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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压配电网的升压改造是一项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电网的
战略决策。
升压改造可以提高中压配电网的供电能力、节省占地资源、节能降损以及便于分布式电源的接入，是
消除供电瓶颈、提升电网适应能力，建设坚强配电网的重大技术举措之一。
中压配电网的升压改造牵涉面广、影响因素多，既要进行科学缜密的技术经济论证，同时也要取得政
府和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我国中压配电网现有的10kV供电电压已越来越不适应负荷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升压改造，这一点已
基本达成共识。
因此，如何对现有中压配电网络进行优化及改造，需要系统的论证思路和实施方法，这已经成为当前
电网运营企业关注的重点课题。
　　我国现行中压配电电压大部分为10kV，只有苏州工业园区和辽宁本溪部分区域采用20kV，国际上
配电电压也不尽相同，如法国巴黎为20kV，日本大阪为22kV等，现在60％的亚洲国家和近80％的欧洲
国家采用20kV左右的电压水平作为中压配电电压等级，国外发达国家采用20kV电压等级作为中压配电
电压确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
　　中压配电电压等级优化及改造涉及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环境、空间资源等；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初期投资费用、改造费用、运行维护费用、
电能损耗费用和停电损失费用等；技术因素主要包括设备的条件和参数系列等。
如何考虑这些因素对中压配电电压等级优化及改造的影响，需要有效的研究思路和可行的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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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现有中压配电网进行升压改造，是一项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提高中压配电网供电能力、节
省占地资源、节能降损的战略决策。
本书是研究和探索我国中压配电网供电电压等级优化及改造问题的著作，为电网运营企业对现有中压
配电网进行优化及改造提供了系统的论证思路和实施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分析中压配电网优化及改造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设定优化及改造的目标及备选方案
，探讨我国10kV配电网升压改造的原则、策略和措施，建立评价方法和评估模型，评估优化及改造的
备选方案，确定优化及改造的推荐方案，并以国内外城乡电网典型区域为例进行了简要说明。
    本书给出了国内外电压等级序列配置、配电网升压改造等大量资料及具体案例，提出了崭新的思路
及较有价值的结论和建议。
本书的出版也希望能够为有志于配电网规划和改造的研究人员以及相关专业师生等提供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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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我国电网电压等级序列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我国的城乡配电网
经过多年的规划与改造，目前正处于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配电网的建设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城市配
电网供电能力不足与空间资源紧张的现象也日益严重，成为制约配电网发展的主要因素。
现有的供电模式在某些地区也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环境对配电网建设的要求。
因此，新的供电模式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这主要包括新的电压等级序列、新的容量系列、新的
网络结构、新设备和新技术的应用等。
　　我国部分地区的电压等级序列情况如下：　　（1）西北地区城市电网的主要电压等级序列为330
（220）／110／10／0.4kV，四级降压；部分农网的主要电压等级序列为330（220）／110／35／10
／0.4kV，五级降压。
　　（2）东北地区电网的主要电压等级序列为500／220／66（110）／10／0.4kV，五级降压。
　　（3）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城市电网的主要电压等级序列为500／220／110（35）／10／0.4kV，
五级降压。
其中，大部分城市电网的电压等级序列配置为500／220／110／10／0.4kV，少部分城市的电压等级序
列为500／220／35／10／0.4kV。
　　（4）苏州供电公司在新加坡工业园区采用20kV作为中压配电电压，电压等级序列为500／220
／110／20／0.4k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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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实现10kV配电网升压为20kV及改变相应电压等级序列的战略决策，《中压配电电压等级优化
与改造：20kV电压等级的论证及实施》提供了系统的论证思路、合理的评价方法、实用的评估模型、
正确的改造原则、科学的实施方法，以协助电网运营企业进行科学决策、适时起步推广应用20kV供电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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