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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电网调度系统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充分发挥电网调度系统安全生产保障体系的作用，在总结调度系统第一轮

安全性评价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电网公司组织编制了本评估。 
本评估内容包括调度运行、运行方式、调度计划、继电保护、调度自动化、电力通信、水电及新能源、综合安全管理等专业。

每一个评价项目都对标准分、评分标准、查证方法和评分方法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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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电能计量是电力安全运行及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其技术和管理水平直接影响供用电各方的公平交易和利益，确保电能计量准确、可靠和公开、公平、

公正，是保障供用电各方权益的前提。广东电网公司贯彻实施南网中长期发展战略，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以提高客户满意度为总抓手，以提

升服务效率和质量为着力点，以确保电能计量的准确、规范、可靠为前提，参照有关国家标准和电力行业标准，结合广东电网实际，组织开展广东电网公

司电能计量装置典型设计，旨在通过推行典型设计，进一步提高电能计量装置技术水平和设计效率，促进电能计量管理水平的提升，降低电能计量装置建

设投资和运行维护成本，维护供用电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供用电各方降低消耗、节约能源、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并为电力用户提供更优质和

高效的服务。 

《广东电网公司电能计量装置典型设计》充分考虑了广东电网电能计量装置建设、运行和管理的现状，以及电能计量技术的发展，坚持通用性与典型

性、实用性与规范性相结合的原则，按照结构化设计的思路，重点规范了电能计量需求描述、电能计量装置配置、提高电能计量装置防误水平、减少电能

计量装置运行故障和计量差错、体现计量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力求充分体现广东电网公司计量管理的创先成果。典型设计共提出了 78 个典型设计方

案。其中：500kV变电站 11个，220kV变电站 11个，110kV变电站 9个，35kV变电站 7个，10kV开关站 9个，10kV用电客户 9个，低压用电客户 22

个。内容涉及电能计量装置配置、技术要求、布置方式、安装接线要求、电能计量柜（箱）的结构、尺寸和概预算编制原则等。本套电能计量装置典型设

计按变电站、开关站、用电客户分为 7册，并可与广东电网公司变电站典型设计配合使用，作为工程设计和竣工验收的依据。 

《广东电网公司电能计量装置典型设计》在编审过程中得到了广东电网公司总部各部门、广东电网各地区供电局及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制时间仓促，书中的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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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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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为全面贯彻落实广东电网公司的创先工作目标，加强公司电能计量装置的科学管理，进一步规范电能计量装置的设计、配置和安装要求，公司组织编

制了《广东电网公司电能计量装置典型设计》。电能计量装置典型设计分为 500kV变电站、220kV变电站、110kV变电站、35kV变电站、10kV开关站、

10kV用电客户、低压用电客户 7册，每册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技术规范，下卷为典型方案。本书为《广东电网公司电能计量装置典型设计  第三册  110kV

变电站》。本书可供电能计量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设计人员理解、掌握电能计量装置典型设计，并在实际中熟练运用，也可供相关人员学习参考。 

本典型设计由广东电网公司市场交易部提出、归口管理和负责解释。 

本典型设计编写和设计单位：广东电网公司江门供电局、江门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典型设计编写和设计人员：肖谦、陈蔚文、张亚东、胡思平、黄凯荣、叶发新、赵健荣、吕振华、张敏春、周武、区素玲、陈宙、周镭、刘树栋、

刘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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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广东电网公司 110kV 变电站电能计量装置设计、配
置、安装和验收的技术要求。 
各设计单位、安装单位对广东电网的 110kV 变电站的电能计量装置应

遵照本技术规范设计和施工。 
本技术规范未涉及的内容遵照有关规程执行。 

2  编制依据 

本技术规范依据下列文件编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适用于本技术规范；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只用此版本。 
2.1  设计依据标准、规程、规范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1P代码） 
GB/T 5582—1993  高压电力设备外绝缘污秽等级 
GB/T 7267—2003  电力系统二次回路控制、保护屏基本尺寸系列 
GB 50171—19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

收规范 
DL/T 448—2000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 621—1997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DL/T 719—2000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 5部分：传输规约  第 102篇：

电力系统电能累计量传输配套标准 
DL/T 825—2002  电能计量装置安装接线规则 
DL/T 5136—2001  火力发电厂、变电所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DL/T 5137—2001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02—2004  电能计量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JB/T 5777.2—2002  电力系统二次电路用控制及继电保护屏（柜、台）

通用技术条件 
DLGJ 166—2004  电能计量系统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南方电网变电站标准设计细化方案 
广东电网公司电能计量装置技术规范 

2.2  主要设备技术标准 
GB 1207—2006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GB 1208—2006  电流互感器 
GB/T 4703—2007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GB/T 15148—2008  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17215.321—2008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21部分：静

止式有功电能表（1级和 2级） 
GB/T 17215.322—2008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22部分：静

止式有功电能表（0.2S级和 0.5S级） 
GB/T 17215.323—2008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23部分：静

止式有功电能表（2级和 3级） 
GB/T 17215.301—2007  多功能电能表  特殊要求 
GB/T 17883—1999  0.2S级和 0.5S级静止式交流有功电能表 
DL/T 535—2009  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数据传输规约 
DL/T 566—1995  电压失压计时器技术条件 
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DL/T 725—2000  电力用电流互感器订货技术条件 
DL/T 726—2000  电力用电压互感器订货技术条件 
DL/T 743—2001  电能量远方终端 
DL/T 866—2004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选择及计算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关口计量点 
关口计量点分为省网关口计量点、市级关口计量点、县级关口计量点

和考核计量点。 
3.1.1  省网关口计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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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网关口计量点是指省公司与省统调发电厂、省公司与外部互联电网、

省公司与市级供电局、省公司与其直供用户，以及各市级供电局相互间计

量电量的关口。考虑到旁路代供的情况，其旁路计量点也作为计量关口点。 
3.1.2  市级关口计量点 
市级关口计量点是指市级供电局与市调发电厂及35kV以上并网的小水

电站、市级供电局与直属、代管县级供电局、市级供电局与其直供用户，

以及各县级供电局相互间计量电量的关口。考虑到旁路代供的情况，其旁

路计量点也作为计量关口点。 
3.1.3  县级关口计量点 
县级关口计量点是指县级供电局与县调发电厂及 10kV、6kV并网的小

水电站、县级供电局与其直供用户。考虑到旁路代供的情况，其旁路计量

点也作为计量关口点。 
3.1.4  考核计量点 
为明确所有电量的用途，准确计算出线损，在各供电所、客户专线进

出变电站总线的计量点。 
3.2  电能计量装置 

电能计量装置是指计量电能所需计量器具和辅助设备的总体（包括电能

表和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等）。 
3.3  中性点绝缘系统 

中性点绝缘系统是指该系统除了通过具有高阻抗的指示、测量仪表或保

护装置接地外，无其他旨在接地连接。 
3.4  非中性点绝缘系统 
非中性点绝缘系统包括中性点接地系统和共振接地系统（经消弧线圈

接地系统）。 
3.5  试验接线盒 
用于进行电能表现场试验及换表时，不致影响计量单元各电气设备正

常工作的专用部件。 
3.6  分相接线方式 
各相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接线单独构成回路，有三相六线和两相四线

的接线方式。 
3.7  简化接线方式 
各相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非极性端共用一根导线构成回路，有三相四

线和两相三线的接线方式。 

4  设置原则 

4.1  计量点 
4.1.1  关口计量点原则上设置在两个企业间的产权分界点。 
4.1.2  电网企业与发电厂的关口计量点原则上设置在其产权分界点，如在
产权分界点处不能准确计量上网电量，则关口计量点原则上设置在发电

机升压变压器高压侧（对三绕组变压器增加中压侧）和启动备用变压器高

压侧。 
4.1.3  省公司对各市级供电局、市级供电局对下属各县级供电局（包括代
管县）的关口计量点原则上设置在其受电端变压器高压侧。 
4.1.4  省公司和市（县）级供电局与其直供用户的关口计量点原则上设置
在其产权分界点。 
4.1.5  当关口计量点设置在发电机升压变压器高压侧（对三绕组变压器增
加中压侧）时，考核关口点原则上设置在发电机机端和厂用高压变压器（或

升压变压器低压侧）。对多台发电机共用一台升压变压器的，考核关口点也

可以设在主变压器低压侧。当关口计量点设置在出线线路时，考核关口点

原则上设置在线路对侧。当关口计量点设置在受电端变压器高压侧时，考

核关口点原则上设置在变压器中压侧和低压侧。发电厂的启动备用变压器

不设考核计量点。 
4.1.6  各考核关口计量点只装设一只多功能电能表，技术要求原则上应与
主关口的要求一致。 
4.2  计量方式 
4.2.1  低压计量 

0.4kV安装一只三相四线多功能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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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高压计量 
应采用三相四线的多功能电能表。 

4.3  电能量遥测采集终端 
110kV变电站配置 1台电能量遥测采集终端，实现电能信息采集和远传

功能。当有特殊要求，可采用 2台电能量遥测采集终端的冗余配置。 
客户变电站应采用电能遥测采集终端以实现电能信息采集和远传功

能，有特殊要求可安装负荷管理终端。 

5  技术要求 

5.1  计量装置总述 
5.1.1  依据广东电网公司变电站标准设计中110kV变电站标准设计方案等，
结合广东电网经济技术指标考核和结算的需要，分别编制了 9套电能计量装
置典型设计方案。方案号分别是：GPGC—110BJL—01、GPGC—110BJL—
02、GPGC—110BJL—03、GPGC—110BJL—04、GPGC—110BJL—05、
GPGC—110BJL—06、GPGC—110BJL—07、GPGC—110BJL—08、GPGC—
110BJL—09。 
5.1.2  根据电压等级、结算性质、电流量和电压量的获取方式和电能表的
接线及布置方式，选择其中一个方案。 
5.1.3  采用计量专用或者具有计量专用绕组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 
5.1.4  电流互感器计量二次绕组应根据实际一次负荷容量选择额定变比。 
5.1.5  计量自动化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站内计量装置数据和状态。 
5.1.6  当采用光学 TA、TV时，参照广东电网数字化变电站相关规范。 
5.1.7  典型方案设计图中的回路编号应按实际工程中具体情况调整。 
5.2  电能表 
5.2.1  省公司与统调电厂、省公司与外网关口点应采用 0.2S 级多功能电能
表；其余计量点应采用 0.5S级多功能电能表。 
5.2.2  110kV及以上贸易结算点、省公司与市局供电局关口电能计量装置应
装设主、副表。 

5.2.3  0.2S级电能表应具备两组独立的 RS 485通信接口。 
5.2.4  0.2S级电能表应具有供停电时抄表和通信用的辅助电源。 
5.2.5  宜选用可外接辅助电源的多功能电能表。主、副电能表的准确度等
级、规格应相同，并有明确标签。 
5.2.6  电能表（除 10kV 外）应集中安装。10kV 电压等级的电能表原则上
应集中组屏，当现场不具备集中组屏的条件时，就地布置在开关柜内。 
5.2.7  所有电能表应符合广东电网公司发布的相应技术条件的要求。 
5.3  电压互感器 
5.3.1  准确度等级应采用 0.2级。 
5.3.2  省网关口计量点宜选用具有 4 个二次绕组的电压互感器，即计量绕
组、测量绕组、保护绕组和剩余绕组。 
5.3.3  电压互感器实际二次负荷应在额定负荷和 1/4额定负荷之间。互感器
的额定负荷可根据其所带的二次负荷计算确定，若无特殊要求，每个绕组

的额定负荷一般不应超过 50VA（每相）。 
5.3.4  电压互感器应符合广东电网公司发布的相应技术条件的要求。 
5.4  电流互感器 
5.4.1  准确度等级应采用 0.2S级。 
5.4.2  电能计量装置宜采用独立的电流互感器。计量点不应采用主变压器
套管式的电流互感器。 
5.4.3  电流互感器应至少应有一个计量专用的二次绕组。 
5.4.4  电流互感器计量二次绕组应根据实际一次负荷容量选择额定变比。 
5.4.5  应选用二次额定电流为 1A的电流互感器，特别是当一次电流≤150A
时，应尽量选用二次额定电流为 1A的电流互感器。但对扩建工程，为与原
电流互感器的参数一致，也可以选用二次额定电流为 5A的电流互感器。 
5.4.6  互感器的额定负荷可根据其所带的二次负荷计算确定，但二次额定
电流为 1A 的电流互感器其额定二次负荷应不大于 10VA；二次额定电流为
5A的电流互感器其额定二次负荷应不大于 50VA。 
5.4.7  电流互感器应符合广东电网公司发布的相应技术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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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电能量遥测采集终端 
应符合《广东电网公司厂站电能量采集终端技术规范》的要求。 

5.6  二次回路 
5.6.1 互感器二次回路 
5.6.1.1  电流和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连接导线宜使用铜质单芯绝缘线，如
果使用多股导线时，其连接接头处应有压接的连接接头。导线的截面要求

见表 1。 

表 1 互感器二次回路导线截面要求 

二  次  回  路 导线截面 
mm2 

额定二次电流为 1A的电流互感器 ≥2.5 

额定二次电流为 5A的电流互感器 ≥4 

电压互感器
a） ≥2.5 

  a）如果其二次导线电压降超过 DL/T448规程允许范围，则应使用≥4mm2的导线。 

 
5.6.1.2  电流和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 A、B、C 各相导线应分别采用黄、
绿、红颜色线，中性线应采用黑色线，也可以采用专用编号的电缆。 
5.6.1.3  电流和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导线均应加装与图纸相符的端子编号，
导线排列顺序应按正相序（即 A、B、C相为自左向右或自上向下）排列。 
5.6.1.4  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接线均应采用分相接线方式。 
5.6.1.5  主、副电能表应使用同一个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 
5.6.1.6  互感器二次回路上不得接入任何与计量无关的设备。 
5.6.2 熔断器和空气断路器 
5.6.2.1  电压互感器计量二次侧应装设空气断路器。 
5.6.2.2  低压计量装置的电压回路上不允许加装熔断器和开关。 
5.7  电能表屏 
5.7.1  电能计量装置应有专用的电能表屏，电能表屏的前后门应能上锁和
方便加封。 

5.7.2  电能表屏内应有 220V的交流电源插座。 
5.7.3  电流、电压回路应经过试验接线盒后接入电能表，试验接线盒下方
端子连接互感器二次端子，上方连接电能表；连接电能表和接线盒的导线

需留有便于试验的弧度（半径约 20mm的 3/4圆周）和长度。电能表应采用
分组接线方式。电流回路中性点应在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端接地。 

6  布置方式和安装接线要求 

6.1  布置说明 
电能表（除 10kV 外）应集中安装。10kV 电压等级的电能表原则上应

集中组屏，当现场不具备集中组屏的条件时，可就地布置在开关柜内。 
6.2  组屏原则 
电能计量装置宜按电压等级分别组屏。 
110kV变电站电能量遥测采集终端宜单独组屏。 

6.3  安装接线要求 
6.3.1  互感器的安装 
6.3.1.1  同一组的电流（电压）互感器应采用型号、额定电流（电压）、变
比准确度等级、二次容量均相同的互感器。 
6.3.1.2  同一计量点各相电流（电压）互感器进线端极性应一致。 
6.3.2  电能表的安装 
6.3.2.1  电能表应安装在电能表屏内，不得安装在活动的柜门上。安装电能
表的距离应满足以下要求：相邻的 2 只三相电能表左右边缘间距不小于
70mm；电能表与屏边缘间距不小于 50mm；电能表应装在对地（表的水平
中心线距地面）700mm～1800mm的高度。 
6.3.2.2  电能表应垂直安装，所有的固定孔须采用螺栓固定，固定孔应采用
螺纹孔或采用其他方式确保单人工作能在屏正面紧固螺栓。表中心线向各

方向的倾斜不大于 1°。 
6.3.2.3  电能表的下端应有计量点名称的标签。 
6.3.2.4  对有主、副两只电能表的计量点：主表安装在左侧，副表安装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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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或主表安装在上面，副表安装在下面。主、副表应有明确的标签。 
6.3.3  试验接线盒的安装 
6.3.3.1  电能表屏内各计量点的电能表与试验接线盒相邻上下布置，试验接
线盒安装在电能表的下方，且与电能表安装在同一个垂直平面上，每一组

电能表（主、副表）对应安装两个试验接线盒。 
6.3.3.2  试验接线盒应安装端正，接线盒所有的固定孔须采用螺栓固定。固
定孔应采用螺纹孔或采用其他方式确保单人工作能在屏正面紧固螺栓。接

线盒向各方向的倾斜不大于 1°。 
6.3.3.3  试验接线盒上缘与电能表的下缘间距不小于 50mm，接线盒与电能
表屏内的边缘间距不小于 50mm，接线盒下边缘与地面的距离不小于
300mm。 
6.3.3.4  应使用全透明的、整体浇注的、可加封的试验接线盒。 
6.3.3.5  试验接线盒应具备试验用电压插接孔。 
6.3.3.6  电能量遥测采集终端与计量电能表之间的 RS485 通信线宜采用八
芯屏蔽线，其中四芯为预留备用。 
6.3.3.7  进入电能表的电压接线需经过端子排转接。 
6.3.4  接线要求 
6.3.4.1  引入电能表屏的电缆标志牌应清晰、正确，排列整齐，避免交叉。
并应安装牢固，不得使所接的接线盒受到机械应力。 
6.3.4.2  电能表屏内的电缆芯线应按照垂直或水平的规律配置，不得任意歪
斜交叉连接，备用芯线长度应留有适当的余量。 
6.3.4.3  三相电能表应按正相序接线。 
6.3.4.4  电能表屏内的导线不应有接头，导线的芯线应无损伤。用螺丝连接

时，弯线方向应与螺丝旋紧的方向一致，并应加垫圈。 
6.3.4.5  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的低压三相四线电能表，其电压引入线应单独接
入，不得与电流线共用。电压引入线的另一端应接在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源

侧，并在母线另行引出，禁止在母线连接螺丝处引出。电压引入线与电流

互感器一次电源同时切合。 
6.3.4.6  电能表屏内上下相邻的电能表、试验接线盒之间导线的连接，应穿
过面板上的穿线孔。每个穿线孔应与每根连接导线一一对应。穿线孔应打

磨钝化，并用塑料套套好，以保护导线不受损伤。 
6.3.4.7  电流回路、电压回路压接的金属部分长度应为 25mm～30mm，确
保接线柱的两个螺钉均能牢靠压住铜芯且不外露。各接线头须按照施工图

套编号套，编号套的标志应正确、清晰，不褪色。 

7  概预算编制原则 

典型方案工程造价参考《电力建设工程建设概算定额—电气设备安装

工程》编制。 
人工调整费用、项目安装、设备调试费用以及定额材机费调整等费用

按行业和地方建筑安装工程定额标准取费。 
特殊项目调试费用可参考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标准执行，包括电能

量遥测采集系统（含终端与主站）调试费、电能表检定费、现场检测费，

互感器计量误差现场检验费、电压互感器二次压降测试费及互感器二次负

载测试费等。 
未尽事宜，参照其他相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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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网公司电能计量装置典型方案 
10kV用电客户 
（下卷  典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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