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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电网检修工程预算定额》已由国家能源局批准发布并实施，为更好地配合

其发布实施，定额编制组编写了《电网检修工程预算定额使用指南》（简称本指

南）。本指南分为 4 个部分，分别对应《电网检修工程预算定额》的 4 个分册，

即第一册电气工程、第二册送电线路工程、第三册调试工程和第四册通信工程。

此外，定额相应内容的数据修正也在本使用指南附表中列出。本指南可

供电网检修工程施工、管理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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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电网检修工程预算 

定额使用指南的通知 

定额函[2010]49号

各有关单位：

为了在实际工程中应用好《电网检修工程预算编制与

计算标准》、《电网检修工程预算定额》，合理确定工程造

价，提高工作效率，科学维护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

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组织编写了《电网检修工

程预算定额使用指南》（以下统称“使用指南”）。现予以

印发。

本使用指南在工程应用中如发现问题或不当之处，请

与我站联系，电子邮箱：yijian@cecm.info。
本使用指南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附件：《电网检修工程预算定额使用指南》（另发）

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印）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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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0年 8月，国家能源局以国能电力[2010]256号文批准
颁布了《电网检修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电网检修工程预算

定额》（以下简称本套标准）。为了使电力技经人员更好地了解上

述标准定额的编制背景、内容构成和工程量计算规则，准确理解

定额的使用方法，合理确定工程造价，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

总站组织编写了《电网检修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使用指南》

《电网检修工程预算定额使用指南》（以下简称“使用指南”），供

相关人员在工作中使用。

使用指南详细介绍了本套标准的编制依据、工作内容、工作范

围的界定以及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内容涵盖了电网检修中电气工

程、送电线路工程、调试工程、通信工程等全部相关专业。

对使用指南的编写，国家能源局、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

总站给予高度重视。本套标准颁布之初，总站即及时安排定额处

牵头成立编写组。参加单位有广东省电力公司电力建设定额站、

深圳供电局、深圳供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广州电力设计院、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在编写过程中，参编人员先后多次召开

编写工作会议，认真听取专家意见，集思广议，精益求精，圆满

完成了编写工作。

在此，我们谨对在本使用指南编写工作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同

事和给予本项工作大力支持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本使用指南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如有建议和意见，请将电子文稿发送至：

yijian@cecm.info。
本使用指南由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定额处负责解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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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说  明 
一、编制目的

现有的电力建设概预算定额体系一直是控制电力行业基本

建设投资的有力依据，对电力行业基本建设投资起到了良好的促

进作用。从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控制的理论出发，一个完整的项

目包括建设、使用、维护、报废 4个环节。项目维护、检修的费
用虽然没有形成新的固定资产，但在资金的使用量上，却经常超

过新建项目的一次性投资。对于资金消耗比例较大的维护、使用

等环节的资金使用，一直没有一套良好的定额与计价标准体系对

其进行控制与管理。

随着我国电网建设的不断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不断完善，检修工程的实施主体也由原来单纯的使用部门而变得

更加多元化，本套定额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为了规范电力检修工

程市场秩序、加强电网检修工程造价管理，完善定额体系，统一

计价标准，加强检修工程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而进行编制的。

二、编制工作组织

本套定额编制工作共分 6个阶段：①策划阶段；②确定编制
大纲；③材机库整理；④定额编制阶段；⑤定额水平测算；⑥确

定表现形式。为了保证工作进程，以上几个阶段进行了合理的交

叉搭接。

第一阶段：策划阶段，确定定额编制的组织单位，确定工作

方案。本套定额于 2009年 7月初开始策划。策划之初，首先组织
成立了编制工作的组织单位，即由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

负责总体协调及成果审查，广东电网公司生产技术部负责具体编

制工作的总体组织及最终成果的汇总成稿，并以深圳供电局、深

圳供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2009 年 7 月 15～30
日，编制完成了《电网技改和检修项目定额与费用计算标准研究

工作方案》。

第二阶段：确定编制大纲。2009年 8月 25日～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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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编制单位主要成员赴陕西省电力公司、浙江省电力公司、青海

电力公司、天津市电力公司、重庆市电力公司进行了调研，取得

了第一手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单位主要成员编写完成了编

制大纲。2009年 10月 12～22日，组织召开编制大纲审查会，最
终确定了编制大纲。

第三阶段：材机库整理。材机库的整理工作是由电力工程造

价与定额管理总站会同各地专家组织进行的。此项工作于编制大

纲确定的后期展开，并随着定额编制的进度不断修改，保证了材

机库的合理、适用。工作组首先规范了材机名称、材机编码，并

根据实际施工作业的情况淘汰了实际不再使用的落后的材机类

别，增加了先进的材机类别，并根据最新的价格水平与全国各地

实际水平，确定了各种材机价格，最终形成了 2009年电力行业材
机库。

第四阶段：定额编制阶段。2009 年 9 月 25 日，召开了编制
工作启动会，通过了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内容、进度安排、组

织方式和人员分工，定额进入了具体的编制阶段。在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工作，并收集资料、规范，充分考虑检

修工程的特点，确定具体定额子目的人工、材料、机械构成与消

耗量。最后根据形成的材机库，完成了定额的上价工作。2010年
1月 5日和 1月 29日，分别组织召开了内部审查会与外部审查会，
与会专家就送审稿提出了进一步修改意见和建议。最后，编制组

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完成了定额的修改工作。

第五阶段：定额水平测算。2009 年 12 月底，编制组在定额
编制的后期即开始了对本套定额的实用性和价格水平的测算工

作。鉴于以前没有相近的定额及计价标准作为依据，定额的测算

主要通过与实际结算资料的对比进行的。编制组首先收集了广东

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中山供电局、佛山供电局等各市局的大量

检修工程结算资料，并在各市局生技部结算负责人、项目实施专

业工程师的配合下，筛选了结算价格比较合理的典型工程资料。

在下一步的测算中，对于测算与实际结算不相吻合的情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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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各市局生技部结算负责人、项目实施专业工程师的协助下，

或分析原因找出差距，或调整定额水平，以保证定额各方面的合

理性。内部审查会结束后，编制组扩大范围在全国各地选取了一

些典型工程，进一步通过工程实测验证定额与费用计算标准的实

用性和价格水平。

第六阶段：确定表现形式。定额采取量价合一的表现形式，

既表现定额基价与人工、材料、机械价格，同时也表现定额的人

工、材料、机械消耗量。另外，定额人工工日分为技工工日、普

工工日，更能反映实际的工日消耗，材料消耗量分为定额计价材

料与未计价材料消耗量。定额子目编码采取沿用已久的 4层制编
码，即“定额类别编码，专业代码，章节号—子目流水号”的编

码形式。

三、编制原则

本套定额所指的检修是指为维持或改善电网设备与系统的

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经济性和环保性，使其能够长期处于

安全可用状态，效率能保持或接近最佳状态而进行的检查、维护

和修理工作。检修的模式主要有：事故检修、定期检修（预防性

检修）、可靠性检修、状态检修（预知性检修）及优化检修。

事故检修是设备发生事故后进行的检修，又称临时性检修。

定期检修又称预防性检修，是以时间规定为特征的计划检

修，是依据经验掌握设备平均故障率后，确定固定检修周期和检

修等级的计划性工作。其特点是：检修规程、制度统一，检修项

目、检修间隔、检修工期统一，不管设备制造、安装质量、运行

状态、是否有缺陷，到期必修。

可靠性检修是以设备可靠性评估方法确定检修项目、检修时

间后，对设备和系统进行的检修。其特点是运用概率论及其随机

处理的数学方法，来确定设备的可靠性，从而确定设备的检修内

容和检修时间。

状态检修又称预知性检修，是指设备或系统即将达到破坏临

界状态时的停运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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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检修是将事故检修、定期检修、状态检修为一体的经过

优化的混合式检修。

本套定额的检修，主要指设备、设施的现场检修，不包括设

备的返厂检修。

根据检修工程的现状及最新发展，结合检修工程各阶段的特

点，研究建设各方应用需求的深度及广度，确保研究成果能很好

的服务于设备、设施检修的全过程。

（1）在费用项目和内容上充分考虑了现行的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国家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规章。

（2）在编制原则和项目划分方面，充分考虑了项目管理模式
和招投标工作模式。

（3）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电力生产情况，电网检修工程参
建各方参照在工程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任务以及各种类型项目

管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对各项内容进行了认真调研和反复推敲、

测算，设置了电网检修工程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并且按照国家和

电力行业规定的标准格式，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统一规范，体现

了检修工程预算编制体系的适用性和时效性。

（4）本套定额是按国内大多数施工企业采用的施工方法、机
械化程度和合理劳动组织进行制定的。

（5）本套定额考虑的施工条件：
1）按照检修工程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机械配备以及合理

的工期与正常的工作条件制定。

2）按照正常的气候、地理条件和工作环境制定。
四、相关问题说明

（1）由于一般抢修工作带有突发性，工作任务单一性比较强，
零散性更突出，为了真实反映一般抢修工作的人工与机械消耗量，

对检修工作的人工消耗与机械消耗作如下规定：当一次抢修任务

的累计定额工日数（技工数、普工数分别计算）不足一个工日、

载重汽车或起重机械累计定额台班不足一个台班时，均按一个工

日或一个台班进行调整；当超过一个工日或一个台班时，按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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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数量计算。

（2）本套定额对部分材料及机械名称、规格作了简化或合并，
以“综合”表示。如定额材料中的型钢，实际使用可能是角钢、

也可能是槽钢等，规格也不尽相同，但因其价格基本相同，故在

定额中采用“型钢 综合”来表示。

（3）本套定额中对费用比重较小的消耗性材料和机械，以“其
他材料费”和“其他机械费”表示。

（4）本套定额中的材料分为计价材料与未计价材料。定额中
规定的未计价材料用量为参考用量，在计算未计价材料的用量时，

首先应根据设计规定用量加损耗计算，当设计未规定时，可采用

定额规定的参考用量进行计算：

未计价材料用量=设计规定用量（定额规定参考用量）×（1+
损耗率）

对于电缆、管线等，当设计已给出电气设备之间连线的预留

长度时，应按设计规定计算。当设计未规定时，则按本册指南相

应章节规定的预留长度计算，并将预留长度计入工程量的基本长

度中。

（5）本套定额中的未计价材料在计入工程总体造价时，应按
《电网检修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要求计入配件购置费，不得

计入检修工程费。

（6）工程量的计算应以设计的施工图纸及说明规定采用的标
准图集和通用图集、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措施和

有关施工及验收技术规程为依据。当图纸的设备、材料表与设计

图不一致时，应以设计图为准。

（7）工程量的计算应以施工图设计规定的界限为准，其计算
内容应与预算定额所包含的工作内容和定额的适用范围相一致。

（8）工程量的计算单位应与本套定额的计算单位相一致。计
量单位的小数点取舍规定如下：

1）凡以“台”、“面”、“个”、“项”等自然单位为计量单位
的项目，应取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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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以“t”为计量单位的项目，“t”以下取三位小数，其
后数字按四舍五入法取舍；

3）凡以“m”、“m2”、“m3”为计量单位的项目，均取两位小

数，其后数字按四舍五入法取舍。

（9）工程量计算凡涉及到材料的容积、密度等换算时，应以
国家现行标准为依据，如未做规定时，应以产品出厂的合格证明

书或产品说明书为准。

（10）本套定额中凡采用“××以内”或“××以下”者均包
括“××”本身，凡采用“××以上”或“××以外”者均不包

括“××”本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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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说   明 
一、编制依据 

本册定额是根据国家和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设计标准、技术

规程、规范、质量评定标准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以及相关的作业

指导书，按检修工程的施工条件及施工组织设计进行编制的。本

册定额编制所依据的标准、规程、规范主要有：

DL/T573—1995 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
DL/T574—1995 有载分接开关运行维修导则
DL/T596—199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DL/T724—2000 电力系统蓄电池直流电源装置运行与维护
DL/T727—2000 互感器运行检修导则
DL/T739—2000 LW10型六氟化硫断路器检修工艺规程
DL5009.1—2002 电力建设安全工程规程
SD109—1983 电能计量装置检验规程
SD110—1983 电测量指示仪表检验规程
二、编制原则 

1.本册定额考虑的工作内容
（1）进场及开工前的准备，工作票、措施票的开具；
（2）设备检修前的清理；
（3）检修区域安全警戒设施的设置；
（4）设备配件、器材、材料的工地仓库至施工场地的运输费

用与场内运搬；

（5）设备连接线拆除与恢复，设备部件的拆卸、修整，配件
的更换（配件费用另计）、装配、维护；

（6）脚手架搭拆；
（7）完工后的清理及恢复；
（8）正常检修情况下由施工驻地到作业现场的往返时间。

2.本册定额不包括内容
本册定额不包括电气设备的调试工作（本定额已编制检验、

试验子目除外），发生时执行本套定额调试分册相应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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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册定额人工数量确定原则
（1）定额内工日均包括与单体、分系统调试之间相互配合的用工；
（2）定额中每个工日按 8h工作制计算；
（3）定额工日消耗量中已包括安全监护用工，以及因施工场

地狭小、临近设备带电而引起的人工、机械降效。

4.本册定额材料数量确定原则
（1）定额中的材料用量已包括运输损耗和施工过程中的损耗；
（2）对周转性材料如枕木、脚手架等均按摊销量计列。

5.本册定额机械数量确定原则
（1）定额中的机械是按正常合理的机械配备综合取定的，如

实际与定额不一致时，除另有说明外，均不作调整；

（2）定额中未包括单位价值在 2000 元以内、使用年限在两
年以内的不构成固定资产的工具、用具。

三、定额结构 

本册定额包括变压器，配电装置，母线、绝缘子，电缆及接

地，交、直流系统，二次、继电保护及仪表 6 章，686 条定额子
目。定额内容包括总说明、册说明、章节说明、定额项目表等，

适用于 35～750kV电网电气检修工程。
总说明是对检修工程预算定额体系的构成、编制原则以及本

套定额体系共性问题进行的说明。册说明是对本册定额适用范围、

编制依据以及本册定额共性问题进行的说明。章节说明是对本章

节内容范围、未包括内容、工程量计算规则、定额使用及调整等

问题进行的说明。各章节名称及子目统计如下表 1-1所示。

表 1-1 各章名称及子目统计表

章 名 称 子 目 数 备  注

第 1 章 变压器 231

第 2 章 配电装置 218

第 3 章 母线、绝缘子 76

第 4 章 电缆及接地 83

第 5 章 交、直流系统 19

第 6 章 二次、继电保护及仪表 59

合计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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