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核心区双环网建设提升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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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城市开发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多元化负荷及电源接入，对城网的建设要求也随之增加，城市

核心区双环网建设以来，电网可靠性有了显著提升。文章通过对主干网架、分支网架、用户接入3种典

型模式下双环网建设的探索，明确城区未来配电网发展方向和布局，为智慧配电网建设做好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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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ified  loads  and  power  sources,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urban  network  have  also  increased.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loop network in urban core area, the reliability of power grid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loop network under three typical modes: trunk network, branch network

and user acces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layout of urban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the future are defined, so as to

do a good job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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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供电可靠性越

来越受到关注。双环网作为一种常见的网架结构，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被广泛应用于城市

核心区的中压网架中。结合城区双环网电网现状，

以提升供电可靠率为目标，采用“以网架优化

为主导，以配电自动化为支撑，以不停电作业为

辅助”的理念，推动城区双环网建设提升，为后

续加快城市双环网规划和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

依据
[1]
。 

1　建设原则

城市核心区电缆线路以“双环网 + 开闭所”模

式为主，单环网与单联络模式为辅。在标准模式下，

环网柜被视为核心节点，其进出线配置断路器和级

差保护。这种配置可以实现开环运行，并配备自愈

系统。一旦主干线路发生故障，能够确保在秒级内

恢复供电。结合不停电作业，可以实现在停电“零

感知”的情况下进行电力供应的持续保障。城市核

心区双环网建设原则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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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城市核心区双环网建设原则

指标 参数

网络

方面

网架结构 双环网

运行方式 开环运行

保护

自动

化方

面

保护配置 级差保护

配电自动化覆盖率及

功能

覆盖率100%，包括监控、

自动隔离、自动重构的系统

设备

方面

标准化、免维护、封

闭情况
完全应用

对环境适应能力 较好

运维

方面

状态监测 全面开展，包含电缆局放

在线监测
全覆盖，重点区域开展智能

巡检

不停电作业化率 100%

管理

方面

计划就行的综合统筹 年度无重复检修

遥控成功率 100%

FA动作成功率 100%

带电检测覆盖率 100%

设备智能监测覆盖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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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架结构
 

2.1　核心区主干网

城市新开发区域，负荷趋于饱和，中压配网已

具备一定规模，采用 4回电缆线路通过环网单元形

成双环网接线方式，环网单元可以是 2座并排放置

的环网箱，也可以是带母联或者不带母联的环网室。

采用最小接线组原则，构建双环网的 4回线路不再

有其他联络。当其中一条线路故障时，整条线路可

以划分为若干部分被其余线路转供，供电可靠性较

高，运行较为灵活。主干网架双环网建设模式图见

图 1。 

2.2　核心区分支

城市老城区，负荷趋于饱和，分支线路多，中

压配网已具规模，改造难度较大，为降低投资，避

免改造过程中的大拆大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 3
种建设形式。分支网架建设模式图见图 2。 

2.2.1　分支线环入主干层

改造方案：将分支线（或部分分支线）变成主

干线。

适用条件：分支线线径能够匹配主干线，廊道

资源满足改造条件。

注意事项：分支线路与主干线路导线型号的匹

配问题；敷设路径最优问题。 

2.2.2　大分支线拆分为小分支线

改造方案：将分支线上的用户就近切拆分接入

同一线路主干线，也可拆分至周边有裕度的线路，

减小停电范围。

适用条件：具有分支线路接入线路，廊道资源

满足改造条件。

注意事项：拆分后不产生新的大分支线。 

2.2.3　构建分支环网

改造方案：通过分支线建立 2个双环网之间联

络，分支线发生故障时，可通过另外一组双环网转

切大分支负荷。

适用条件：周边有满足要求的线路。

注意事项：与主干线联络与改造分支线截面为

主干线截面，避免转供通道卡脖子问题。若分支线

不更改导线截面，则仅作为分支线转供应用。避免

形成复杂联络。 

 

断路器

断路器

电缆1

电缆2

变电站
母线

变电站
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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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3

电缆4

变电站
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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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主干网架双环网建设模式图
 

变电站
母线

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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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
母线

变电站
母线联络点（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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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网机/室 环网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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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配电站/配电室 用户配电站/配电室

用户配电站/配电室 用户配电站/配电室

大分支线

图2　改造前（左）改造后（右）分支网架建设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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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核心区用户

针对城市新建住宅小区，原则上应该采用小区

内部配置双环网室的结构，形成“双环网 + 配电室”

的模式。在其他区域，可以采用开闭所加配电室内

的模式进行供电。对于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的情况，

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供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户表配电室中，配变的低压部分应该实现两两联

络。这种联络方式可以提高供电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确保用户的用电需求得到满足，见图 3、图 4。
 
 

电源B电源A

1#配电室 2#配电室 3#配电室 4#配电室 5#配电室 6#配电室

图3　模式一：双环网 + 配电室

 
 

电源B电源A

1#配电室 2#配电室 3#配电室 4#配电室 5#配电室 6#配电室

图4　模式二：开闭所 + 配电室 

3　设备选型
 

3.1　电缆线路

变电站出线电缆及公用电缆网络的主干电缆，

选用 400、300 mm2
铜芯电缆。支线电缆截面一般

选用 240、185、150 mm2
，同时应满足载流量及热

稳定的要求，并考虑远期发展。 

3.2　开关设施

市政配套齐备、大型点负荷集中开发区域，选

择开关站；可靠性高、负荷呈带状、条状分布地区，

选择环网室；进出线少、地势狭小、选址困难区域，

选择环网箱。开关建设方案见表 2。 

4　保护与自动化
 

4.1　馈线自动化配置

双环网线路应采用集中型 FA为主，线路第一

级开关为断路器时应采用全自动集中型 FA，其余采

用半自动集中型 FA。 

4.2　终端配置

为实现全面的可观可测，所有电网节点应能实

现遥信、遥测。同时，为保证灵活控制和快速响应，

重要电网节点应能实现遥控、遥调功能。环网单元

配置 DTU终端，配置原则如下：主干线路环网单元

应配置三遥终端，重要分支的环网单元应配置三遥

终端，终端环网单元应配置二遥终端。 

4.3　通信配置

建议采用光纤通信，优先选择 EPON方式进行

组网，并以无线组网技术作为补充。对于光纤覆盖

条件好的区域采用 EPON进行组网；对于光纤覆盖

困难的区域，宜采用无线公网技术进行组网。 

4.4　继电保护配置

电缆线路主线开关为断路器时应按“出口 + 首
断路器 + 分支线”三级级差配置，电缆线路主线开

关为负荷开关时应按“出口 + 分支线”的级差配置，

见表 3。
  

表3　配电开关终端通信方式一览表

终端类型 终端位置 终端类别光缆覆盖通信方式

配电开
关终端
（DTU）

开关站 三遥 宜覆盖 EPON

主干线环网单元 三遥 宜覆盖 EPON

重要分支环网单元 三遥
宜覆盖 EPON

不宜覆盖无线公网

一般分支/终
端型环网单元

二遥
宜覆盖 EPON

不宜覆盖无线公网

用户分界及
小分支开关

二遥
宜覆盖 EPON

不宜覆盖无线公网
 

5　不停电作业

通过优化设备供电负荷、网架结构、节点容量

 

表2　开关设施建设方案

设备
类型

方案 电气主接线
10 kV进出线

回路数
开关选型

开关站 KB-1 单母分段
4进，6-16回

出线
进、出线选
用断路器

开关站 KB-2 单母线三分段
4进，6-16回

出线
进、出线选
用断路器

环网室 HB-1 单母线分段
2进（4进），
2-16回出线

进、出线选
用断路器

环网室 HB-2 单母线分段
2进（4进），
2-16回出线

进、出线选
用断路器

环网箱 HA-2 单母线 2进，2-4出线
进、出线选
用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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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等手段，提高双环网线路和用户 2个层次的可

转供率。优化设备标准，支撑不停电作业开展。主

要分为 3个方面。

不停电检修计划：年度不停电检修计划应以不

停电作业评估意见为依据，包括编制、审核、审定

和批准等工作。

不停电检修方案：不停电检修方案以最大化减

小用户停电时间和范围为原则，制定检修方案。检

修方案应依据线路不停电作业评估意见明确检修内

容。检修策略应结合目标网架、配网发展、技术更

新等要求，综合考虑检修资金、检修力量、电网运

行方式、供电可靠性、基本建设等情况，对设备检

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排序，科学制定。

不停电检修实施：配网线路不停电检修应按批

准的不停电检修方案及不停电检修计划实施，执行

不停电作业相关技术标准。在不停电检修计划实施

的过程中，应健全各级检修管理体系，严格执行现

场标准化作业。 

6　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

双环网建设提升策略也将不断发展和完善。未来主

要提升配电网精准感知和互动能力，推进中压配电

网转型。

打造不停电示范区是配电网规划建设与运行维

护协同融合的美好愿景。需要通过坚强中压配电网

网架、不停电作业、合环转供电等措施手段的综合

作用来实现配电网停电事件不对客户的持续用电产

生影响。

全力推进配电线路“全自愈”功能用，结合

0.3 s速断延时，推广线路级差保护 + 全自动化集中

型 FA + 智能分布型 FA。
实现配电自动化终端遥调功能全面应用，以公

司实现遥调建设经验为基础，推广实现全量馈线终

端“四遥”功能。

建设坚强高效配电通信网，依托骨干通信网站

点 OTN设备及 SDH设备实现业务数据的高效汇聚，

满足新型电力系统下大带宽、低时延的通信需求。

在标准双环网网架建设基础上，配备实用的配

电自动化，试点建设不停电计划示范区，提高公司

员工的停电“零感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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