满足企业增长需求，建成后，

城辅达到周边的企业均可满足用电需求；并且预计 2035 年该区域用

电负荷将达到 22.12MW；

单元 5：和丰铜业区域；现状由 110 千伏回垄变 10千伏和丰 I、

II、III、IV 线供电，目前 2018 年该区域用电负荷为 6MW;2019 年和

丰企业申请和丰 3期工程，初步报装容量 20MW,远期该企业仍然有意

向要扩大规模，因此根据其企业效益以及用电增长情况，预计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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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区域用电负荷为 20.6MW，因此由 110 千伏回垄变出线 4 回专线

建设双开闭所供该企业发展；

过渡时期方案：首先完成园区开闭所的建设，园区 2号开闭所目

前选址意见已经得到规划局同意，并且线路电缆廊道均已建成；而且

园区 2 号开闭所出线情况良好，已经具备施工条件，预计将该开闭所

纳入至2020年农网储备计划；预计2023年工业园区将扩建2期工程，

届时将由回垄变出双回线路建设园区3号开闭所供工业园区2期扩园

用电需求；

远景年将形成大官塘开闭所与兴安华城开闭所双联络供电；园区

2号开闭所与杨家移民开闭所双联络供电；园区 1号开闭所与城辅路

1号开闭所双联络供电；

（4）城南新区负荷预测结果
表 13 负荷预测结果

序号 用地性质 负荷密度 面积（km2） 2018（MW）2020（MW）2035（MW）

CN-1

三类商/住 8.8 0.347 0.42 0.70 3.04

三类商/住 8.8 0.105 0.13 0.21 0.92

居住 5.6 0.456 0.36 0.59 2.55

三类商/住 8.8 0.061 0.07 0.12 0.53

行政 32.5 0.440 1.52 2.90 10.45

住/绿 3.3 0.255 0.09 0.17 0.62

合计 13.3 1.663 3.10 5.09 22.18

CN-2

行政 32.5 0.109 0.68 1.11 4.85

三类商/住 8.8 0.101 0.17 0.28 1.21

三类商/住 8.8 0.109 0.18 0.30 1.30

三类商/住 8.8 0.148 0.25 0.41 1.77

三类商/住 8.8 0.385 0.64 1.06 4.60

教育 10.5 0.312 0.48 0.91 3.27

三类商/住 8.8 0.092 0.12 0.22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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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商/住 8.8 0.100 0.13 0.24 0.88

三类商/住 8.8 0.139 0.18 0.34 1.21

合计 10.8 1.495 2.36 4.49 16.21

CN-3

二类商/住 27.0 0.144 0.55 0.90 3.89

居住 5.6 0.227 0.18 0.29 1.27

二类商/住 27.0 0.105 0.40 0.66 2.84

教育 10.5 0.110 0.16 0.27 1.15

三类商/住 8.8 0.066 0.08 0.13 0.58

住/绿 3.3 0.077 0.04 0.06 0.26

三类商/住 8.8 0.185 0.23 0.37 1.62

三类商/住 8.8 0.787 0.97 1.60 6.89

合计 10.9 1.701 2.61 4.28 18.49

CN-4

居住 6 0.151 0.09 0.11 0.85

绿地 1 0.185 0.02 0.02 0.17

三类商/住 9 0.158 0.15 0.18 1.38

仓储 5 0.166 0.09 0.11 0.83

居住 6 0.201 0.12 0.14 1.12

其它 0 0.096 0.00 0.00 0.02

教育 11 0.096 0.11 0.13 1.01

居住 6 0.230 0.14 0.16 1.29

二类商/住 27 0.237 0.68 0.81 6.40

居住 6 0.224 0.13 0.16 1.25

教育 11 0.329 0.37 0.44 3.45

二类商/住 27 0.461 1.32 1.58 12.45

居住 6 0.213 0.13 0.15 1.19

三类商/住 9 0.199 0.19 0.22 1.75

三类商/住 9 0.284 0.26 0.32 2.49

二类商/住 27 0.280 0.80 0.96 7.55

合计 22 1.990 4.58 5.48 43.20

CN-5

居住 6 0.249 0.26 0.36 1.39

居住 6 0.227 0.24 0.33 1.27

三类商/住 9 0.178 0.29 0.40 1.56

三类商/住 9 0.241 0.40 0.54 2.11

居住 6 0.218 0.23 0.31 1.22

教育 11 0.244 0.48 0.66 2.56



41

居住 6 0.600 0.63 0.86 3.36

居住 6 0.565 0.60 0.81 3.16

居住 6 0.421 0.44 0.61 2.36

合计 6 2.943 3.58 4.89 18.99

合计 9.5 11.311 14.61 24.24 107.17

城南新区网格

位于横峰县城区南部，范围为沪昆铁路以南，沪昆高铁以北，岑

阳大道以东，浙赣铁路复线以西，面积约 11.311 平方公里。为县城

新行政中心，随着近年来网格内兴安大道路、迎宾大道等路段内等早

期规划地块的新建项目实施，该网格远期发展速度较快，属于新兴地

产商业集中区，目前该网格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网格内功能区块

逐步发展成熟，具有可观负荷提升空间。2018 年，负荷为 13MW，目

前主要110千伏回垄变10千伏城南开闭所供电；根据负荷预测至2020

年，负荷为 22MW；至 2035 年，负荷预计为 107MW;

城南新区网格划分为 5 个单元

单元 1：岑阳大道以东、横南以南、广场东路以西、迎宾大道以

北范围，现状供电线路为 10 千伏大官塘出新城 I 线以及 110 千伏回

垄变 10千伏长河线，2018 年负荷 3.1MW，根据负荷预测预计 2020 年

负荷达到 5.09MW，2035 年预计负荷达到 22.18MW，规划该区域由 110

千伏莲荷变出线 2 回莲城 I、II 线 10 千伏兴安华城开闭所供电；目

前该开闭所已存在，远期由该开闭所升级改造以满足用电需求；

单元 2：迎宾大道以北，横南铁路以南，广场东路以东，人大道

以西范围，现状供电线路为 10 千伏城南开闭所广场线以及文教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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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2018 年负荷为 2.36MW，该区域主要为行政用地，因此用电需

求较大，根据负荷预测，2020 年负荷预计为 4.49MW，2035 年负荷预

计为 16.21MW；规划远景年该区域由 110 千伏莲荷变 10 千伏城南开

闭所供电；目前该开闭所已存在，远期升级改造城南开闭所以满足用

电需求；

单元 3：迎宾大道以北、人民大道以西范围，供电线路 10 千伏

虹桥东路线供电，2018 年负荷为 2.61MW，该区域主要为居民及商业

用地，根据负荷预测，2020 年负荷预计为 4.28MW，2035 年负荷预计

为 18.94MW；规划远景年该区域由 220 千伏岑阳变 10 千伏黄泥岭开

闭所供电；目前该开闭所位置已于现场定位；

单元 4：城辅大道以北、人民大道以西、岑阳大道以东、迎宾大

道以南范围，供电线路 10千伏富源线供电，2018 年负荷为 4.58MW，

该区域现状负荷不大，为远期发展重点；结合县政府总规与控制性详

规进行负荷预测，2020 年负荷预计为 7.76MW，2035 年负荷预计为

43.2MW；规划远景年该区域由 110 千伏莲荷变 10 千伏杨家移民开闭

所、城辅路 1 号、兴琳路 1 号开闭所供电；

单元 5：人民大道以东，迎宾大道以南，城辅大道以北范围，现

状由上畈线，回莲线以及城南 I线供电，主要负荷为莲荷乡，根据政

府总规与控制性详规，远期该区域为居民集中点。2018 年该区域负

荷为 3.58MW，2020 年预计负荷为 4.89MW，2035 年预计负荷将达到

18.99MW；该区域规划由 220 千伏岑阳变 10千伏兴琳路 2号开闭所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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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过渡建设方案：目前由城南开闭所主要供电，待 110 千伏莲荷变

建成后，将城南开闭所上级电源由原回垄变调整至莲荷变，并且建设

莲城 I、II 线同时改造兴安华城开闭所；下一步建设杨家移民开闭所

以满足城南负荷增长需求；根据远期城南发展情况逐步建设兴琳路 1

号开闭所、兴琳路 2 号开闭所、城辅路 1 号开闭所；

远景年：将形成兴安华城开闭所与大官塘开闭所双联络供电；杨

家移民开闭所与园区 2 号开闭所双联络供电；城辅路 1 号开闭所与园

区 1号开闭所双联络供电；城南开闭所与黄泥岭开闭所双联络供电；

兴琳路 1 号开闭所与兴琳路 2 号开闭所双联络供电；

5.8.8 合理性分析

根据前述负荷预测结果，结合地块面积，计算得出负荷密度。2018

年老城区网格负荷为 12MW，负荷密度为 2.1W/m2；2020 年老城区网

格负荷为20MW，负荷密度为3.4W/m2；饱和年老城区网格负荷为60MW，

负荷密度为 10.1W/m2，为 C类供电区。

2018 年工业园区网格负荷为 20MW，负荷密度为 3.9W/m2；2020

年工业园区网格负荷为 29MW，负荷密度为 5.7W/m2；饱和年工业园区

网格负荷为 75MW，负荷密度为 14.8W/m2，为 B 类供电区。

2018 年城南新区网格负荷为 15MW，负荷密度为 1.3W/m2；2020

年城南新区网格负荷为 24MW，负荷密度为 2.1W/m2；饱和年城南新区

网格负荷为 107MW，负荷密度为 9.5W/m2，为 C 类供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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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 开闭所选点情况

根据现场选点，县城区选择新建改造 14个开闭所，39个环网室

(环网柜)，站点选择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21

为满足县城区可靠性要求，2019 年建议必须建设 4个开闭所，1

座环网室，1座环网柜。2020 年建议必须建设 2个开闭所，4 个环网

室。

（1）城北

开闭所名称 开闭所情况 实施年份 所属单元

县城开闭所 位于古窑路边，老县城开关站对面 2019 LC-2

滨江公园开闭所 位于岑阳大道边，公厕以北 2019 LC-1

古窑公园开闭所 位于国道边，古窑公园内 2020 LC-3

明媚花园开闭所 位于明媚花园小区内 2020 LC-3

岑阳丽景环网室 位于岑阳丽景商住小区 2019 LC-1

安置小区环网室 位于古窑路以北，棚改三期处 2020 LC-2

东门外环网室 位于福利院开发用地 规划储备 LC-3

解放东路环网室 位于解放东路开发小区 规划储备 L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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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路 1#环网室 位于中华路与新建路交界 规划储备 LC-2

中华路 2#环网室 位于中华路与西门路交界 规划储备 LC-2

岑山路环网室 位于岑山路 规划储备 LC-2

永亨超市环网柜 位于永亨超市前 2019 LC-1

财富广场环网柜 位于财富广场前 规划储备 LC-1

云都宾馆环网柜 位于云都宾馆前 规划储备 LC-1

人民大道环网柜

（2）城南

开闭所名称 开闭所情况 实施年份 所属单元

黄泥岭（规划路以北） 位于兴德路与兴伟路交界 2021 CN-3

杨家移民 位于迎宾大道南侧岑阳大道东侧 2021 CN-4

兴安华城（商住小区） 位于兴安华城小区 2021 CN-1

城铺路（规划 1） 位于岑阳大道与城辅路交界处 2021 CN-4

兴琳路（规划 2） 兴琳路与人民大道交界处 2021 CN-4

兴琳路（规划 3） 位于兴琳路与兴圆路交界处 2021 CN-5

兴安学府（开发用地） 位于兴安学府开发用地 2021 CN-1

糯禾垄（开发用地） 位于虹桥东路与兴安大道交界 2021 CN-3

富源环网室 位于兴业路与广场西路交界 规划储备 CN-4

兴荣路环网室 位于兴荣路与岑阳大道交界 规划储备 CN-4

七里垄环网室 位于广场西路与兴豪路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4

姜家环网室 位于广场西路与城辅大道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4

兴业路环网室 位于兴业路与红枫路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4

兴业路 2#环网室 位于兴业路与人民大道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4

红枫路环网室 位于红枫路与兴琳路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4

姜家 2#环网室 位于兴豪路与红枫路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4

兴伟路环网室 位于兴伟路与兴业路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5

兴圆路环网室 位于兴圆路与兴业路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5

城辅路 2#环网室 位于城辅路与兴业路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5

兴圆路 2#环网室 位于兴圆路与虹桥东路交界附近 规划储备 CN-5

恒丰明月环网室 位于恒丰明月小区 规划储备 CN-3

花好悦园环网室 位于花好悦园小区 规划储备 CN-3

彩虹城环网室 位于彩虹城小区 规划储备 CN-3

人民大道环网柜 位于人民大道与兴德路交界处 规划储备 CN-2

（3）工业园区

开闭所名称 开闭所情况 实施年份 所属单元

大官塘开闭所 位于莲荷路与葛源路交界 2021 YQ-1

园区 1#开闭所 位于城辅大道边 2019 YQ-4

园区 2#开闭所 位于益诚石业厂区内 2020 Y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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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3#开闭所 位于工业园区二期工程范围内 2021 工业园区二期

回垄路西环网室 位于长联科技以南内 2020 YQ-3

迎宾路环网室 位于建材市场开发用地内 2020 YQ-3

龙门路环网室 位于龙门路边 2020 YQ-2

创业大道环网室 位于管委会大楼后，绿化带内 2020 YQ-2

毛岗移民环网室 工业园区毛岗 2020 YQ-1

兴豪路 1#环网室 位于兴豪路与莲荷路交界 2021 YQ-5

兴豪路 2#环网室 位于兴豪路与灵山路交界 2021 YQ-5

汽车站环网室 位于横峰县汽车站旁 2021 YQ-1

创业大道 2#环网室 位于创业大道与兴豪路交界处 规划储备 YQ-5

城南路 2#环网室 位于创业大道与城南路交界处 规划储备 YQ-5

建设情况：县城开闭所、滨江公园开闭所 2019 年必须建设完成，

古窑公园开闭所、园区 2#开闭所纳入 2020 年建设计划，但园区 2#

开闭所未取得规划选址意见书，需尽快完成站址的选定；

5.9 重要用户建设成果

5.9.1 横峰县人民医院

横峰县人民医院位于 LC-2 供电单元，设立 H15 环网室负责该区

域供电；从环网室出线双回供医院用电，上级电源由 H16 与 H15 形成

双环网保障医院用电可靠性；从而不仅满足医院用电需求，也可以保

证医院的连续不断电；并且县城开闭所与古窑路开闭所形成不同电源

点的双联络，满足开闭所之间的互相转供；开闭所层次形成高可靠性

供电；

5.9.2 横峰县第二中学

横峰县第二中学地处 LC-3 供电单元，由纺器厂环网室负责供电，

该环网室双回电源满足中学的用电，纺器厂环网室与东门外环网室相

互联络成环网，保障学校用电的高可靠性；上一级电源点明媚花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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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公园形成双联络，开闭所层次形成互相转供的高可靠性供电；

5.9.3 横峰县横峰中学

横峰中学地处 YQ-1 供电单元，将由汽车站环网室进行双回路电

源供电，不仅满足中学的用电，还形成汽车站与毛岗环网室的高可靠

性供电；上级电源点开闭所大官塘开闭所与兴安华城开闭所形成双联

络，保障横峰中学用电高可靠性；

5.9.4 横峰县人民政府

横峰县人民政府地处 CN-1 供电单元，由供电公司门口环网室双

回电源接待负荷，随着负荷上升，可以由兴安华城开闭所（空余 6 间

隔）双回电源点供电人民政府，保障该区块用电需求；上级电源点兴

安华城与大观塘开闭所双联络，使得兴安华城开闭所检修时，由大官

塘开闭所临时接待负荷，能保障兴安华城所接待的用户不断电，从而

达到高可靠性；

5.9.5 和丰铜业

和丰铜业属于 YQ-5 供电单元，属于横峰县的重点大型工业用电，

由回垄变四回专线接待和丰铜业负荷，不仅满足工业用电需求，也保

障和丰铜业用电的高可靠性。

5.10 建成智能电网，实现可观可控

为进一步提高横峰县城区配电网供电可靠性和优质服务水平，通

过建设新一代配电自动化主站系统，实现对配电一次设备的远方监控

及配电 SCADA 功能、分布式电源的接入与控制；采用人工智能辅助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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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技术，实时掌握配电网的运行态势，提前感知、预先分析配电网的

运行风险，变“被动抢修”为“主动监控”，全面提升配电网供电服

务水平；实现馈线自动化，缩短停电时间，全面提升配电网运检管理

水平。达到提高供电可靠性，提升供电服务质量，为提升配网管理水

平、故障抢修效率及提高管理决策的准确性和实效性提供技术支撑，

实现可观可控。

横峰县城区配电网建设改造时，应同步考虑配电自动化建设需

求，配电终端、通信系统应与配电网实现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

投运。逐步提高地区配电自动化覆盖率，规划至 2025 年，实现横峰

县城区配电自动化覆盖率达到 100%。

5.10.1 优化配网精益化运维管控，全面提高检（抢）修能力

（1）加强设备带电检测和在线监测

一是应用红外、地电波局放、超声波局放等先进成熟带电检测技

术，全面提高设备缺陷发现能力。二是建设 PMS 系统配网在线监测模

块，为尚未建设配电自动化主站的地区提供支撑，接入开关设备二遥

终端和线路故障指示器数据，并建立与 PMS2.0 配网电子接线图的设

备对应关系，提升配网设备运行状态管理水平 。

（2）强化设备状态管控

一是构建完善设备状态评价体系，全方位、多维度准确评价设备

状态。二是强化设备状态评价结果应用，加强设备质量类问题源头控

制，问题及时反馈物资部门，实现质量管控闭环管理。三是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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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综合治理，定期开展线路防外破、防小动物、防接头发热、防冰

灾、防风灾、防洪灾、防污闪、防潮、防凝露、防配变烧损、用户故

障隐患等综合治理，全面提升电网设备健康水平，切实降低线路故障

率。

（3）大力开展不停电作业

提高计划检修不停电作业比例，坚持关口前移，设计、建设适应

不停电作业规范的配电网；重视配网不停电作业队伍建设，增加作业

人员数量，优化人员年龄结构，完善资质培训和持证上岗考核机制，

从专业层面建立不停电作业人员技能工种，提升业务水平；配置合理、

足量的、技术性强的不停电作业车辆和装备，达到计划检修不停电作

业的目标；通过建设供电抢修服务中心，打造“一刻钟抢修圈”，大

大缩短事故和故障抢修响应时间，供电服务质量大幅提升，提升电力

客户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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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线路廊道规划

6.1 廊道规划思路

（1）结合《横峰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进行规划，针对城市

已规划的综合管廊尽量入廊。

（2）充分考虑最新的电力设施建设情况，充分尊重现状的客观

存在和未来城市规划布局的要求，合理安排开闭所、电缆通道，协调

电力设施布局用地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

（3）充分利用现有廊道和生态绿地系统，节约走廊用地。由于

土地资源的紧缺，在县城地区开辟新的走廊困难时，可考虑电缆通道

或者市政电缆沟。其他地域新建高压走廊结合城市生态绿地系统，沿

河道、自然山体、组团隔离带、城市发展备用地、高速公路、快速路

等来规划走廊。

（4）树立“先有走廊后有线路”的概念，结合城市组团结构和

整体布局，高压线路充分利用规划预留大型高压走廊。高压电力架空

线路尽可能在规划的高压走廊建设，高压变电站也宜靠走廊而建，避

免因电网接线调整而改变走廊位置，保证城市规划的主动性。

（5）发挥技术作用，为减少走廊用地，应尽可能采用双回同杆

架设，部分用地特别紧张的地方采用多回同杆架设输电线路。

6.2 廊道现状及发展情况

6.2.1 廊道现状

横峰县县城区 10kV 线路以架空线路为主，现有 10kV 线路管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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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布在兴安大道上。共有 110kV 变电站 2 座，开闭所 3 座，横峰县

县城站房及线路廊道情况见（附图 3）。兴安街与人民大道、都有 6

孔管道。

6.3 线路廊道规划

6.3.1 廊道规划需求

根据电力设施需求，至远景年，横峰县县城区规划需新建 10 千

伏开关站 11座、改造 10 千伏开关站 3座；新建 10千伏主干环网室

31座；新建环网柜 2台，站房设备及线路廊道需求情况如下（附图 4）。

表 14 电网廊道需求表

序号 道路名称 电力管廊性质现有（在建）
管廊规划

（管）
起止位置 需求

1 古窑大道 主干道 16 16 从岑港大桥沿古窑路

至解放东路

2019年需

敷设到位

2 迎宾大道 主干道 0 32
工业园区莲荷路路口

沿沿迎宾大道，至下曹

村岑阳变电站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3 广场东路 主干道 0 32 从莲荷变电站出站沿

广场东路至迎宾大道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4 岑阳大道 次干道 0 12 岑阳大道全程
2019年需

敷设到位

5 城铺大道 次干道 0 12 城辅大道全程
2020年需

敷设到位

6 兴安西大道 次干道 0 12 兴安西大道至创业大

道路口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7 兴琳路 次干道 0 12 规划兴琳路全程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8 解放西大道 次干道 0 12 解放西大道全程
2020年需

敷设到位

9 古窑南路 次干道 0 12 古窑南路全程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10 人民大道 次干道 0 12 从铁路桥前沿人民大

道至城辅大道
规划敷设

11 创业大道 次干道 4 4
从迎宾大道交界处起

沿创业大道至葛源路

交界

敷设到位

12 兴安大道 次干道 6 12 兴安大道全程 规划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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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廊道设计标准

图 22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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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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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敷设条件

图 26

6.4 廊道建设需求情况

2019 年随着滨江公园开闭所的推进建设，岑阳大道上缺少电力

线路管廊，现岑阳大道急需敷设 12孔的电缆廊道。古窑大道上目前

已敷设 16孔电力管廊，能满足电力发展需求。随着莲荷变以及岑阳

变的建设，广场东路以及迎宾大道的管线急需同步建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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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资估算及规划效果

7.1 投资估算依据

本次投资估算主干网架计价设备主要包括进线电缆、开闭所，投

资估算的依据有：

1、横峰县县城区项目建设规模，设备、材料表

2、《20kV 及以下配电网工程定额和费用计算规定》(国能电力

[2017]6 号)

3、《江西省造价信息》（2019 年 2 月）

横峰中心城区电网工程综合造价详见下表。

表 15 电网工程综合造价表

类别 项目名称
电压等级

（kV）
规模

单位工程综

合造价
单位 备注

10kV 新建电缆线路

10 500mm2（单芯） 3*32 万元/km

10 400mm2 70 万元/km

10 300mm
2

64.5 万元/km

10 240mm2 60 万元/km

10 150mm
2

42 万元/km

10 120mm
2

32 万元/km

10 70mm
2

20 万元/km

10 抢点布局开闭所 10 300 万元/km

7.2 规划规模

（1）220 千伏电网

规划期内，共新建 220 千伏变电站 1 座，新增主变容量 30 万千

伏安，新建线路 18 公里。2019-2020 年，共新建 220 千伏变电站 0

座。2021-2035 年，共新建 220 千伏变电站 1 座，新增主变容量 30

万千伏安，新建线路 18 公里。其中岑阳变位于莲荷乡下石小组，主

要为县城区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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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千伏电网

规划期内，共新建 110 千伏变电站 2座，扩建 1座，新增主变容

量 25万千伏安，新建线路 18公里。2019-2020 年，共新建 110 千伏

变电站 1 座，新增主变容量 10万千伏安，新建线路 8 公里。2021-2035

年，共新建 110 千伏变电站 1 座，新增主变容量 10 万千伏安，新建

线路 10公里。

其中，城区规划期内共新建 110 千伏变电站 1座，扩建 1 座，新

增主变容量 15万千伏安，新建线路 8 公里。

至 2035 年，横峰供电区共有 220 千伏变电站 1座，容量 30万千

伏安；110 千伏变电站 3座，容量 24.3 万千伏安；

7.3 投资估算

规划至 2035 年，横峰供电区电网建设总投资 7.3 亿元，其中 220

千伏及以上投资 1.4 亿元，110 千伏投资 2.4 亿元，35 千伏及以下投

资 2.5 亿。

2019-2020 年，横峰供电区电网建设总投资 1 亿元，其中 35 千

伏及以下投资 1 亿。

2021-2035 年，横峰供电区电网建设总投资 6.3 亿元，其中 220

千伏投资 1.4 亿元，110 千伏投资 2.4 亿元，35 千伏及以下投资 1.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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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规划成效

7.4.1 成效

根据可靠性提升计划，2018 年、2020 年、2025 年、2035 年，供

电可靠性分别提升至 99.813%，99.906%，99.985%，99.991%.10 千伏

网架标准化率分别提升至为 45.65%、100%，100%，联络率均达到 100%

表 16 规划成效

序

号
类别 名称 单位 2018 年 2020 年 2025 年 2035 年

1

供电可靠性

平均供电可靠率 % 99.813 99.906 99.985% 99.991%

2 年户均停电时长
小于

分钟
205 133 67 52

3

实施配电网标

准化网架提升

专项工程

10 千伏网架结构标准化率 % 28.49 45.65% 100% 100%

4 10 千伏配电线路联络率 % 42.11 100% 100% 100%

5 10 千伏配电网 N-1 通过率 % 31.58 45.65% 100% 100%

7.4.2 全面解决配电网薄弱问题，保障配电网发展本质安全

容载比分布更趋合理，供电能力满足负荷增长。配电网供电“卡

脖子”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配电设备负载分布合理。预计到 2020 年

末，横峰供电区 110 千伏电网容载比分别达到 2.1，满足横峰快速发

展需求；预计到 2035 年，横峰供电区 220 千伏、110 千伏电网容载

比分别达到 2.1、2.0，保持在合理水平，配电网发展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用电需求。

供电安全水平和负荷转供能力进一步提高，故障抵御能力显著增

强。形成 110 千伏单链、10千伏单环网为主的网架结构。预计到 2020

年，横峰中心城区内 110 千伏及以上主变 N-1 通过率、线路 N-1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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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达到 100%，10 千伏线路联络率达到 100%，满足供电安全标准要

求和负荷转供需要。

7.4.3 保障安全可靠优质电力供应，服务全面建成大美上饶

通过打造“四组双环网”、“配网三级供电”模式，供电质量大

幅提升，横峰中心城区 2020 年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83%，用户年均

停电时间不超过 1.5 小时；2035 年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0%，用户年

均停电时间不超过 52分钟，有力推动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升。

7.4.4 满足分布式电源接入及多元负荷，打造便捷友好型电网

充分考虑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新能源并网，构建以单联络或

单环网为主要接线方式的网架结构，规划结构合理、联络有序的便捷

友好型网架。实现用户用电、分布式电源上网便捷的用户服务体系，

分布式电源 100%消纳，满足分布式能源，电动汽车等多元负荷用电

需求。

7.4.5 建成智能配电网，实现可观可控

配电网成为服务范围广、配置能力强、安全可靠性高、绿色低碳

的能源配置平台，具有网架灵活、广泛互联、高度智能、开放互动的

特征。配电自动化系统覆盖率达到 100%，实现配电网可观可控，故

障定位和网络自愈重构；通过建设供电抢修服务中心，打造“一刻钟

抢修圈”，大大缩短事故和故障抢修响应时间，供电服务质量大幅提

升，提升电力客户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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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障措施及建议

8.1 政策保障措施

加强电网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建议成立以县（区）长为组长、

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的县级电网发展建设与电力保障工作领导协调

小组，成员单位主要有县（区）规划、国土、矿产、工信委、能源、

林业、水利、环保、城管、公安、安监等，办公室设在县工信委，具

体负责研究制定支持电网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协调解决电网规

划、项目申报、工程建设、电力供应政策保障中的重大问题。

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机制。县级电网发展建设与电力保障工作领导

协调小组每季度展开一次调度例会。调度例会确定的事项纳入县级政

府督查内容。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就地尽快解决。领导协调小组负

责每月编制电网发展建设与电力保障工作信息报送给市、县工信委与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强化对电网建设工作的考核。将电网建设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和相

关部门年度工作的考核内容，电网发展建设与电力保障领导小组组织

对各地相关部门在电源项目、配电网投资、有序用电指标等方面进行

考核。

加大电力设施保护。请各县（区）政府规划部门在电力线路附近

规化用地时，确保对电力线路的安全距离，以免造后期整改工作难度

加大；在电力线路附近施工时，及时办理施工审批许可手续，以免造

成施工碰线和倒杆塔的恶性停电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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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开展电网发展动态分析。加强政企沟通，对于电网项目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共商对策，促进项目顺利建设投产。

8.2 项目建设保障措施

保障电网项目建设用地。电网规划及时纳入地方总体规划，以及

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提前预留和保护变电站(开

关站)站址及线路廊道，保障电网设施的落地实施。

开设电网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建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办

理电网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时全力支持、特事特办，从规划选址、线路

走廊、工程用地、林地审批、环境评价、水土保持、项目核准及工程

招标、征地拆迁等多方面提供便捷、高效、优质服务，推动前期审批

程序进一步简化。

做好项目用地征收拆迁和安置补偿工作。建议完善横峰电网建设

补偿指导性意见，统一补偿标准。电网项目属地政府严格按照法定程

序办理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手续，明确补偿标准。电网项目建设

单位要按相关规定与属地政府签订补偿协议，补偿费用要专款专用，

及时、足额支付给被补偿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确保补偿政策

落实到位。

保障电网项目配套资金。建议政府共同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加

大电网建设和资金投入；明确地下综合管廊各种电力管线入廊条件、

费用、标准及后续维护等问题；电缆下地费用按《江西省城市电力线

缆入地的暂行规定》(赣经贸电能发〔2002〕86 号)执行，营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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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环境，为工程顺利实施创造条件，确保配电网规划落实。

8.3 科学引导，发挥舆论宣传作用

宣贯电力设施重要性。政企联动，采用多媒体展示和科普教育等

多种形式，对广大群众做好关于电力设施辐射问题的宣传工作，把握

舆论方向，正确认识辐射、明晰电力设施对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保

障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科学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电

力设施的建设与发展。

提升群众电力设施保护意识。积极宣传电网建设、电力设施保护

的重要意义及相关政策法规，营造人人关心、支持电网建设与发展的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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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站房设备需求表

编号 建设地点
项目类

型
建设时序 建设规模

供区
网格

占地
（m2） 备注

K 园区 1（城铺路） 开关站 在建 4进 8出 园区 182.4 在建

K1 县城（老开关站） 开关站 2019年迁改 4进 8出 城北 182.4 在建

K2 滨江公园（公厕以北） 开关站 2019年建设 4进 8出 城北 182.4 规划选址意见书
已取得

K3 古窑公园东侧 开关站 2019年建设 4进 8出 城北 182.4 规划选址意见书
已取得

K4 明媚花园（开发用地） 开关站 2020年建设 2进 6出 城北 182.4 与开发商对接

K5 黄泥岭（规划路以北） 开关站 2021年建设 4进 8出 城南 182.4 站址已拟定

K6 杨家移民 开关站 2021年建设 4进 8出 城南 182.4 站址已拟定

K7 园区2（益诚石业厂区内）开关站 2020年建设 4进 8出 园区 182.4 站址已拟定

K8 兴安华城（商住小区） 开关站
2021年升级

改造
4进 8出 城南 182.4 与开发商对接，改

造升级

K9 大官塘 开关站
2021年升级

改造
4进 8出 园区 182.4 改造升级

K10 园区 3 开关站 规划储备 4进 8出 园区 182.4 虚位规划

K11 城铺路（规划 1） 开关站 规划储备 4进 8出 城南 182.4 虚位规划

K12 兴琳路（规划 2） 开关站 规划储备 4进 8出 城南 182.4 虚位规划

K13 兴琳路（规划 3） 开关站 规划储备 4进 8出 城南 182.4 虚位规划

H1 岑阳丽景（商住小区） 环网室 2019年建设 2进 4出 城北 140 改造升级

H2 安置小区（棚改三期） 环网室 2020年建设 2进 4出 城北 140 纳入开发用地出
让条件

H3 东门外（福利院开发用
地）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北 140 虚位规划

H4 兴安学府（开发用地） 环网室 2021年建设 2进 4出 城南 140 纳入开发用地出
让条件

H5 汽车站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园区 140 虚位规划

H6 糯禾垄（开发用地） 环网室 2020年建设 2进 4出 城南 140 纳入开发用地出
让条件

H7 毛岗移民（安置区） 环网室 2020年建设 2进 4出 园区 140 纳入开发用地出
让条件

H8 回垄路西长联科技以南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园区 140 虚位规划

H9 迎宾路(建材市场开发用
地内）

环网室 2020年建设 2进 4出 园区 140 与开发商对接

H10 龙门路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园区 140 虚位规划

H11 创业大道（管委会大楼
后）

环网室 2020年建设 2进 4出 园区 140
经开区规划意见
可以放创业大道

绿化带

H12 解放东路（开发用地）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北 140 纳入开发用地出
让条件

H13 兴豪路（规划 1）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园区 140 虚位规划

H14 兴豪路（规划 2）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园区 140 虚位规划

H15 中华路（规划 1）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北 140 虚位规划

H16 中华路（规划 2）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北 140 虚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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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7 岑山路（规划 3）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北 140 虚位规划

H18 富源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19 兴荣路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0 七里垄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1 姜家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2 兴业路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3 兴业路 2#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4 红枫路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5 姜家 2#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6 兴伟路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7 兴圆路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8 城辅路 2#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29 兴圆路 2#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31 恒丰明月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32 花好悦园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33 彩虹城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H34 创业大道 2#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园区 140 虚位规划

H35 城南路 2#环网室 环网室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园区 140 虚位规划

h1 永亨超市环网柜 环网柜 2019年建设 2进 4出 城北 140 站址已拟定

h2 财富广场环网柜 环网柜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北 140 虚位规划

h3 云都宾馆环网柜 环网柜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北 140 虚位规划

h4 人民大道环网柜 环网柜 规划储备 2进 4出 城南 140 虚位规划

附表 2 电力线路管廊需求表

序号 道路名称
电力管廊
性质

现有（在建）
管廊规
划（管）

起止位置 需求

1 古窑大道 主干道 16 16 从岑港大桥沿古窑路至解放东路
2019年需
敷设到位

2 迎宾大道 主干道 0 32 工业园区莲荷路路口沿沿迎宾大
道，至下曹村岑阳变电站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3 广场东路 主干道 0 32 从莲荷变电站出站沿广场东路至
迎宾大道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4 岑阳大道 次干道 0 12 岑阳大道全程
2019年需
敷设到位

5 城铺大道 次干道 0 12 城辅大道全程
2020年需
敷设到位

6 兴安西大道 次干道 0 12 兴安西大道至创业大道路口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7 兴琳路 次干道 0 12 规划兴琳路全程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8 解放西大道 次干道 0 12 解放西大道全程
2020年需
敷设到位

9 古窑南路 次干道 0 12 古窑南路全程
2022年需
敷设到位

10 人民大道 次干道 0 12 从铁路桥沿人民大道至城辅大道 规划敷设

11 创业大道 次干道 4 4 从迎宾大道交界处起沿创业大道
至葛源路交界

敷设到位

12 兴安大道 次干道 6 12 兴安大道全程 规划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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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横峰供电区 2018 年 35 千伏及以上电网地理接线图

附图 2 横峰供电区 2035 年 35 千伏及以上电网地理接线图

附图 3 横峰县 2018 年城区站房设备及廊道现状图

附图 4 2035 年县城区 10kV 主干网目标网架地理接线图

附图 5 横峰县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2016-2035年）

附图 6 上饶地区 2035 年 110 千伏及以上电网地理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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