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县（区）分布式光伏专项配电网

规划方案

xx市 XX县（区）供电公司

2024年 8月



编制说明

1. 本大纲旨在指导分布式光伏渗透率超过 50%的各县

（区）公司开展分布式光伏专项配电网规划。

2. 本大纲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保

障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国能发电力〔2024〕44号）

和《省发改委关于高质量做好全省分布式光伏接网消纳的通

知》（苏发改能源发〔2024〕906 号）的要求，充分吸收了

《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相关内容。

3. 本大纲内容可根据各地实际需要，适当增加内容和深

度，但大纲中原有要求内容不得自行减少。

4. 本大纲在编制过程中考虑了各地电网发展的差异性，

若本地电网现状和规划中无此项内容可对大纲做精简等。

5. 为保证报告规范性，各单位在应用大纲编制规划报告

时，请保持大纲中表格的统一性。

6. 如无特别说明，20kV、6kV 均归入 10kV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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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1编制目的和意义

围绕配电网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内容，

结合地区发展实际情况、功能定位和远景目标，简述本次规

划目的和意义。

1.2规划指导思想

简述本次规划指导思想。

1.3规划范围及年限

针对分布式光伏发展较快的地区，如县（区）分布式光

伏渗透率超过 50%，启动专项配电网规划工作，进一步加强

规划深度并形成滚动调整机制，规划中应将分布式光伏开发

规模和布局作为规划重要边界条件予以明确，要根据分布式

光伏发展现状、资源情况、负荷水平和电网承载力等，有针

对性地做好规划内分布式光伏项目的接网消纳方案。

规划基准年为 2024 年，规划水平年为 2026 年，展望至

2030 年。为保障“十五五”初期规划项目前期工作开展，需求

预测、电力平衡分析延伸至 2026 年。

1.4 编制依据

列出主要依据的文件，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国土空间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地区相关规定及管理办法；

（3）电网规划、设计和运行应遵循的有关规程、规范

和规定；

（4）其他与配电网规划相关的资料，如地区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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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有关的指导性文件等。

注:在列出规划依据文件时，应列出文件的名称、编号、

来源以及发布时间等信息。具体格式可参考以下示例：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599

号令)

《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评估试点实

施方案（国能综通新能〔2023〕74号）

《 分 布 式 电 源 接 入 电 网 承 载 力 评 估 导 则 》

(DL/T2041-2019)

《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DL/T5729-2016)

《农村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DL/T5118-2010)

《 国 家 电 网 公 司 配 电 网 规 划 内 容 深 度 规 定 》

(O/GDW10865-2017)

《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Q/GDW10738-2020)《农

网建设与改造技术导则》(O/GDW462-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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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简要描述行政区面积、人口、行政区划、地理和气候特

点、交通条件、资源优势等内容。给出各县（区）行政区划

示意图。

简要分析县（区）历史发展情况，统计分析各地市发展

情况及主要指标。主要统计指标包括行政区土地面积、GDP、

人口及城镇化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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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源荷资源发展概况

3.1 分布式光伏发展情况

3.1.1 现状规模及增长情况

描述本县（区）描述户用、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现状装机

容量，分析分布式光伏历史增长情况。

3.1.2分布式光伏发展模式

描述本县（区）户用、工商业（园区）光伏发展模式。

其中，农村户用光伏需调研市场化开发情况，包含但不限于

本县（区）农村户用光伏开发商业模式，农户屋顶租赁价格，

光伏组件价格或 EPC 承包价格，光伏投资回收周期，农户、

开发商、代理商收益比例等。

3.1.3分布式光伏出力特性

（1）分区县分析分布式光伏出力特性，包括利用小时

数、光伏板出力系数、高压配电网同时系数，高压配电网同

时系数按照县域分布式光伏最大出力时刻计算。

光伏板出力系数：单户分布式光伏最大出力/光伏装机测

算。（可选取 3~5 户分布式光伏，取平均值）

高压配网同时系数：县域分布式光伏最大出力/县域分布

式光伏装机/光伏板出力系数。

（2）分析本市 2024 年以来分布式光伏大发、负荷较小

场景以及该场景下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出力大小与负荷规

模。

3.2 10~35千伏集中式电源发展情况

3.2.1现状规模、出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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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本县（区）10~35 千伏集中式电源现状规模，典型

场站出力特性曲线。

3.2.2 2024-2026年新增集中式电源情况

描述本县（区）2024 至 2026 年，35、10千伏集中式电

源新增情况。

3.3 灵活资源发展情况

3.3.1电动汽车

描述本县（区）现状电动汽车和充电桩规模，城镇和乡

村的充电负荷特性，2025-2026年充电负荷预测。

3.3.2分布式储能与可调负荷资源情况

该章节非必须分析，但建议各县（区）公司在做方案时

充分考虑分布式储能及可调负荷的现状资源及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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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配电网发展概况

4.1 用电负荷情况

4.1.1现状负荷水平

描述本县（区）描述负荷规模、负荷特性，峰谷特性，

负荷曲线。

4.1.2 2025-2026负荷预测

描述本县（区）描述 2025-2026年负荷规模。

4.2高压配电网发展概况

4.2.1高压配电网设备规模

描述本县（区）描述 110、35 千伏电网设备规模。

4.2.2高压配电网网架结构

描述本县（区）110、35 千伏电网网架结构。

4.2.3主变倒送情况

列出 2024 年以来反向倒送主变明细。
表4.1 2024年县（区）110、35千伏变电站倒送明细

序

号

电压等

级
变电站 主变编号

额定容量

（MW）

最大正向负

载率

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

（MW）

主变最大反向

负载率

最大反向负载

率出现时刻

1 110kV

2 110kV

4.3中压配电网发展概况

4.3.1中压配电网设备规模

描述本县（区）10（20）千伏线路和配变整体规模，重

点分析农村设备规模。（这里重点分析农村设备规模主要考

虑到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区域聚集在农村，但配网设备和负

荷多分布在城区，局部农村电网可能最先出现承载能力问



7

题。）

4.3.2配变倒送情况

描述本县（区）2024 年以来配变倒送情况，包含但不限

于配变台数、倒送持续时间、最大倒送负载率等。
表4.2 2024年县（区）配变倒送情况

序号 区县 网格 配变名称 配变容量
最大正向

负载率

最大反向

负载率

最大反向负载

率出现时刻

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

（千瓦）

1

2

4.3.3线路倒送情况

描述本县（区）2024 年以来 10（20）千伏线路倒送情

况，包含但不限于倒送线路条数、倒送持续时间、最大倒送

负载率等。
表4.3 2024年县（区）线路倒送情况

序号 区县 网格 线路名称
最大正向

负载率

最大反向

负载率

最大反向负载

率出现时刻

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

（千瓦）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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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网分布式光伏承载力分析

5.1潜力评估

评估本县（区）户用、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展潜力，可

考虑多种方法预测，包括宅基地户数预测、遥感数据预测、

政府总量控制等。最终的预测规模需要按乡镇及行政村形成

总量、户数、开发比例等指标。
表5.1 分布式光伏装机潜力评估汇总表

序号 乡镇

工商业光伏 居民光伏

容量

（万千瓦）

工商业屋顶面积

（平方公里）

开发面积

（平方公里）

容量

（万千瓦）
用户总数

可 安 装

光 伏 户

数

屋 顶 面

积

1

2

3

4

表5.2 **乡镇分布式光伏装机潜力评估汇总表

序号 行政村

村庄面

积（不

含耕

地 ）

配变数

量

配变容

量（千

伏安）

居民户

数

已安装

光伏户

数

工商业光伏 居民光伏

容量

（ 千

瓦）

工商业

屋顶面

积

（平方

米）

开发面

积

（ 平 方

米）

容量

（千

瓦）

用户

总数

可安

装光

伏户

数

屋顶

面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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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电网现状承载力分析

根据“由下而上、逐层溯源”的思路，按照本县（区）居

民用户信息（主要为农村居民），逐级梳理居民用户与台区

配变、中压线路、变电站的隶属关系，建立“户变隶属关系”

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现状配电网承载力分析及配套电

网投资测算。

图 5.1 农村居民-台区配变-中压线路-变电站各层级链路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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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变电站供区内的分布式光伏剩余接入容量测算模型

5.2.1计算边界

(1) 分析对象：低压侧涉及接入居民用户的配变，中压

线路，变电站（包括 220、110、35 千伏三个电压等级）。

(2) 参数选取：根据本地区调研结果，确定同一条线路

下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同时率，同一变电站下级分布式光伏发

电同时率，光伏最大转换效率等参数。

(3) 计算断面：本次测算负荷水平与现状保持一致，按

照分布式光伏倒送典型时刻点测算（可参考 2024 年春节光

伏大发、倒送最大时刻）。

5.2.2计算步骤

(1) 配变层级可接入容量（Ai）：Ai=（配变有功负荷+

配变额定容量）/光伏最大转换效率。

(2) 10 千伏线路自身可接入容量（Li）：Li=（线路有功



11

负荷+线路额定容量）/光伏最大转换效率。

(3) 10 千伏线路层级可接入容量（Li2）：Li2=min（Li、

∑Ai（Ai∈Li））。

(4) 变电站可接入容量（T）：T=（变电站有功负荷+变

电站额定容量）/（分布式光伏发电同时率×光伏最大转换效

率）。

(5) 变电站层级可接入容量（Z）：Z=min（T、∑Li2）。

(6) 某地市的可接入容量（C）：C=∑Z。

5.2.3计算结果

说明变电站层级、配变层级和线路层级剩余接入容量综

合考虑“短板效应”，说明现状配电网各层级户用分布式剩余

接入容量。

表5.3 江苏省现状配电网户用分布式光伏剩余接入容量表

县（区） 配变台数

配变剩余接

入容量（万

千瓦）

线路条数

线路剩余接

入容量（万

千瓦）

变电站个数

变电站剩余

接入容量

（万千瓦）

配电网剩余

接入容量

（万千瓦）

表5.4 各变电站供区户用分布式光伏剩余接入容量表

变电站名

称
配变台数

配变层级剩

余接入容量

（万千瓦）

线路条数

线路层级剩

余接入容量

（万千瓦）

主变台数

主变层级剩

余接入容量

（万千瓦）

本站剩余接

入容量（万

千瓦）

表5.5 各线路户用分布式光伏剩余接入容量表

线路名称 配变台数
配变层级剩余接入容

量（万千瓦）
线路容量（万千伏安）

本线路剩余接入容量

（万千瓦）

表5.6 各配变台区分布式光伏剩余接入容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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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区名称 配变容量（万千伏安） 本台区剩余接入容量（万千瓦）

按照各配变与各县村镇的供电匹配关系，梳理各村庄分

布式光伏剩余接入容量。

表5.7 各村分布式光伏剩余接入容量表

行政村名称 已开发容量（万千伏安） 本村剩余接入容量（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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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布式光伏开发规模和布局

分析本县（区）户用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开发情况，结

合后续各级电网建设情况，按照近细远粗原则，按照县-乡镇

-行政村三级制定2025-2030年户用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展

的指标，为引导分布式光伏有序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6.1开发规模

对光伏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坚持远近结合、滚动实施的

发展思路，根据光照条件、配网结构、消纳空间、区域经济

发展等信息，参考承载力评估的结果，配电网建设改造能力，

合理制定近远期分布式光伏发展目标。
表6.1 乡镇分布式光伏发展指标

序

号

乡镇名

称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30年

工商业光伏容

量

（兆瓦）

居民光伏容

量

（兆瓦）

工商业光伏容

量

（兆瓦）

居民光伏容

量

（兆瓦）

工商业光伏容

量

（兆瓦）

居民光伏容

量

（兆瓦）

工商业光伏容

量

（兆瓦）

居民光伏容

量

（兆瓦）

1

2

表6.2 村庄分布式光伏发展指标

序号
行政

村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30年

工商业光伏

容量

（兆瓦）

居民光伏容

量

（兆瓦）

工商业光伏

容量

（兆瓦）

居民光伏容

量

（兆瓦）

工商业光伏

容量

（兆瓦）

居民光伏容

量

（兆瓦）

工商业光伏

容量

（兆瓦）

居民光伏容

量

（兆瓦）

1

2

6.2开发布局

如无特殊说明，均按照现状电网承载力情况有序安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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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如涉及“整村连片”规模化开发的村庄，需按村明确对应

的开发规模和开发时序。

表6.3 “整村连片”开发的分布式光伏规划情况

序号
行政

村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30年

开发户数
开发容量

（兆瓦）
开发户数

开发容量

（兆瓦）
开发户数

开发容量

（兆瓦）
开发户数

开发容量

（兆瓦）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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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建设改造原则

根据《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行标 2023 版），

结合本地区功能定位、配电网现状、供电区域划分及规划目

标，分条目细化提出高中压配电网结构、设备选型等方面的

规划技术原则。

考虑下级电网线路切改、本级电网增容、负荷均衡、高

过载能力主变应用等新技术手段应用，提出本县（区）高压

配电网建设改造原则。

考虑户用光伏和工商业光伏的不同发展特点，统筹配变

与线路协调规划，兼顾用电与发电，面向不同特征的供电网

格，提出本县（区）中、低压配电网差异化建设改造原则。

针对“整存连片”规模化开发场景，结合各村镇实际电

网承载力情况及“整存连片”开发规划情况，科学比选分散

接入、交流汇集接入、直流汇集接入等多种方式，提出一村

一策的接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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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高压配电网建设改造方案

8.1 高压配电网建设改造方案

根据承载能力分析和建设改造原则，针对高压电网薄弱

环节，提出高压配电网建设改造规模及投资测算。

从时序分析、源荷平衡、多方案必选、多电压等级的构

网方式等方面思考，形成高压配电网项目清单，每年形成一

张电网接线图，改造方案需要具体到项目。

示例：

8.1.1 江苏**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1）建设必要性

本项目站址周边有 35千伏八路变（2×20 兆伏安）和 35

千伏新集变（16+20 兆伏安）。现状接入八路变、新集变并

网的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约 18 兆瓦、19 兆瓦，光伏大发负

荷低谷时期，八路变、新集变反向负载率分别为 35%、53%。

预计至 2026 年底，八路变、新集变供电范围内分布式光伏

分别达到 88 兆瓦、89 兆瓦，届时八路变、新集变将出现倒

送超载问题。结合分布式光伏发展需求及 35 千伏八路变升

压改造规划，建议规划建设江苏徐州十店 110 千伏输变电工

程。

（2）项目方案

本期新建 110 千伏十店变，升压替代 35 千伏八路变；

新建十店~议堂线路，构建“银杏~十店~议堂~银杏”双环网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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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规模

新建主变 2 台，容量 2×50MVA，投资 10000 万元。

（4）主变反送分析

受分布式光伏和空调负荷影响，农村负荷高峰多为晚

峰，春秋时期负荷低，夏冬时期负荷高，选取秋季低谷负荷

且光伏大发日为典型日（2023 年 11 月 17日）。

2023 年典型日八路变光伏出力最大时刻为中午 12:25，

此时八路变分布式光伏发电出力为 12.07MW，八路变还原负

荷为 10.46MW，八路变反送负荷最大值 1.61MW，反送最大

负载率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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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典型日八路变光伏大发时期，八路变分布式光伏

发电出力最大值为 60.24MW，此时八路变还原负荷为

12.79MW，八路变反送负荷最大值为 47.45MW，反送最大负

载率 118.62%。预计从上午 9 点半到下午 14 点左右，八路变

一直处于反送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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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低压配电网建设改造方案

根据承载能力分析和建设改造原则，对中低压配电网薄

弱环节，以网格为单位提出 2024、2025、2026 年中压配电

网建设改造规模及投资测算。需明确到项目明细

示例：

9.1 江苏**市**县（区）**网格建设改造方案

9.2 江苏**市**县（区）**网架优化工程

（1）建设必要性

（2）项目方案

（3）建设规模

（4）光伏承载分析

9.3 江苏**市**县（区）**配变新建工程

（1）建设必要性

（2）项目方案

（3）建设规模

（4）光伏承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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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规划展望

按照 2030 年分布式光伏发展情况，展望 2030 年不同开

发比例（高中低）下对应的规模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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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分布式光伏装机潜力评估排查表

序号 乡镇 行政村
用电类

别

用户

姓名

用户编

号

建筑类

型
屋顶类型屋顶面积

已安装光

伏容量

（没有不

填）

是否具备

安装条件

预估安装

方式

预测安装

光伏容量
备注

1 普通工业 普通工业起脊瓦房
平铺或斜

铺

2 乡村居民 公共建筑
平房或平

顶楼房
水泥墩

3 打支架

4

附表 2：2024-2026年××县（区）110(35)千伏项目安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年份 电压等级

建设规模

主变台数 变电容量（MVA) 线路长度(km) 投资

（万元）新购 搬迁 利旧 建设 净增 小计 架空 电缆

1

2

3

4

附表 3：2024-2026年××县（区）10(20)千伏项目安排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年份

电压

等级

网架/

非网

架

建设规模

投资规模
配电变压器

架空

线路

电力

电缆

低压

线路

低压

电缆

1 kVA 台 km km km km 万元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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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2024-2026 年××县（区）110(35)千伏地理接线示意

图（以区县为单位，下图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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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2024-2026年××县（区）××网格 10 千伏接线示意图

（以网格为单位，下图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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