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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为规范海岛工程设计建设标准，适应新时期海岛供电高可靠性要求，进一步推进海岛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有必要形成基于海岛新型电力系统的 220kV及以下电网差异化设计标准，指导海岛电网建设，安

全可靠保障海岛供电。 

2 编制主要原则 

a）规范设计标准。提出 22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规划、新建及技改电网项目工程海岛电网设计

标准，提高电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b）适度提高标准。适度提高重要输电线路、重要线路输电区段、重要变电站以及系统一次、系统

保护和通信的设计标准，在极端自然灾害及电网连锁故障条件下，避免大面积停电风险。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本文件在电网差异化规划设计方面尚无国际和国内同类标准。  

本文件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本文件主要参考文献下：  

GB 38755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GB 38969 电力系统技术导则 

GB 29328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 

GB 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 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GB 50260 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  

GB 50545 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28819 充气高压开关设备用铝合金外壳 

GB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1190 海底电缆输电工程设计规范 

NB 11053 自动快速负荷转供装置技术要求 

DL/T 741 架空输电线路运行规程 

DL/T 5218 220kV～750kV变电站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9 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22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 

DL/T 5223 高压直流换流站设计技术规定  

DL/T 5352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DL/T 5440 重覆冰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DL/T 5611 电源接入系统设计规程  

DL/T 5539 采动影响区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DL/T 5221 城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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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5729 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 

Q/GDW11 1159 浙江电网规划设计计术导则 

Q/GDW 10738 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 

Q/GDW 1512 电力电缆及通道运维规程 

Q/GDW 11686 海底电力电缆输电工程勘测技术规程  

Q/GDW 1829 架空输电线路防舞设计规范 

Q/GDW 11452 架空输电线路防雷导则 

国家电网设备〔2018〕979号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修订版） 

国家电网设备〔2020〕77号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加强易受洪涝灾害影响地区电网设备防洪

防涝工作重点措施  

国家电网设备〔2020〕65号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加强电网防台抗台工作二十五项措施  

国家电网生〔2009〕1208号 预防多雷地区变电站断路器等设备雷害事故技术措施  

基建技术〔2023〕71 号 国网基建部关于发布输变电工程通用设计通用设备应用目录（2024 年版）  

设备技术〔2019〕81号 国网设备部关于印发电网输变配电设备防腐技术指导意见  

调运〔2023〕72号《国调中心关于开展极端灾害导致局部电网全停风险专项核查的通知》 

国家电网安监〔2020〕820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安全事故调查规程》 

浙电调字〔2021〕81号  国网浙江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关于规范浙江电网安全自动装置（系统）配

置原则的意见 

设备监控〔2022〕93号  国网设备部关于印发 220kV及以下区域型远程智能巡视技术规范的通知》 

浙电生〔2009〕1535 号 关于印发《浙江省电力公司 110kV 电网生命线工程指导意见（试行）》的

通知) 

浙电调字〔2021〕9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电网安全风险管控的通知》 

浙电运检〔2018〕365 号《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印发输电线路工程运检审查工作指导意见

的通知》 

浙电设备〔2021〕168 号《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印发 2020 版浙江电网风区分布图及使用

导则等文件的通知》 

浙电设备〔2020〕117号《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印发浙江电网 2019 版冰区舞动区分布图

及冰区图使用导则的通知》 

浙电设备字〔2023〕51号《国网浙江电力设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架空地线运检管理的通知》 

设备技术〔2019〕81号《国网设备部关于印发电网输变配电设备防腐技术指导意见的通知》 

浙电设备字〔2023〕54号《国网浙江电力设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输电线路防雷工作的通知》 

《浙江省35kV-500kV输变电工程差异化设计管控要求（变电站）》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4年 6月，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舟山供电公司提出团体标准修订立项申请。 

2024年 7月，召开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 

按照浙江省电力学会团体标准制订计划，项目启动，成立制订工作组，明确制订工作组织形式、制

订内容、工作计划和工作分工。 

2024年 10月 15日，完成征求意见稿，并发送至相关单位征求意见。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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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浙江省电力学会团体标准技术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写。 

本标准主题章共 12 章，由范围、规范性应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电网差异化规划划分、电

网规划差异化设计原则、电力系统差异化设计原则、变电差异化设计原则、架空线路差异化设计原则、

电缆（海缆）差异化设计原则、配电网差异化设计原则和新能源及大用户接入原则组成。 

 标准起草单位：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舟山供电公司、舟山启明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浙江启

明海洋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浙江舟山海洋输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汪宇怀、沈佩琦、李震、丁小兵、贺伟军、崔芳芳、龚永超、张宇东、李程、

徐健、石筱、金晨星、徐良军、董佳瑜、郑新龙、袁舟龙、甘纯、陆丹丹、徐海宁、徐爱国、施旭、周

晨、管钧斌、方婵畅、张引贤、徐蓓蓓。 

6 条文说明 

本文件第 6.1条：偏远海岛风、光等新能源资源丰富，但新能源升压站比较分散，导致不同升压站

并入电网时需要开辟不同的线路廊道，造成资源浪费，且对环境不友好。考虑建设新能源汇集站，合理

利用廊道资源。 

目前，在运行的新能源站中如中广核岱山海上风电接入舟山电网龙峙变后，导致龙峙变 220kV母线

谐波电压、龙岱 24X4 线谐波电流均出现严重超标；故在后续大规模新能源并网时，统筹考虑以柔性直

流并网的可能性，提升电能质量。 

本文件第 6.2条：重要变电站应通过至少两个方向接入电网，主要指重要变电站应通过至少两回出

线接入来自处于不同供电区的变电站；提升海岛重要变电站供电可靠性，降低发生变电站全停的概率及

其电网风险等级。 

本文件第 6.3 条：偏远海岛电网以长距离海底电缆联络为主，长距离海底电缆产生大量充电功率，

故需综合考虑无功平衡需求，因地制宜减少电容器数量或不装设电容器，装设适量的电抗器设备；对于

220kV电压等级的长距离海缆根据无功专题报告，合理选择高压电抗器。 

本文件第 6.4条：根据《舟山 220kV电网谐波测试报告》（2021.05）结论：舟山 220kV电网中，长

礁变、龙峙变、洛迦变谐波较为严重，电压谐波总畸变率分别达到 2.52%、2.46%、2.08%，均已超出国

标、企标规定的允许值（2.0%）；5 次谐波电压含有率分别达到 2.38%、2.33%、1.89%，均已超出国标、

企标规定的允许值（1.6%）。含有长距离电缆的线路 5次、7 次谐波电流较大，龙岱 24X4线（龙峙变

侧）、长蓬 24X5线（蓬莱变侧）、洛峙 4R35线（洛龙 43R6 线，洛迦变侧）、迦龙 43T1线（洛迦变侧）、

洛长 43R2线（长礁变侧）的 5 次谐波电流分别达到 34.76A、22.99A、22.53A、21.26A、10.18A，7

次谐波电流分别达到 25.17A、12.47A、12.05A、12.75A、4.58A。  

本文件第 6.5 条：以船舶修造产业等为主的海岛区域，前期产业负荷量不大，35kV 变电站满足其

需求，后期随着产业负荷需求变大，需 110kV变电站支撑其负荷增长需求。如新港变和马峙变前期建设

35kV变电站，预留 110kV场地；后续随着负荷增长升压为 110kV变电站。 

本文件第 6.6条：以嵊泗海岛电网为例。嵊泗县岛屿分散，各海岛负荷需求不大，以 35kV电压等

级主网架能较好适应其各个小岛的岛际供电。 

本文件第 6.7条：除偏远海岛外，同杆架设的 35kV及以上变电站考虑通道“N-1”时供电可靠性，

应增强下级 10kV配网网架结构，提升负荷转供能力。 

本文件第 6.8条：比如东极等偏远海岛，仅靠单回 35kV长距离海缆供电，当海缆受外力破损故障

时，配置“新能源+储能”微电网，可避免全岛失电。 

 

本文件第 7.1.1条：以舟山嵊泗海岛电网来看。偏远海岛乡村地区对外联络线路通道相对单一，资

源非常有限，且海岛地域资源对于新增变电站建设站址选择较为困难。因此，为适应电网规划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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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10kV 用户及后续新增变电站接入，110kV 变电站高压侧电气主接线宜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此外，

单母线分段接线也能避免内桥接线变电站主变在检修停、送电操作过程中因对应母线停电和电源进线

停电对变电站供电可靠性的影响。 

本文件第 7.1.2条：海岛电网易受台风、雷暴、雨雪冰冻灾害的侵袭，同时，海岛相对特殊的地理

环境制约，电网对外联络通道单一，岛内电网缺少本地电源支持，岛际网架联系较弱。建设电网内适当

数量的 110kV生命线，在极端自然灾害主网架破坏的情况下，实现不同电网片区间 110kV电网的互供互

济，最大程度地满足重要用户的供电，满足社会基本需求、保障社会安全稳定。 

本文件第 7.1.3条：提升海岛重要变电站供电可靠性，降低发生变电站全停的概率及其电网风险等

级。提出变电站出线、进线同杆架设的杆塔基数合计不超过 20 基，且同杆架设的线路长度不超过该线

路全长的 10％的条件，是考虑相应的故障，可按《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归入第三级稳定标准。 

本文件第 7.1.4条：优化海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资源配置，在电网输、配环节优化新型储能发展

规模和布局。在电网输送能力受限及海岛电网容易造成孤网运行进而存在全黑或大面积停电的关键节

点，结合系统运行需求建设电网侧独立储能，如与柔性直流输电等综合协调，更好发挥调峰、调频等多

种调节功能，提升电网稳定性、局部电网供电能力和储能运行效益。在嵊泗、桃花、登步、东极、普陀

山等海岛偏远地区和输变电站址资源紧张地区，合理建设电网侧储能，适度替代输变电设施。此外，也

能为未来分布式新能源的接入和就地消纳创造条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电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

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2024年 1月 27 日印发）第三章第（七）条：优化电力输、配环节新型储能发

展规模和布局。在电网关键节点，结合系统运行需求优化布局电网侧储能，鼓励建设独立储能，更好发

挥调峰、调频等多种调节功能，提升储能运行效益。在偏远地区和输变电站址资源紧张地区，合理建设

电网侧储能，适度替代输变电设施。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4〕187号）第三章第（三）条：在电网关键节点、电网末端科学布局新型储

能，提高电网灵活调节能力和稳定运行水平。 

本文件第 7.1.5 条：1)2021 年，我省发生因 500kV 变电站 220kV 母线故障（Ⅱ段正、副母线同时

跳闸）导致某县级电网供电问题的电力安全事件。虽然该故障类型已超过《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GB 

38755-2019）规定的第二级安全稳定标准，但也暴露了局部电网主供电源偏弱、电网运行风险高的问题。

县级行政区域单一主供电源供电情况的电网在 220kV 变电站全停等严重故障后可能引发多站停电，导

致县级行政区域电网全停或较高比例停电事件。应结合电网规划补强网架结构尽快消除县级电网由单

一变电站主供的情况。 

2)2023 年 12 月 13 日，受长时间、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影响，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同一走廊的 2

回 220kV线路、另一走廊的 2回 110kV线路因覆冰相继停运，导致垣曲县全停，对民生用电造成较大影

响。舟山海岛电网具有同样电网风险特征，为进一步提高电网应对台风、雷暴和雨雪冰冻等极端灾害的

供电保障能力，补强电网存在的薄弱环节，应统筹制定和实施相应措施。 

本文件第 7.2.1条：浙电调〔2023〕396号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优化 110kV电网继电保护

配置和应用原则的通知。  

本文件第 7.2.2条：为规避正常方式下 220kV海岛重要变电站全停后的五级电网风险，同时实现对

变电站重要负荷的供电安全保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安全事故调查规程》

（国家电网安监〔2020〕820号）；国网浙江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关于规范浙江电网安全自动装置（系统）

配置原则的意见（浙电调字〔2021〕81号）；NB/T 11053—2023 《自动快速负荷转供装置技术要求》。 

本文件第 7.2.3 条：目前舟山公司海底通信光缆共计 60 条，其中光电复合缆 47 条，21 条完全中

断、19 条不同程度受损，故障率高达 85.1%，其中仅 2 条随一次电缆故障进行过修复，故障修复率仅

6%。独立海底光缆 13条，1条部分受损，故障率 7.7%。除 2条 2022年至 2023年投运的海底光缆外，

其余光电复合缆和独立海缆光纤可备用纤芯不足 20%。在东极、长白等处也敷设过 35kV 光纤夹在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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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光电复合缆，可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同样大部分光纤受损。光电复合海缆一旦光纤故障发生中断

基本没有修复的可行性。 

从多年运行情况总结来看，光电复合缆的可靠性、修复率远低于独立海底光缆。在 110kV及以上复

合缆中，光单元管缠绕在电缆的外层，当海缆受力发生弯曲、扭转、摩擦、锚损时都是先破坏到外层光

缆，导致光电复合缆中的光纤极易发生故障；对于少量敷设的光纤包在中间的 35kV 光电复合缆，虽然

避免了磨损和较轻程度的锚损，但是仍会因为整缆的扭转、拉伸和弯曲而使光缆受到破坏；同时光电复

合缆经常在施工过程中就已损坏，而且光电复合缆只要电缆不发生故障根本不会安排检修工作。 

 

本文件第 8.1.1、8.1.2 条：参照《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加强电网防台抗台工作二十五项措

施的通知》（国家电网设备〔2020〕65号）第七条，《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加强易受洪涝灾害影响

地区电网设备防洪防涝工作重点措施 的通知》（国家电网设备〔2020〕770 号）第七条，提高变电站抵

御台风、洪涝灾害影响能力，提升运行可靠性。易受台风影响地区是指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经营区域经常

遭受台风影响的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沿海城市，以及江西、安徽、 湖南、湖北等

部分内陆省份。易受洪涝灾害影响地区主要包括大江大湖的行洪区、泄 洪区、蓄滞洪区、洪泛区和圩

区、沿河跨河及山洪易发区域。 

本文件第 8.2.1条：本条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修订版）的

通知》（国家电网设备〔2018〕979 号）第 7.1.1条基础上补充完善。提出污秽趋于严重地区的变电站

外绝缘爬电比距选择的原则。目前舟山海岛型变电站 d2环境下的 d2污秽等级设备会发生闪络的情况，

甚至出线放电情况，目前已经对在运设备进行了大量的防污闪改造工作，故要求对沿海区域的变电站的

污秽等级提高一级。 

本文件第 8.2.2 条：本条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十八项电网 重大反事故措施（修订版）

的通知》（国家电网设备〔2018〕979 号）第 12.2.1.1 条基础上补充完善。提出环境污秽、大气腐蚀严

重地区设备选型及配电装置设计原则，可提高配电装置抵御环境污染、大气腐蚀影响的能力。 

本文件第 8.2.3 条：根据《GB/T 28819-2012 充气高压开关设备用铝合金外壳》2.1条，GIS设备

外露金属件严禁采用 2、7系铝合金。优先选用 5 系铝合金，支座为碳钢的断路器设备，可在壳体和支

座之间增加焊接垫板。根据海岛地理环境因素，此条作为海岛型变电站的特殊要求。 

本文件第 8.2.4条：由于海岛地理因素影响，为提高其运维效率，II类点覆盖率整体由 80%提高至

不小于 82%，主要将 II 类点中的一次设备表计采用数字远传，覆盖率要求达到 100%。其余根据《设备

监控〔2022〕93 号国网设备部关于印发 220kV 及以下区域型远程智能巡视技术规范的通知》相关条文

执行。 

本文件第 8.2.5条：根据舟山海岛型电网特点，电网中海缆长度规模大、数量多、长度长，正常运

行方式下，各电压等级的电抗器处于长期运行在额定工况状态，目前在运干式电抗器发热严重，甚至退

出运行，故建议采用油浸式电抗器。 

根据舟山海岛型电网特点，电网中海缆长度规模大、数量多、长度长，正常运行方式下，各电压等

级的电抗器处于长期运行在额定工况状态，个别室内温度过高，考虑到进一步保证电抗器运行环境要求，

电抗器房间应设计通风降温措施，不局限于采用毛玻璃降低透光性或者对电抗器房间的风机或者百叶

窗进行完善。 

本文件第 8.3.1 条：参照《国网设备部关于印发电网输变配电设备防腐技术指导意见的通知》（设

备技术〔2019〕81 号）基础上补充完善，在原标准钢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物在

C4及以上环境地区的适用性。 

根据《浙江省 35kV-500kV输变电站工程差异化设计管控要求（变电站）》2.2.2措施 2：“位于大气

腐蚀等级 C4及以上环境地区的变电站建筑物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本文件第 8.3.2 条：参照《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加强电网防台 抗台工作二十五项措施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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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国家电网设备〔2020〕65号）第九条，《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加强易受洪涝灾害影响地区电

网设备防洪防涝工作重点措施的通知》（国家电网设备〔2020〕770 号）第九条， 优化变电站进站道路

走向、标高及坡度，避免站外雨水倒灌；优化电缆通道进站坡度并做好封堵措施，电缆沟出围墙处应建

有挡水墙，避免站外雨水倒灌。提高变电站抵御台风、洪涝灾害影响能力，提升运行可靠性。 

本文件第 8.3.3 条：对偏远海岛变电站周边无市政污水管网系统的，应考虑适当增加化粪池容积，

定期处理。  

本文件第 8.3.4条：根据海岛地理远景，室外电容器运行情况，无功设备网门非硬化地面杂草情况

较为普遍（例如蓬莱变、白泉变、云顶变、登步变），需要设备停电进行除草，影响设备运行，针对海

岛型变电站户外设备的周边地面需硬化处理。 

本文件第 8.4.1条：适用于缺水地区（无法满足消防水池 48h补水时间，或无法满足有效总容积大

于 2000m3 的消防水池 96h 补水时间的地区）、周边救援能力薄弱地区的重要变电站。可采取增加消防

水池容积等措施提高消防能力。 

 

本文件第 9.1.1条： 

浙电运检〔2018〕365 号《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印发输电线路工程运检审查工作指导意见

的通知》 附录 1第二条、第七条（一）（三）： 

第二条 利用老旧输电线路 T 接的建设工程，应充分考虑老旧线路运行状况，必要时应同步进行改

造，改造措施应根据运行年限开展差异化设计。 

第七条 接线方式。运行时间已达 20年及以上的线路，原则上不得进行开口，如确需开口，应对相

关线路设备进行改造，并将改造项目列入本工程中。 

浙电运检〔2018〕365 号《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印发输电线路工程运检审查工作指导意见

的通知》附录 1第七条接线方式。（一）同一线路上应避免出现双 T接的情况。 

本文件第 9.1.2条： 

舟山区域内常见树种自然生长高度和最终高度年限一览表 

序号 树种名称 自然生长高度（米） 最终高度年限（约） 

1 杨树 25 米 15 年 

2 松树 15 米 20 年 

3 毛竹 15 米 1 年 

4 小竹子 8 米 3 年 

5 香樟 15 米 25 年 

6 杉树 15 米 20 年 

7 榉树 15 米 25 年 

8 朴树 15 米 20 年 

9 枫树 20 米 20 年 

10 栎类（橡树） 20 米 20 年 

11 野柿 10 米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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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构树 13 米 15 年 

13 杨梅 12 米 20 年 

14 银杏 20 米 25 年 

15 板栗 22 米 25 年 

16 木荷 15 米 20 年 

17 青冈类 15 米 25 年 

18 冬青 15 米 25 年 

19 红楠 15 米 25 年 

20 柘树 10 米 20 年 

21 黄连木 15 米 20 年 

22 柏类 12 米 30 年 

23 乌桕 15 米 20 年 

24 红叶树 10 米 20 年 

25 山合欢 10 米 15 年 

26 椿叶花椒 15 米 15 年 

27 臭椿 15 米 15 年 

28 丝绵木 15 米 20 年 

29 无患子 15 米 20 年 

30 梧桐 15 米 20 年 

31 化香树 12 米 20 年 

32 黄檀 15 米 20 年 

33 豹皮樟 12 米 20 年 

34 桑 15 米 20 年 

注：下列几种情况应砍伐：（1）塔基处的树木；（2）陡坡塔基附近很难跨越的树木；（3）控制塔高的零

星树木。 

本文件第 9.2.1 条：参考《浙江电网风区图(2020 版)使用导则》和《浙江电网 30 年重现期风区

图》，提出推荐的设计基本风速，作为 220kV及以下输电线路设计、设备选型、生产运行维护的依据。 

本文件第 9.2.2条：参考《浙江电网 2019版冰区图使用导则》和《浙江电网 30年重现期冰区分布

图》，提出推荐的覆冰厚度，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作为 220kV 以下输电线路设计、设备选型、生产运

行维护的依据。 

冰区按海拔高度（m）划分结果（中北部） 



T/ZJSEE XXXX-YYYY 

9 

a   
冰厚值（mm） 

b   
30 年一遇 

c   
0~5 

d   
100 以下 

e   
5~10 

f   
100~300 

g   
10~15 

h   
300~400 

i   
15~20 

j   
400~650 

本文件第 9.2.3条：参照《浙江电网交流污区分布图（2020版）使用导则》和《浙江省电力系统交

流污区分布图（ZJ-AC-2020）》，新、扩建输变电设备外绝缘应坚持“配置到位、留裕度”的原则。工程

设计建设阶段，以污区分布图为基础，综合考虑线路路径附近的环境、污秽发展情况等因数确定外绝缘

配置。线路路径应尽量避让污秽区域，无法避让的要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工程防污水平。 

新建输电线路玻璃盘形耐张绝缘子串，d级污区按 30mm/kV 配置，e 级污区应满足污区分布图相应

污秽等级的爬电比距要求。 

新建输电线路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的外绝缘配置，当处于 d1 级以上时按爬电比距不低于 28mm/kV

配置。 

本文件第 9.3.1 条：浙电设备字〔2023〕51 号《国网浙江电力设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架空地线运

检管理的通知》及《海岛盐风湿“三高”环境下线路联接设备全过程质量管控技术分析报告》。舟山地

区属于典型的高盐、风、湿“三高”海岛环境。 

本文件第 9.4.1条：浙电运检〔2018〕365 号《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印发输电线路工程运

检审查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附录 1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 气象条件： 应与风区分布图、 冰区分布图进行对照， 同时参考附近在运线路的运行经

验，工程设计风速、设计覆冰取值应满足要求；若不满足要求，应进行专题论证或提出必要的加强措施。 

设计风速在 31米/秒及以上风区的线路防风偏绝缘子应采用双串形式。 

本文件第 9.4.3条：国网基建部新发的《新型智能数字电网建设试点技术导则》4.2.1绝缘子选型

5）处于 D 级及以上污秽区沿海区域或 e 级污秽区时，50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线路耐张串可试点应用盘

型复合绝缘子。 

本文件第 9.4.4条：鱼山供区洛龙、迦龙等线路发生大量防振锤滑移脱落情况、岑南、岑沙线虾峙、

元山、六横等岛屿大量金具、绝缘子严重锈蚀情况。 

本文件第 9.5.1 条：浙电设备字〔2023〕54 号《国网浙江电力设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输电线路防

雷工作的通知》 1.新建线路评估：对于新建线路，应同步开展防雷评估，综合考虑雷电活动水平、地

形地貌、杆塔结构等因素，确定风险评估指标，通过数字仿真等手段计算各区段、各杆塔的反击、绕击

跳闸率，明确线路易闪段和相应杆塔，进一步落实雷害高风险杆塔避雷器加装等有效措施。 

本文件第 9.6.1条：依据浙电基〔2017〕643 号 7.1 施工图设计阶段架空输电线路工程勘察 7.1.1 

要求 3：采用岩石锚杆基础、挖孔桩基础、掏挖基础的塔位应逐基勘探，地层分布复杂、起伏大的塔位

应逐腿勘探。现架空线路的基础型式都为原状土基础。 

 

本文件第 10.1.1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T 50217-2018）规定水底

电缆平行敷设时的间距不宜小于平均最大水深的 1.2 倍。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

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2006）、《城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定》（DL/T 5221-2016）及《电力

电缆及通道运维规程》（Q/GDW 1512-2014）中均规定水底电缆平行敷设时的间距不宜小于最高水位水深

的 2 倍。即将颁布的国务院条例《海底电缆管道敷设及保护条例》也将提出海底电缆管道廊道集约化建

设的要求。因此，建议在具体引用时，考虑海域廊道的紧张程度，从节约海洋路由资源考虑，应不断探

索缩小海底电缆间距的技术措施。 

海底电缆间距主要是为满足施工、维护及保护邻近海底电缆的需要。避免投锚及走锚时伤及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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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防止事故扩大。预留合适的海底电缆间距能使运行更安全，也便于后期打捞维护。结合现有施

工工艺及装备的要求，根据国网差异化导则规定水底电缆平行敷设时的间距不宜小于最高水位水深的

2倍，根据以往海缆工程案列最大间距按 50米间距考虑，登陆段海缆间距逐渐减少。 

本文件第 10.1.2条：根据（Q/GDW 11686-2017）《海底电力电缆输电工程勘测技术规程》 8.1.4勘

探与取样应符合以下要求：d) 勘探深度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1) 钻探深度应根据

实际地层条件、设计要求、铺埋方式及保护措施等综合确定，在松散土质中应达到电缆设计埋深以下 

3~5m，基岩应不小于 3m；2)静力触探深度应达到电缆设计埋深以下 3~5m，或达到其最大贯入能力。  

本文件第 10.3.1~2 条： 

案例 1）：500kV 舟联工程位于近海重盐雾区域，所选取套管高度由内陆采用的 4560mm套管（高度

5m）提升至 5455mm（高度 5.8m），抗雷电性能提升约 20%；相应的爬电距离由标准的 17982mm 提升至

21389mm，提升约 19%。        

案例 2）2021年 1月 21日 18时 27分 42秒和 2021年 1月 22日 04时 51分 09秒，江丰 1925线、

南岑 1926 线 36#塔连续发生跳闸，周围大雾长时间沉积，在大雾天气作用下，在海盐盐分、工业排放

物中的可溶盐分作用下，电缆终端发生爬电逐步发展导致电缆终端表面闪络的发生，原因为电缆终端爬

距不足，最终导致闪络跳闸。电科院分析报告中给出“外绝缘配置建议按 E级污区进行考虑。复合外套

终端的防污性能强于瓷套终端，但复合外套的寿命短于瓷套，从运维角度考虑仍建议采用瓷套终端，但

应增大爬距、结构高度”，“采用 220kV终端以大代小方式，保证终端瓷套具备足够的爬距并尽量增大瓷

套结构高度”。 

 

南岑 1926线 36#塔海缆终端污闪爬电 

本文件第 10.5.2条： 

案例 1)：110kV蓬沈线海缆铠装接地采用封铅形式引出接地线，但已屡次发生接地点过热现象，根

本原因为封铅形式引出接地线，连接不可靠，极易发生松动，导致接触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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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500kV 洛远 5498线舟山侧三相海缆铠装存在发热情况，该工艺为采取将铜编织线与铠装

通过搪铅接地连接，运行一段时间易发热。改为铜抱箍接地后温度恢复正常。 

  

本文件第 10.5.3 条：鱼山海缆线路中出现锚固过热，舟联工程中发生锚固局部过热导致海缆主绝

缘受损，产生的原因包括锚固设计中未慎重考虑电气通流，且锚固位置难以开展正常巡视和检测。 

  

鱼山海缆线路锚固接地鼻子单孔，通流能力不足，海水和淤泥经常侵蚀，易引发发热隐患 

  

500kV洛威线 A相断铠式锚固本体发热 洛远线大鹏岛 C相锚固发热导致绝缘击穿 

本文件第 10.6.4条：东极岛联网线路 35kV中东 3350线、所有在运 110kV 海缆线路两侧登陆点均

已配置海缆监控相关设备。 

本文件第 10.7.1条： 

1)案例：洛龙线马目侧 60#塔，采用塔腿高低腿设计，一是地坪硬化部分容易开裂，二是给今后检

修试验接线、运行维护运输等造成较大困难，人员因站立不稳容易摔倒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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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第 10.7.2条：2023年 12月 18日，寒潮期间发现 110kV蓬大 1943 线 40#A相上塔电缆外护

套开裂，开裂从尾管至往下至去铠大约 2米左右，经分析确认原因为外护套经过寒潮低温冻裂。 

  

本文件第 10.7.3 条：集兰 1958 线 32#、33#海缆终端塔电缆固定间距为 2.9 米，超过运规要求，

且电缆固定道数明显不足，导致电缆沉降，电缆尾管脱铅。 

  

 

文件第 11.1条：依据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10kV配网工程防强风设计指导手册》，

舟山归类为浙 D2 风速度区，考虑到舟山为海岛地区提高防风能力，配网线路按 D1 风速度区设计（对

应最大风速为 40m/s），耐张段不宜超过 350 米，连续自立混凝土杆不宜超过 2 基，连续直线自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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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杆不能超过 2 基，超过第 3 基必须基设有防风措施，耐张（终端）可选用钢管杆、角钢杆或十字拉

线，耐张段中间防风可选用防风拉线杆、钢管杆或角钢杆。 

文件第 11.4 条：根据浙江省闪电定位系统检测资料，海岛地区雷暴发生起始时间在 3 月-12 月之

间，除 1、2 月外，各月均有雷暴日发生。地闪集中出现在 6-8 月，从空间分布来看，地闪密度分布不

均，全年地闪高密度区域主要出现在定海区。根据浙江电网综合地闪密度分布图得知，海岛地区综合地

闪密度等级为 B2。 

文件第 11.5 条：舟山岛屿众多，岛间供电相对薄弱，受船舶航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导致停

电。运输条件有限，检修难度大，耗时久。 

文件第 12.1 条：为了缓解浙江电网、舟山电网调峰、调频压力，同时根据省能源局《关于做好新

能源配储工作 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自 2024年 1月 1日起全省新增并网的风电、集中

式光伏项目按照不低于装机容量的 10%、时长不低于 2小时配置储能设施。配置方式可采用租赁、共建

或自建等方式。若采用租赁方式，由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电网侧储能项目业主自主签订租赁合同，可分期

租赁，租赁期不少于 5 年。若采用自建方式，配储应与新能源项目同步投运。 

文件第 12.3条：按照《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用户侧储能系统并网服务管理细则（暂行）》。 

文件第12.4条：依据 DL/T 448《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