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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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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绿色发展作为主导方向，对城市供电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1 规划背景

 十九大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是坚持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国务院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以能源绿色低碳为发展关键，加

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因地制宜开发水能，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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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按照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要求，需

要强有力的电力保障支撑城市发展

1 规划背景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引导水电、氢能等非化石

能源消费和以电代煤，并推进公共交通工具和物流配送车辆电动化、新能源化、清洁化。

 《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在全域构建“一心两翼三轴多中心组团式”的城镇空间结构和“中心城区-东

部城区-郊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社区”五级城乡体系；确定2035年全市常和中心城区住人口规模分别控制在2350万人和1400

万人以内。针对能源系统，明确要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加快形成“以电为主、多能互补”的能源结构。

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
历史文化名城特征更加彰显

市政公用设施安全性大幅提升
居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

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城市治理体系更为健全

园中建城、城中有园、推窗
见绿、出门见园的公园城市形态充
分彰显，生态空间与生产生活空间
衔接融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生
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全面形
成，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成熟定型
，人民普遍享有安居乐业的幸福美
好生活，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公园
城市全面建成。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
发展目标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东西两翼组群城市  南北城市中轴

 东西城市轴线

 龙泉山东侧沱江发展轴

 构建全面增强人口和经济承载力的组团式格局

市域城镇空间布局结构规划图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 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

[ 持续提升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积极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增强

应急供电保障能力]

[ 减煤、控油、稳气、增电、发展新能源，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比重 ]

[ 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攻坚，推动生产、交通、家庭生活等领域电能替代]

[ 推动规划建强川西水电、川西北光伏风电输入通道，建设坚强智能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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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形成以电为主、多能互补的能源结构是成都市能源发展重要方向

1 规划背景

 《成都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要求到“十四五”末，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达到50%以上；提出持续

推进电能替代。

 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 优化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定》，

依托清洁能源大省优势，推动能源供给向低碳化多元化、能源消费向电气化高效化提升，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

能源体系。

强化源头保障

推进电网体系优化升级

扩大终端应用覆盖



2 范围期限

规划范围、中心城区范围示意图

规划范围

中心城区范围

（1）编制范围为成都市域，总面积14335平方公里

（3）本次规划内容包括五大部分：

① 突出安全韧性，构建市域供电体系

② 对标世界先进，科学预测用电需求

③ 鼓励集约复合，明确设施建设标准

④ 强化用地保障，落实设施布局规划：

• 本次规划统筹布局中心城区（12+2）电力设施（站

址+通道），落实到具体控规地块。

• 东部新区、郊区新城按照全市统一技术标准要求，正

同步组织编制电力设施专项规划，待其审查通过后纳

入本规划。

⑤有序推动建设，梳理近期实施项目

（2）规划对象为高压输配电系统，包括110千伏、220千伏的公用变电站和电力通道

（4）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近期至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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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评估
及趋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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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版规划实施评估

《成都市电力设施布局规划（2008-2020）》自2010年开始实施，至今已12年，有效推进了成都电

网基础设施的建设。

1.1  上版电力专项规划概况

本次评估从规划实施情况及与城市未来发展适应性两方面，分别对上版专项规划的体系、标准和布局

三部分开展评估。

体系 标准 布局

• 构建三级供电体系
• 人均用电标准
• 变电站建设标准

• 500千伏布局
• 220千伏布局
• 110千伏布局

 原规划供电体系之上，增加特高压环网，加强电力能源的高效使用和供给的安全保障。

 原规划人均用电标准较低，用电预测方法和预测标准应同未来能源结构变化趋势相适应。

 500千伏变电站按规划推进实施，220/110千伏变电站实施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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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版规划实施评估

1.2  体系评估：原规划三级供电体系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面对电力需求飞跃式

增长，需要构建更加高效安全的新型电力供应体系

 上版规划形成500kV-220kV-110kV/35kV三级供电体系。

 随着电力逐步成为城市主导能源，用电需求将大幅提升；同时结合特高压电网的技术和政策支撑，有必

要增加一级特高压环网，实现更安全高效供电以满足城市未来发展需要。

成都电网规划三级供电体系一览表

序号 等级 备注

1 500kV 超高压输电网（电源）

2 220kV 高压输电网

3 110kV/35kV 高压配电网

来源：《城市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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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版规划预测2020年全市人均用电负荷为4200千瓦时/人·年；2020年实际人均用电水平为3462千瓦时/

人·年，预测结果同现状用电水平基本相符。

1 上版规划实施评估

1.3  标准评估：

 同发达国家以及国内先进城市相比，成都市现状用电水平较低。

发达国家/国内先进城市2020年人均用电量（千瓦时/人·年）

（1）用电水平评估：原规划预测用电水平同实际基本相符，但同发达国家及国内先进城

市相比，人均用电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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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版规划实施评估

 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背景下，变电站建设将向集约化、复合化和邻利化方向发展。
• 在老城区范围内有18处点位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通过精细化电气设计，突破典型设计标准，实现变

电站站址落地。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站址

北京菜市口220千伏变电站位于历史文物中山会馆与

胡同民居周围，总占地6240平方米。

为保障项目落地，该变电站采用全下地式工艺，位于

地下3-5层。建筑集成了电力展览馆、地下停车、科

研办公等其他功能。

• 变电站的景观化打造，站址功能的多元复合

是国内外发达城市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变

电站由“邻避”变“邻利”的有效措施。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站址情况一览表

1.3  标准评估：

（2）变电站建设标准评估：原规划采用国家电网变电站典型设

计标准，基本符合现行国家规范要求和实际使用需求。

 规划变电站建设标准：110千伏户内站为3500平方米（50×70米），220千伏户内站

为5100平方米（60×8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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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版规划实施评估

1.4  布局评估：

（1）500千伏变电站按规划推进实施

序号
变电站

名称
位置

规划容量
（千伏安）

备注 建设情况

1
龙王

变电站
青白江 150 现状 ——

2
尖山

变电站
双流 250 现状 ——

3
崇州

变电站
崇州 300 现状 ——

4
彭州

变电站
彭州 300 现状 ——

5
龙泉

变电站
龙泉驿 300 规划远期（2020） 已建成

6
新都

变电站
新都 300 规划远期（2020） 已建成

7
新增温江

变电站
温江 400 规划远景 已建成

8
新增九江

变电站
双流 400 规划远景 已建成

9
新增西河

变电站
龙泉驿 400 规划远景 已确定选址

10
新增新津

变电站
新津 400 规划远景 已建成

 原规划远景年规划10座500千伏变电站：

包括现状4座，规划新增6座，其中2020年规划新增2座，远景年规划新增4座。

 目前已完成3座规划变电站建设，剩余3座已确定选址。

原规划500千伏变电站建设情况一览表

原规划500千伏变电站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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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版规划实施评估

上版专项现状
（个）

2020年规划新增
（个）

2020年总计
（个）

远景规划新增
（个）

远景总计
（个）

规划落实控规数量
（个）

2020年落实控规比例
（%）

成华区 2 3 5 6 8 8 267 

高新南区 1 2 3 3 4 8 400 

高新西区 1 1 2 1 2 3 300 

金牛区 2 3 5 5 7 4 133 

青羊区 1 4 5 3 4 6 150 

锦江区 2 3 5 4 6 7 233 

武侯区 2 3 5 4 6 3 100 

合计 11 19 30 26 37 39 205 

220千伏变电站控规落实情况一览表

上版专项现状
（个）

2020年规划新增
（个）

2020年总计
（个）

远景规划新增
（个）

远景总计
（个）

规划落实控规数量
（个）

2020年落实控规比例
（%）

成华区 9 18 27 28 37 23 128

高新南区 7 7 14 11 18 24 343

高新西区 3 4 7 8 11 10 250

金牛区 11 13 24 22 33 21 162

青羊区 9 14 23 18 27 12 86

锦江区 7 11 18 13 20 14 127

武侯区 6 14 20 25 31 15 107

合计 52 81 133 125 177 119 147

110千伏变电站控规落实情况一览表

 规划新增站址，结合虹桥工程、腾飞工程等一批电网工程建设，除青羊区外均已在控规中落实。其中高

新西区和南区控规规划站址数达专项规划站址数3倍以上。

1.4  布局评估：

（2）原规划中心城区220/110千伏变电站点位已基本在控规落实，并结合实际需求在

控规中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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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版规划实施评估

远期规划新增
（个）

控规落实数量
（个）

实施点位数量
（个）

实施度（同远期

规划新增比）

（%）

成华区 3 8 1 33

高新南区 2 8 3 150

高新西区 1 3 2 200

金牛区 3 4 1 33

青羊区 4 6 2 50

锦江区 3 7 2 67

武侯区 3 3 0 0

合计 19 39 11 58

220千伏变电站实施情况一览表

 2008年至今新建220千伏变电站11座，110千伏

30座。220千伏变电站实施度总体高于110千伏

变电站。

远期规划新增
（个）

控规落实数量
（个）

实施点位数量
（个）

实施度（同远期

规划新增比）

（%）

成华区 18 23 3 17

高新南区 7 24 8 114

高新西区 4 10 4 100

金牛区 13 21 3 23

青羊区 14 12 3 21

锦江区 11 14 5 45

武侯区 14 15 4 29

合计 81 119 30 37

110千伏变电站实施情况一览表

 受建设时序和建设条件影响，部分规划变电站及

通道同已建居住区、铁路、地铁等协调困难，规

划站址难以实施。

存在实施困难变电站点位图

1.4  布局评估：

（3）实施来看，高新西区和南区实施度超过100%；其余各区受建设时序影响未完全实施

变电站
等级

所在区
域

编号
用地
性质

地块编号 面积 备注

220
千伏

锦江 JJ-7-220 U12 1(III.F)-C-01-05 6123
避邻效应大

现状为区人力资
源市场

青羊

QY-5-220 G3 4(Ⅰ.F)-C-03-01 51218 地下站
QY-6-220 G3 4(Ⅰ.F)-b-02-04 4209 地下站

QY-7-220 U12 4(I.D)-A-05-01 3609
居民反对意见大；

现状为停车场

成华

CH-8-220 U12 2(Ⅱ.C)-B-01-05 5345 被库房占用

CH-6-220 U12 2(Ⅳ.F)-b-01-02 7042
避邻效应严重、

居民意见大

CH-10-220 U12 2(Ⅳ.E)-a-01-02 8400
紧邻铁路、存在

避邻效应
高新南GXN-5-220 U12 6(X.B)-A-09-05 7697 居民反对意见大

110
千伏

锦江
JJ-19-110 U12

1(Ⅶ.A)-G-03-
06

3045 居民反对意见大

JJ-20-110 U12
1(Ⅴ.H)-A-07-

02
3000

现状为环境监测
中心

武侯

WH-19-110 U12 5(Ⅴ.C)-B-02-05 3033 居民反对意见大
WH-22-110 R24 5(Ⅱ.C)-b-09-03 17923 地下站
JN-31-110 U12 3(Ⅺ.A)-F-01-08 3324 被铁路包夹
QY-18-110 U12 4(Ⅲ.B)-A-04-03 3017 避邻效应严重
QY-20-110 U12 4(V.E)-D-02-09 7940 居民反对意见大
QY-21-110 U12 4(I.D)-B-05-02 1974 现状为停车场

CH-26-110 U12 1(Ⅳ.C)-d-05-02 3135
紧邻军事设施，

协调困难
CH-27-110 U12 2(IV.A)-A-04-01 3257 与铁路协调困难
CH-28-110 U12 2(Ⅳ.E)-a-01-01 4400 与铁路协调困难

CH-30-110 U12
2(Ⅱ.A)-D-08-

03
3500 居民反对意见大

CH-32-110 U12 2(Ⅰ.D)-C-04-03 6326 被铁路用房占用

高新南

GXN-15-
110

U42 —— 2596 避邻效应严重

GXN-27-
110

U12 6(VI.C)-e-04-03 3696 被厂房占用

GXN-29-
110

G2 —— 2805
居民反对意见大

GXN-30-
110

R/C —— 3482
居民反对意见大

GXN-32-
110

G2 —— 3908 居民反对意见大

高新西
GXX-7-110 B 10(F I.A)-b-01 4284

现状为中广防雷
公司

GXX-13-
110

M1
10(X IV.D)-D-

03-02
3510 进出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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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趋势研判

2.1  上位规划要求

《四川省“十四五” 能源发展规划》要求积极推进电能替代，并将加快推进特高压交流
目标网架建设，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2025年四川省际联网工程规划示意图

• 建成甘孜—天府南—成都东、阿坝—成都
东、天府南—重庆铜梁1000 千伏特高压
交流输变电工程。

• 规划德宝第二回直流工程、攀西至天府南
特高压交流工程。

增强甘孜、阿坝特高压交流站电力
汇集能力，缓解川西水电送至成都
等负荷中心通道瓶颈制约

进一步扩大电能替代范围和替代规模，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 扩大电能替代范围：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农业生产、供暖供冷、家居家电等领域因地制宜推进电能替代，不断提高电
气化水平。

• 扩大电能替代规模：重点在燃煤( 油、柴) 锅炉窑炉、港口岸电、电烤烟、电火锅、机场桥载、冰蓄冷、电驱钻井、电驱
压裂等领域实施一批电能替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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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趋势研判

2.1  上位规划要求

《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共建高效安全的电力供应体系，推进1000千伏特高压电力
走廊建设以及跨区域电网共建共享。

• 加快甘孜—天府南—成都东、阿坝—成都东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重点工程建设，提高成都

都市圈接纳清洁电力能力。

• 推进成都新津、德阳南等500 千伏及配套输变电

重点工程建设,统筹优化交界区域电网500 千伏主

网架、同步优化完善成都市220 千伏电网结构,为

保障负荷中心供电提供坚强网架支撑。

成都都市圈电力设施规划布局示意图

至重庆

接1000千伏阿坝特高压变
电站

接1000千伏甘孜特高
压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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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趋势研判

（1）用电总量大幅提升

• 国务院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意见》，明确提出以能源绿色低碳为发展关键，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能源体系，因地制宜开发水能，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

•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方案》要求共建全国重要

的清洁能源基地，推进川渝电网一体化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电气化水

平，提升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 省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

施意见》提出大力实施“以电代煤”，实施“电动四川”行动计划，积

极发展清洁能源，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 成都市委《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 优化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结

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形成以电为主、多能互补的

能源结构，推动生产、交通、家庭生活等领域的电能替代，推进能源消

费项电气化高效化提升。

34.10%

17.70%

32.70%

15.50%

42.20%

18.50%

31%

8.4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电力 天然气 油品 煤品及其他

成都市能源消费结构变化

2015年 2020年

• “十三五”期间，成都市大力实施“以电代煤、以电代油”行动，
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电力消费占比提升8.1%。

2.2  趋势研判

 双碳背景下，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为重要方向，并大力推进清洁能源利用，电能作为主供清洁能

源，其在能源结构中占比将显著提升。

 国家、省、市相继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推动生产、交通、家庭生活等领域的电能替代，实施“以电代

煤”、“以电代气”等举措，将进一步提升用电总量。



19

 近年来，成都新能源汽车增速和增量
同步飞升，新能源车的普及将带来城
市用电量的增加

• 成都电动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于2016
年突破1万辆、2020年突破10万辆，
2021底达到24.4万辆（占汽车保有量的
4.4%），总量位于全国第七，非限购城
市第一。

 随着充换电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私人充电桩、公交/物流/市政等专用充电桩配建更加普及，带来居住、商
业、交通场站等地块用电增加。

西雅图是美国充换电设施覆盖率最高
的城市。充电设施广泛分布于体育
馆、医院、会展中心、商业中心和居
住区，已实现车行5分钟覆盖。

日本东京全面推广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布
局，广泛分布在住宅区车库、便利店、
商业设施等用地内，所有全家便利店均
设有1个普通充电设施及停车位。

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十四五”时期
城市管理发展规划》支持鼓励充电设
施电气化改造纳入老旧改造，推动居
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应装尽装。

四川省出台《“电动四川”行动计划》
要求充分发挥四川省清洁能源优势，加
快动力电池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2022-2025）

“电动四川”
行动计划

2 趋势研判

2.2  趋势研判

（2）地均负荷指标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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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端
青海并网电化学储能设施容量为36.3万千瓦时/49.8
万千瓦时，高效的储能装置有效地调节峰谷差。

用户端
南澳大利亚实施“家庭电池计划” （Home Battery 
Scheme），计划部署的住宅电池储能系统达到5500个，
增加400MW储能容量（达到南澳电网最低负荷的2/3）

抽水蓄能电站是解决城市电网峰谷差的有效手段。日本抽水蓄能电
站的容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8%以上；美国现有抽水蓄能电站装
机总容量为全国电网提供了97%的电网规模储能容量。

共享储能电站

抽水蓄能电站 家庭电池

 随着储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电源端和用户端进行储能调节，未来峰谷差异将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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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用电类型下呈现差异化峰谷变化规律

一天中不同时段成都市商业用电总量变化规律 一天中不同时段成都市居住用电总量变化规律

2 趋势研判

2.2  趋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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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峰谷差异逐步缩小

商业用地的高峰用电量在10:00-22:00，其余时间段用电迅速下降，峰谷差较大；居住用地呈现双峰型分布，但峰谷差较
商业用地较小；工业用电总量最大，呈双峰型分布，夜间仍保持较高的用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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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术变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能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制约依然突出，先进储能、氢能、综合能源服务等领域的商业化路
径全球正在进行深入探索实践，需要适度预留设施弹性空间以实现
积极应对。

全球氢能利用趋势研究-《bp能源报告》

“充电+加油+加氢” 价值链整合
以“电力+能源”为纽带，探索实践“充电+换电+加油”多站合一
综合能源补给站模式，各类清洁能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了价值链
的深度整合，助力服务双碳目标实现。

充电+加油+加氢

2 趋势研判

2.2  趋势研判

（4）不确定因素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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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科学预测：对标外先进城市用电标准，充分考虑未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

完善等带来的用电需求增长，采用多方式科学预测用电需求，保障能源结构调整下的电力保障。

 设施规划：兼顾站址和通道的综合要求，统筹电力系统空间布局，确保方案落地实施，并通过精

确布局进一步提高电力服务系统效能。

 空间保障：衔接“三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产城融合单元传导专项规划要求，保障电力

设施空间落地，并为县级专项规划编制提供指引、明确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背景下，城市发展建设

对电力需求持续提升，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成为支撑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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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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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论3 规划总论

3.2  规划目标

构建绿色低碳、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的电网系统
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25

（1）统筹协调

 与上层次规划的统筹协调：国土空间规划、城镇体系等

 与相关规划的统筹协调：产业发展规划、充换电设施专项规划、综合管廊专项规划等

 与下一层次规划的统筹协调：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2）科学规划

 数据支撑：在实际监测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正态分布曲线进行推算

 模型支撑：安全网架构建模型—潮流计算；站址选址模型

（3）确保实施

 充分考虑邻避设施布局带来的影响，确保设施落地

（4）预留弹性

 适度预留电力设施弹性以积极应对能源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3 规划总论

3.3  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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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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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预测

需求预测思路：

中心城区用电需求预测

单位建设用地
负荷指标研究

市域其余区域用电需求预测

分类型
用地统计

基准指标 修正系数

能源结构调整

确定各级城镇体
系的人均指标

分区人口统计

专
题
研
究

常规用电需求 未来趋势新增用电需求
预测用电需求

规划人口

中心城区人
均用电指标

各级城镇体
系的建设强
度插值计算

市域用电需求预测

负荷密度法：以建设强度影响细分指标类型

人均指标法

其它用地

M/U/W/
S/G

成熟小
区采样

分强度

R/B

规范案
例对标

分中类

A

• 常规用电需求指城乡居民生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用电需求，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用电标准，按照适度超

前、高标准预测成都市用电指标。

• 未来趋势新增用电需求指综合考虑“双碳”背景下能源结构调整趋势，充分考虑新能源汽车增长和轨道交

通网建设等带来的新增用电消需求。

用电需求 = 常规用电需求+未来趋势新增用电需求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1）分建设强度采样确定基准指标

①居住用地（R类）用电负荷基准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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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最大负荷
（千瓦）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
（瓦/平方米）

容积率≤1.5

实久花园 杜鹃路589号 242 45.17

水映长岛 东坡路888号 241 14.98

春天花园 百卉路12号 677 26.64

银都花园 新光路8号 1960 25.48

锦官新城 新希望路9号 6318 45.29

云影苑 云影路1号 737 24.56

博瑞都市花园 青羊大道101号(瑞联路1号） 931 41.07

碧水馨居 柳城新南路238号 1148 40.5

双楠名城二期 永盛东街3号 335 22.9

锦绣花园东区 桐梓林东路18号 1408 72.29

禾嘉花园 大石西路80号 400 27.52

1.5＜容积率
≤2.0

金色池塘 蜀明西路6号 181 22.32

爱家馨城 永盛南街11号 456 21.71

武青嘉苑 武兴一路10号 183 46.2

名都苑 双楠路1号 376 57.31

成都花园望郡 青羊大道8号 935 51.72

超洋花园 超洋路1号 1437 36.94

一代天骄 长融街28号 804 13.55

水漪袅铜 新希望路2号 1094 30.89

四季花城 高升桥东段16号 1657 44.19

泰和佳园 天环街789号 789 15.16

2.0＜容积率
≤2.5

誉峰 南沿线228号 4317 37.49

金府花园 天仙桥北路10号 628 34.44

壹号公馆 人民中路三段1号 500 41.16

米兰香洲 蜀鑫路181号 1000 31.21

金牛花园 羊西线高家庄黄金路222号 1098 30.01

富诗特 培风路80号 404 26.74

花间集 龙腾西路2号 624 25.65

龙湖北城天街 蓉北商贸大道 8666 46.43

白鸽岛尚（一至二期） 蜀西路69号 1287 26.4

蓝水湾 二环路北四段2号 1457 20.6

千和馨城 蜀汉路520号 1031 50.33

梧桐世家 玉林西路96号 324 30.25

碧华邻 东坡北三路99号 1564 33.98

伊甸阳光 棕树原街8号 365 27.65

上行东方 文德路50号 741 24.7

浣花香 一环路西一段与青羊上街交汇处 158 54.61

成都居住用地样本数据采集

 根据《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分3个容积率区间段进行实际用

电量的样本采集；

 每类容积率下样本数量不少于10个。

4 需求预测

（1）基准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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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SPSS软件对采样数据分析，得出R类居住用地按照容积率划
分，服从正态分布。

② 通过软件模拟分析，可得到概率密度曲线和相关参数；
③ 根据统计学规律，按置信度为95%对数据进行筛选，按5%修正均

值计算居住用地（R类）负荷指标。

容积率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瓦/平

方米）

≤1.5 38-48
1.5＜容积率≤2.0 33-43
2.0＜容积率≤2.5 29-38

建筑类别 单位建筑用地负荷指标（瓦/平方米）

居住建筑 30-70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通过校核，本次规划确定的指标符合规范要求。

地区 名称 形态 负荷密度指标
（瓦/平方米）

北京 北京良乡卫生城 高层 35

天津 天津电业小区 多层 20

上海
漕河泾开发区 高层 30

青浦新区 高层 35

保定

华电生活宿舍小区 多层 36

604生活宿舍小区 多层 34

电业小区 多层 20

五四三宿舍居民小区 多层 12

广东 广东东莞某小区 高层 40

 同国家规范和其它城市指标校核，验证指标准确性 • 其他城市样本

4 需求预测

• 国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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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平方米 瓦/平方米

瓦/平方米瓦/平方米

 运用统计学SPSS软件模拟分析样本数据，确定居住用地分强度用电

负荷指标值；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1）分建设强度采样确定基准指标

① 居住用地（R类）用电负荷基准指标研究

（1）基准指标研究



30

分类标准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最大负荷
（千瓦）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
（瓦/平方米）

容积率≤2.0

金牛宾馆 金牛大道金泉路2号 1818 73.59

欧尚西门店 四川省成都青羊区同善街 1448 52.61

锦江宾馆 人民南路二段80号 3232 61.95

家乐福（大世界店） 新光路10号 1310 72.71

春熙路王府井 锦江区华兴正街9号王府井百货商城 3337 92.52

2.0＜容积率
≤3.0

凯丹广场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泰和一街58 1982 36.61

苏宁广场奥特莱斯 天府大道北段8号苏宁广场 4636 81.67

岷山饭店 锦江区人民南路2段55号 1609 104.37

欧尚南门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泰和一街88 1338 24.69

千盛百货 晋阳路269号 1250 53.02

王府井购物中心 总府路15 6529 191.30

百盛购物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西大街1号 6205 87.91

乐宾百货 青羊区光华村街42号 1910 222.83

兰桂坊 水井坊 824 67.89

北京华联盐市口店 锦江区盐市口 2248 214.61

3.0＜容积率
≤4.0

格林威斯登酒店 金牛区蜀汉路 512 105.70

万象城 双庆路 9105 114.67

新世界百货 顺城大街8号 1705 122.19

新光三越百货 光华大道三段 644 121.72

新城市广场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大街1号 6264 84.93

容积率＞4.0

成都新东方千禧大酒店 神仙路南路41号 870 94.27

来福士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成科西路3号 9281 142.47

北京华联 鼓楼南街117号世界贸易中心A座 1270 80.14

九方购物中心 九方购物中心 3170 156.74

凯宾斯基饭店 人民南路4段42号 863 106.07

时代数码大厦 人民南路四段1号 4892 192.11

沃特酒店 太升南路 915 96.65

美美百货 成都市武侯区 949 138.76

银石广场 红星路三段99号 3584 113.79

成都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样本数据采集

4 需求预测

 根据《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分3个容积率区间段进行实际用

电量的样本采集；

 每类容积率下样本数量为5-12个。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1）分建设强度采样确定基准指标

②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类）用电负荷基准指标研究

（1）基准指标研究



① 通过SPSS软件对采样数据分析，得出R类居住用地按照容积率划分，
服从正态分布。

② 通过软件模拟分析，可得到概率密度曲线和相关参数；

③ 根据统计学规律，按置信度为95%对数据进行筛选，按5%修正均
值计算居住用地（R类）负荷指标。

建筑类别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瓦/平方米）

商业建筑 40-120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地区 名称
负荷密度指标
（瓦/平方米）

地区 名称
负荷密度指标
（瓦/平方米）

日本横滨 日航旅馆 87 保定
朝阳路中心商

业小区
50

北京 香山饭店 89 西宁 汇通商务楼 50
天津 泰鸿大厦 53

厦门
SM城 64

上海
上海宾馆 96 大华银行 31
上海大厦 62 国贸大厦 45

苏州 苏州宾馆 51 广州 花园酒店 59
南京 金陵饭店 72

深圳

亚洲大酒店 80

石家庄 金融交易大厦 77 金城大厦 74

西安 西安宾馆 63 友谊大厦 57

4 需求预测

通过校核，本次规划确定的指标符合规范要求。

 同国家规范和其它城市指标校核，验证指标准确性

• 其他城市样本

• 国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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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瓦/平方米）

≤2.0 62-67
2.0＜容积率≤3.0 52-57
3.0＜容积率≤4.0 43-48

3.0-4.0

≤2.0 2.0＜容积率≤3.0

＞4.0

千瓦/公顷 千瓦/公顷

千瓦/公顷千瓦/公顷

3.0＜容积率≤4.0

 运用统计学SPSS软件模拟分析样本数据，确定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分强度用电负荷指标值；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1）分建设强度采样确定基准指标

②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类）用电负荷基准指标研究

（1）基准指标研究



32

分类标准 名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电负荷
(千瓦)

单位建筑面积
实际负荷

(瓦/平方米)

行政办公
（A1）

招商银行大厦 86162 10077 47.5

西南建筑设计院 23571 17205 94.1

宏达国际广场 35934 6463 89.1

文化设施
（A2）

文化公园 52711 52189 5.9

武侯祠博物馆 153750 46733 13.9

教育科研
（A3）

成都职业技术学校 92942 83732 13.9

盐道街中学初中部 12071 26241 16.8

电子科技大学 169522 302718 30.7

成都师范小学慧源校区 10648 13478 15.8

中国民航总局第二研究所 29400 8776 53.5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16794 23325 9.9

文翁石室中学 32425 43233 11.9

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 13000 22034 5.9

棕北中学 17000 10000 6.9

北京师大成都实验中学 16000 15385 16.8

七中实验中学 80000 86957 14.9

体育
（A4）

青羊体育中心 29809 12217 5

医院
（A5）

三医院 42927 72758 31.7

西区医院 57024 4954 24.8

成都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40145 66908 61.4

416医院 49418 25473 32.7

四川省肿瘤医院 139943 66324 25.7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127900 92014 33.7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00000 53381 13.9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93746.85 26482 14.9

成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样本采集

4 需求预测

 分5类主要中类用地进行实际用电量的样本采集；

 运用统计学SPSS软件模拟分析样本数据，确定指标值；

 同国家规范指标校核，验证指标准确性。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2）分用地中类采样确定基准指标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类）用电负荷基准指标研究

（1）基准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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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SPSS软件对采样数据分析，得出R类居住用地按照容积率划分，

服从正态分布。

② 通过软件模拟分析，可得到概率密度曲线和相关参数；

③ 根据统计学规律，按置信度为95%对数据进行筛选，按5%修正均

值计算居住用地（R类）负荷指标。

④ 以教育科研建筑为例，按功能计算符合指标

以各类用地的实际采样和统计学分析结果为依据，确

定负荷指标。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
（瓦/平方米）

行政办
公用地
（A1）

≤1.5 48

1.5＜容积率≤2.0 38

2.0＜容积率≤3.0 29

文化设施用地（A2） 10

教育科研用地（A3） 14

体育用地（A4） 5

医院用地（A5） 48

建筑类别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瓦/平方米）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40-150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4 需求预测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分中类用电负荷指标
 校核

千瓦/公顷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2）分用地中类采样确定基准指标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类）用电负荷基准指标研究

（1）基准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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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样确定的基准指标

4 需求预测

用地类型 研究方法 容积率/用地中类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

（瓦/平方米）

居住用地
（R）

分建设强度确定指标

≤1.5 38-48

1.5-2.0 33-43

2.0-2.5 29-38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

≤2.0 62-67

2.0-3.0 52-57

3.0-4.0 43-4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
（A）

分用地中类确定指标

行政办公用地
（A1）

≤1.5 48

1.5-2.0 38

2.0-3.0 29

文化设施用地（A2） 10

教育科研用地（A3） 14

体育用地用地（A4） 5

医院用地用地（A5） 48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1）基准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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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预测

其他国家中心城市样本指标

名称 分类
单位用地面积负荷指标

（瓦/平方米）

广州
物流仓储用地 15
公用设施用地 10
其他事业用地 5

上海

公用设施 35-40
物流仓储 10-40
公共绿地 2
道路广场 2

名称
单位用地面积负荷指标（瓦/

平方米）

物流仓储用地（W) 2-4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1.5-3

公用设施用地（U) 15-25

绿地与广场用地（G) 1-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参照国家规范，以及其他国家中心城市指标，综合确定公用设施用地（U）、物流仓储用地（W） 、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S） 、绿地与广场用地（G）的单位用地面积基准负荷指标。

 公用设施、物流仓储、道路与交通设施、绿地与广场用地用电负荷指标

用地类型 单位用地面积负荷指标（瓦/平方米）

公用设施用地（U） 40

物流仓储用地（W） 20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5

绿地与广场用地（G） 5

4）对标确定的基准指标

①公用设施、物流仓储、道路与交通设施 、绿地与广场用地用电负荷基准指标研究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1）基准指标研究



4）对标确定的基准指标

②工业用地用电负荷基准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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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预测

 参照国家规范，以及其他国家中心城市工业用地负荷指标，并结合《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涉及的工业类型，

以高、中、低耗能工业确定单位用地面积负荷指标。

 工业用电负荷指标工业用地其他城市样本分析

名称 分类
单位用地面积负荷
指标（瓦/平方米）

广州
一类工业 50-70
二类工业 60-80
三类工业 100-120

上海

研发 80-90
精细化工、生物制药 90-100

电子信息 55-80
精密机械、新型材料 50-60

名称 单位用地面积负荷指标（瓦/平方米）

工业用地（M） 20-80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用地类型 单位用地面积负荷指标（瓦/平方米）

工业用地
（M）

高耗能工业 75-95

中耗能工业 58-78

低耗能工业 44-59

• 高耗能工业门类：轻工业、汽车、石化
• 中耗能工业门类：机械、电子信息、建材
• 低耗能工业门类：节能环保、食品、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1）基准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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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预测

用地类型 容积率/用地中类
单位用地面积负荷指标

（瓦/平方米）

公用设施用地（U） 40

物流仓储用地（W） 20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5

绿地与广场用地（G） 5

工业用地（M）

高耗能工业 75-95

中耗能工业 58-78

低耗能工业 44-59

其中，
高耗能工业门类：轻工业、汽车、石化
中耗能工业门类：机械、电子信息、建材
低耗能工业门类：节能环保、食品、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4）对标确定的基准指标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1）基准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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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系数确定：

工业以电代煤修正：到2035年，成都市全部工业燃煤锅炉将进行

改造，其中约20%实行煤改电，基于不同工业类型现状用煤标准

和用电标准，对不同能耗的产业所对应的工业用地进行系数提升

修正。

电热地暖、电器多元化等修正用电负荷：依据未来电热地暖的广

泛运用、电器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进行城市各类用地用电负荷的

提升修正。

用地类型 修正提升系数

居住建筑(R) 5%

商业服务业建筑(B) 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5%

工业用地（M）

高耗能工业 6%

中耗能工业 4%

低耗能工业 2%

公用设施用地(U) ——

物流仓储用地(W) ——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

绿地与广场用地(G) ——

不同用地类型用电修正系数

考虑未来生产及生活以电代气、以电代煤推广，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家用电器增加，同时考虑节能减排技术

的成熟，2035年居住、商业、公建和工业用地的用电指标将有一定提升。参考国外发达国家用电比例，确定上浮

系数。

 将能源结构调整纳入考虑确定修正系数

4 需求预测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2）基准指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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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预测

用地性质 容积率/建筑用途
单位面积负荷指标（瓦

/平方米）
备注

居住建筑（R）

≤1.5 40-50

按建筑面积计算

1.5-2.0 35-45

2.0-2.5 30-40

商业建筑（B）

≤2.0 65-70

2.0-3.0 55-60

3.0-4.0 45-50

公共管理建筑（A）

行政办
公

≤1.5 50

1.5-2.0 40

2.0-3.0 30

文化设施 10

教育科研 15

体育用地 5

医院用地 50

工业用地
（M）

高耗能工业 80-100

按用地面积计算

中耗能工业 60-80

低耗能工业 45-60

公用设施用地（U） — 80-100

物流仓储用地（W） — 40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S）
— 20

绿地与广场用地（G） — 2

4.1  用电标准研究
4.1.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研究专题

（3）适用于成都的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实现更精准站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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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中心城区人均用电标准

4 需求预测

参考《成都市城市发展远景电力设施规划报

告》，并征求行业部门意见，确定负荷密度法计

算同时系数的取值。

根据用地布局和形态分区，分类型、分强度

统计各类用地面积。结合各类用地同时系数，计

算2035年中心城区常规用电负荷为2049万千瓦。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同时系数

居住用地（R) 88834 0.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

34424 0.6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B) 58379 0.6

工业用地(M) 20539 0.6

物流仓储用地(W) 2769 0.6

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S) 2676 0.6

公用设施用地(U) 1706 0.6

绿地与广场用地(G) 32932 0.6

中心城区各地块用电负荷示意图

《成都市城市发展远景电力设施规划报告》中确定的同时系数取值

4.1  用电标准研究

（1）常规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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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未来城市创新驱动，城市向智慧化、高科技的方向
发展，对于天府新区、东部新城等城市新区和科技创新型产
业功能区，考虑特殊且高耗电的大科学装置入驻可能，在项
目确定引入之初，科学确定用电需求并对接相关规划，明确
电源保障，确保装置顺利运转。

风洞实验室
用电负荷：78万kW，双备用电源保障

IDC城市大脑
用电负荷：50万kW，双备用电源保障

光子科学实验室
用电负荷：70万kW，双备用电源保障

结合能源趋势研判，未来新增用电需求重点为新能源汽车普及和轨道交通全域满覆盖带来的用电需求。根据行业部门对轨道

交通用电特征的分析判断，轨道交通用电对市域总负荷需求影响不大，主要对电网的安全性要求较高，需配置轨道专变保证轨道

运营的用电安全，具体专变需求将在相关专章中进行论述。

新能源车普及带来的新增用电需求，参考《成都市“十四五”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对电动汽车保有量的

变化趋势预测，结合成都市宏观交通模型预测的2035年汽车保有量，综合推算2035年中心城区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总用电负荷

需求为525万千瓦。

4 需求预测

4.1.2  中心城区人均用电标准

4.1  用电标准研究

（2）未来趋势新增用电需求

类型 最大规模 主要充电方式
单个负荷

（千瓦/个）
同时率

总负荷
（万千瓦）

专用充电桩

公交车(个) 5000 夜间快充 100 0.4

525

市政车(个) 1300 夜间快充 100 0.4

物流车(个) 1400 夜间快充 100 0.4

客运车(个) 1250 夜间快充 100 0.4

自用充电桩 其他车(个) 352000 夜间慢充 12 0.6

公共充电桩(个) 59000 快充 10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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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预测

2035年中心城区常规用电负荷为2049万千瓦，未来趋势下新增用电负荷525万千瓦，用电总负荷

为2574万千瓦，用电总量为1282亿千瓦时，则中心城区人均用电标准为9000千瓦时/（人·年）。

÷ =1282亿千瓦时
（中心城区用电总量）

1400万人
（中心城区规划人口）

9000千瓦时/（人·年）
（中心城区人均用电水平）

12220 11983
11110

7757
6898 6792 6753 6404 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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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发达国家、先进城市人均用电水平比较

中心城区规划人均用电水平：9000千瓦时/（人·年）

2020年现状人均用电水平：
3462千瓦时/（人·年）

该指标充分考虑包括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在内的电力需求飞跃式增长，超过国内一线城市，比肩
发达国家水平，能满足成都未来发展的用电需求，同高标准建设基础设施的要求相吻合。

4.1.2  中心城区人均用电标准

4.1  用电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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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预测

规划标准
[千瓦时/（人·年）]

中心城区 9000

东部新区 10000

郊区新城 6000

新市镇 4500

乡村社区 3500

人均用电标准一览表

以规划中心城区人均用电水平为基准，按照市委“三个做优做强”、产业建圈强链等新要求，考虑城

乡体系下的差异化建设特征，综合确定其余区域人均用电标准

① 高新区重点布局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和新经济类功能区，天

府新区重点推进科技研发和创新策源转化，可沿用中心城

区人均标准。

若天府新区未来引进大科学装置等高耗能项目，需通过专

项论证、电源专项接入方式提供供电保障。

② 东部新区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参考苏州经验适度提

高人均用电标准，为10000千瓦时/（人·年） 。

③ 郊区新城、新市镇以中心城区人均用电水平为基准，根据

建设强度差异差值确定人均用电标准；

④ 乡村社区对标国内先进农村案例，按照乡村振兴的发展要

求，综合确定人均用电指标。

4.1.3  其余区域人均用电标准

4.1  用电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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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市域用电需求预测

4 需求预测

市域2035年用电总负荷为3624万千瓦。

城镇等级
2035年
总用电量

（亿千瓦时）

2035年
负荷（万千瓦）

中心城区 1282 2574

东部新区 138 277

郊区新城 228 457.8

新市镇 76.5 153.6

乡村社区 80.6 161.6

合计 1805.1 3624

4.2.1  用电需求总量预测

备注： 2023年底，成都全市常住人口2140万人；2024年夏季高温电网负荷最高204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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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供电设施体系
及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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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增强电源保障：按照 “建设多源支撑、应急保障能力强”的市政基础设施系统要求，落实《成都市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特高压电网规划，在源头增加1000千伏特高压电源网，全域构建500千伏高压输电环网；

同时，在既有“三江水电”基础上，增加 “西北清洁能源”，共同支撑成都市电力发展需求，并将金堂火电

厂作为市域补充电源。

5.1  增强电源保障

• “西北清洁能源”即新疆风电、光电。近期依托

500kV电网向成都市输电，远期通过1000kV特高

压直流线网，向成都市输电，保障电力供应。

• 1000kV特高压电网以四川中长期目标网架规划为

指导，特高压站址及1000kV通道均选址在市域外

围。

• 市域500kV输电环网分别由规划500kV大林站接

入1000kV天府南特站，规划500kV淮州站、十陵

站和规划500kV变电站2接入1000kV成都东特站。

市域电源保障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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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5.2  优化城市供电体系

城区以110kV变电站为主向用户供电；规划保留35kV电压等级，作为大型综合体等大用户电源，

便于协调通道资源。

乡村地区，特别是两山区域供电负荷密度低且供电面积广，因地制宜建设35kV公用变电站，提高

供电效益。

220kV变电站

110kV变电站

35kV变电站

生活用户：380/220V

10kV

10kV

110kV地铁专变
35kV

轨道交通

大用户：大数据中心等

新能源电动车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汽车充电桩

地铁用户

现行供电体系特高压环网

根据《成都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20年10月26日通过市政府批复），在既有三级供电体系

之上，增加1000kV特高压环网，形成1000kV-500kV-220kV-110kV/35kV的四级供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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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5.3  各级电力设施数量

5.3.1 科学确定容载比

容载比取值同城网负荷增长情况密切相关。根据《成都市能源发

展十四五规划》，“十三五”期间电量年均增幅约为8.4%，属于中等

增长水平。

城网负荷增长情况 较慢增长 中等增长 较快增长

年负荷平均增长率
（建议值）

小于7% 7%~12% 大于12%

500kV以上 1.5~1.8 1.6~1.9 1.7~2.0

220kV 1.6~1.9 1.7~2.0 1.8~2.1

35kV~110kV 1.8~2.0 1.9~2.1 2.0~2.2

500kV电网变电容载比选取 1.8

220kV电网变电容载比选取 1.9

110kV电网变电容载比选取 2.0

各级电压变电容载比选择范围

基于能源结构调整下的电力消费预期增长情况，综合考虑用电安全和经济运行，同时考虑基础设施的适度超

前规划，本次规划以中等偏上水平确定对应增长率下的容载比取值，即：

容载比取值偏高，电网适应性越强，越能保障用电安全，但也将增加电网建设投资和运行成本；
容载比取值偏低，电网经济性较高，但将导致电网适应性变差，调度不够灵活，用电安全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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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000kV特高压站址布局及电力通道控制

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落实《成都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1000kV特高压电网规划布局方案。

5.4.1 特高压站址
• 成都东特：建议选址于东进区域外
围的资阳、德阳区域

• 天府南特：建议选址于天府新区外
围的乐山、眉山区域

站址规模：用地面积为200亩以上

站址选址原则：

① 尽量选址在城市建设用地外，远离学校、
医院、科研单位等电磁环境、声环境、生
态环境敏感目标。

② 宜利用荒地、劣地，不占或少占耕地和经
济效益高的土地。

③ 避开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区，尽量避
免或减少破坏林木和自然地貌；

④ 避让重点保护的自然区和人文遗址，不压
覆矿产资源，否则应征的相关部门同意；

⑤ 距飞机场、导航台、地面卫星站、军事设
施、通信设施以及易燃易爆设施安全距离
符合国家标准。

⑥ 地震烈度为9度地区不应建设。

1000千伏变电站及线路建议方案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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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廊道：避让龙门山环境敏感
区，从市域外围绕行，若须跨越生
态敏感区域，须先进行生态环境影
响评估。

廊道路径选择：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电网防护廊道
控制：110米（单回）、300-400
米（双回）。

配套500kV廊道：4条，分别接入
成都市东部（3条）和南部（1条）。

5.4  1000kV特高压站址布局及电力通道控制

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5.4.2 特高压廊道

① 宜避开重冰区、不良地质地带、原始森
林区等生态敏感区以及严重影响安全运
行的其他地区，并应考虑与邻近设施如
电台、机场、弱电线路等的相互影响。

② 宜避开军事设施、大型工矿企业等重要
设施，并符合城镇规划。

③ 尽量选线在城市建设用地外围，远离学
校、医院、科研单位等电磁环境、声环
境、生态环境敏感目标。

④ 发电厂和变电站的进出线，应依据厂、
站的总体布置统一规划。对规划中的两
回路或多回路线路，在路径狭窄地段宜
采用同杆塔架设。

川渝特高压电网初步方案

1000千伏变电站及线路建议方案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http://192.168.1.202/cdipdspcp/#/knw/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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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测，市域规划17座500kV变电站，

其中现状7座，规划新增10座，其中7座规划站

址已落实四至边界。简阳预留1座。

市域500kV变电站一览表

行政区
现状站址 新增站址 站址总

数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中
心
城
区

青白江 1 龙王变电站 0 — 1

天府新
区

1 尖山变电站 2
大林变电站

3
永兴变电站

龙泉驿 1 桃乡变电站 1 十陵变电站 2

双流 1 广都变电站 0 — 1

新都 1 新都变电站 0 — 1

温江 0 — 1 玉堤变电站 1

崇州 1 蜀州变电站 0 — 1

彭州 1 丹景变电站 0 — 1

新津 0 — 1 新津变电站 1

邛崃 0 — 1 邛崃变电站 1

简阳 0 — 3

简州变电站

3空港变电站

规划变电站

金堂 0 — 1 淮州变电站 1

总计 7 10 17

简阳 1 远景预留站 1

5.5  市域500kV变电站布局及电力通道控制

5.5.1 站址布局

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选址要求：

• 全域统筹布局，站址宜适当远离城市规划建设区；

• 应便于进出线且方便交通运输；

 建设标准：

• 采用户外GIS站模式建设，以集约用地为原则，占

地规模为25000~75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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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市域500kV变电站布局及电力通道控制

5.5.3 通道控制
在成都市域形成龙泉山西侧500kV电力大环网

和龙泉山东侧500kV电力小环网的双环网结构，采

用架空线敷设，且新建线路应按照城市地形、地貌

特点和城市道路网规划，沿除重要轴线和景观展示

带之外道路、河渠、各组团间绿化隔离带架设。

（注：重要轴线和景观展示带包括城市东西轴线、沱江发展

轴、城市中轴线和规划带状公园等。）

规划500kV通道示意图

5.5.2 布局指引

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安全要求：

• 具有良好的地质条件，必须避开气田、地层断裂带、滑坡、崩塌、洪峰口等高危险地带；

• 站址附近工厂排出有腐蚀性气体时，变电站布置应根据风向避开有害气体；

• 变电站选址应尽量远离军事设施、通信电台、电信局、飞机场、领航台、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区等地区，必要时，应取得有

关协议或书面文件；

• 应满足100年一遇防洪要求。

500千伏架空线走廊宽度为塔基中心线两侧各37.5米

500kV电力走廊（现
状）
1000kV电力走廊

（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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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市域220kV和110kV变电站布局

5.6.1 站址布局

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市域220kV和110kV变电站统计表（座）

市域变电站的总量满足市域用电需求，并适度预留容量冗余；同时综合考虑技术发展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

预留了电力设施弹性空间。

• 220kV变电站：市域范围内共规划162座，其中现状61座，控规保留89座，本次新增12座，原址调整1座。

• 110kV变电站：市域范围内共规划578座，其中现状206座，控规保留341座，本次新增27座，原址调整4座。

城镇等级 名称
220千伏变电站 110千伏变电站

现状 控规保留 原址调整 本次新增 总量 现状 控规保留 原址调整 本次新增 总量

中心城区

锦江区 4 5 0 0 9 12 10 0 0 22

青羊区 4 3 0 0 7 12 9 0 0 21

金牛区 3 3 1 0 7 14 18 0 0 32

武侯区 2 3 0 1 6 10 12 0 0 22

成华区 3 7 0 0 10 11 21 2 0 34

高新南区 4 5 0 0 9 15 22 0 1 38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2 10 0 0 12 7 34 0 0 41

双流区 3 10 0 0 13 9 30 0 0 39

龙泉驿区 5 6 0 1 11 13 18 0 5 36

温江区 2 2 0 1 5 9 12 0 2 23

高新西区 3 1 0 1 5 7 10 1 0 18

郫都区 1 3 0 2 6 6 12 0 10 28

新都区 3 1 0 3 7 8 11 0 3 22

青白江区 6 2 0 2 10 10 14 1 4 29

新津区 2 2 0 0 4 5 8 0 0 13

东部城区/
郊区新城

东部新区 1 10 0 0 11 6 38 0 0 44

简阳市 2 3 0 0 5 5 10 0 0 15

金堂县（含淮州新城） 1 4 0 0 5 6 19 0 0 25

都江堰市 2 2 0 0 4 8 7 0 0 15

彭州市 3 1 0 0 4 10 10 0 0 20

崇州市 3 2 0 0 5 9 7 0 0 16

大邑县 1 2 0 0 3 6 3 0 0 9

邛崃市 1 1 0 1 3 6 4 0 2 12

蒲江市 0 1 0 0 1 2 2 0 0 4

合计 61 89 1 12 162 206 341 4 27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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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5.6.2 布局指引

5.6  市域220kV和110kV变电站布局

 选址要求：

• 220kV变电站靠近负荷中心，110kV深入负荷中心，并利于变电站进出线；

• 以行政区域（区（市）县）作为服务单元，各区（市、县）变电站数量应满足自身电力负荷增长的需要。

 建设标准：

• 中心城区、东部新区新建220千伏/110千伏采用户内站，现状户外站逐步改造为户内站；其余区域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宜

采用户内站，城镇开发边界外可采用户外站。

• 以集约用地为原则， 220千伏户内站占地面积不小于5100平方米，地块形状应满足长*宽不小于85米*60米； 110千伏

户内站占地面积不小于3500平方米，地块形状应满足长*宽不小于70*50米；户外站根据方案合理性确定用地面积并满

足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 在城市重要区域，鼓励变电站复合利用，且经论证有条件下地的鼓励采用地下站建设，并结合方案合理性确定建筑面

积。

 安全要求：

• 具有良好的地质条件，必须避开气田、地层断裂带、滑坡、崩塌、洪峰口等高危险地带；

• 站址附近工厂排出有腐蚀性气体时，变电站布置应根据风向避开有害气体；

• 变电站选址应尽量远离军事设施、通信电台、电信局、飞机场、领航台、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区等地区，必要时，应取得有

关协议或书面文件；

• 220kV变电站应满足100年一遇防洪要求，110kV变电站应满足50年一遇防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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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域供电设施体系及布局规划

5.7  市域220kV和110kV电力通道控制

110kV电力主通道主要包括二环路、中环路、3.5环、绕城高速、五环路、沙西线、新彭快速路、成绵乐城际铁路、成
南高速路、成渝高速路、新机场高速路、成自泸高速、成雅高速、成温邛快速路、温青快速路和部分重要城市主干路的道
路两侧。

城镇开发边界内沿城市道路或其它规划高压走廊集中布线，建议采用地下电力通道方式，且有条件结合综合管廊布设的，
宜优先利用综合管廊；其中，中心城区、东部新区高压电力线原则上采用地下电力通道方式实施建设，并鼓励其他城市建设区
采用地下电力通道方式实施建设。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宜采用架空线敷设，线路尽量归并，少占农田及建设用地。

单独设置的220千伏架空线走廊（单杆、单塔架空线），其宽度为塔基中心线两侧各20米（按同塔双回考虑）；单独设
置的110千伏架空线走廊（单杆、单塔架空线），其宽度为塔基中心线两侧各15米（按同塔双回考虑）。

其他形式依据《110~500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的技术要求设置走廊宽度；电力隧道防护廊道宽度为：单隧道
5米，双隧道10米。

220kV电力主通道包括沙西线、新彭快速路、成绵乐城际铁路、成南高速路、成渝高速路、新机场高速路、成自泸高
速、成雅高速、成温邛快速路、温青快速路、三环路、绕城高速、五环路及第二绕城高速等主要道路或铁路两侧。

 建设形势及走廊控制要求：

 主要电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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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电力
设施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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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心城区电力设施布局规划

技术路线

最优选址

新增站规划保留站

构建网架系统

构建选址模型

通道评估

现有
通道
存量
梳理

既有
规划

可选
新增
通道
用地

双
通
道

可
选
通
道
用
地

规
划
综
合
管
廊

规
划
电
力
隧
道

• 防护绿地
• 规划未建道路
• 拟改造道路

• 现状可利用通道
• 既有规划通道
• 防护绿地
• 规划未建道路

潮流计算

用地评估

选址
避让
条件

用地
面积
和形
状

地籍

中
小
学

幼
儿
园

医
院

已
建
居
住
小
区

军
事
通
讯
用
地

不可
调整
用地

确定优选用地• 现有规划变电站
• U
• 未明确用地性质
• R22/S42
• B
• A/M/W

确定优选通道

最短路径

规划站址数量
落实到产城融合单元

落实到地块

注：中心城区有地籍资料和现

状/现有规划通道和综合管廊

的详细资料；

二圈层为规划综合管廊资料。

构建选址模型，统筹站址、通道空间资源，通过模型模拟筛选确定可实施、可落地、服务效益最佳的选址方案，

并落实到具体控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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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构建网架系统

6 中心城区电力设施布局规划

220kV电网规划地理接线图 110kV电网规划地理连接关系

基于规划变电站数量，通过潮流模拟，构建安全稳定的电网系统，确定变电站选址区域和站址连接方

式。并落实到国土空间确定的产城融合单元，确保最优网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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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选址模型构建

6.2.1  原理

6 中心城区电力设施布局规划

以潮流模拟构建的网架为基础，同时将站址和通道的优选顺序纳入考虑，构建选址模型，模拟综合效应最佳的

站址和电力通道布局。

电力站连接方案
（地理接线图）

通道评估

空间化

确定优先级（成本）
空间化

从连接方案中随机选取一对可选站址用地及其关联线，其中一个电力站作为起点，另一个作为终点。
选择距离起点最近、优先级最高、与关联线夹角最小的管线段为当前段。

搜索该线段端点连接的所有栅格

选择排序第一的管线，
判断其是否还有可用条数

扫描遇到每个最小成本路径时，将分配
一个值。成本路径的原始源栅格上的终
止像元，第一条路径接收三，依此类推。

有 否

将该管线作为新的当前段，
更新其可用条数

判断当前段的另一端点是否为终点

是

否

将该管线从备选库删除

生成该电力站对的电力通道

判断是否遍历所有电力站对

变电站/电力通道
结果图

是

用地评估

空间化

确定优先级

否



60

6 中心城区电力设施布局规划

6.2.2  确定最优布局

注：该数据不包括位于郊区主供城区的站址。

中心城区220kV变电站数量一览表

分区

220站址统计

现状

规划

总计现行控
规保留

现行控规
原址调整

新增站址 小计

成华区 3 7 0 0 7 10

高新南区 4 5 0 0 5 9

高新西区 3 1 0 1 2 5

金牛区 3 3 1 0 7 3

青羊区 4 3 0 0 3 7

锦江区 4 5 0 0 5 9

武侯区 2 3 0 1 4 6

郫都区 1 2 0 0 2 2

新都区 3 3 0 1 4 7

龙泉驿区 5 4 0 1 5 10

青白江 3 2 0 2 4 7

双流区 3 10 0 0 10 13

天府新区 2 9 0 0 9 11

温江区 2 1 0 1 2 4

新津区 2 2 0 0 2 4

合计 44 60 1 7 71 107

至2035年，中心城区规划220kV变电站107座，其中现状44座，控规保留69座，本次新7座，原址调整1座。

规划110kV变电站378座，其中现状148座，控规保留224座，本次新增13座，原址调整4座。

分区

110站址统计

现状

规划

总计现行控规
保留

现行控规
原址调整

新增站址 小计

成华区 11 21 2 0 23 34

高新南区 15 22 0 1 23 38

高新西区 7 10 1 0 11 18

金牛区 14 18 0 0 18 32

青羊区 12 9 0 0 9 21

锦江区 12 10 0 0 10 22

武侯区 10 12 0 0 12 22

郫都区 5 12 0 0 12 17

新都区 8 11 0 3 14 22

龙泉驿区 12 16 0 3 19 31

青白江 10 6 1 4 11 21

双流区 13 35 0 0 35 37

天府新区 7 29 0 0 29 36

温江区 8 8 0 2 10 18

新津区 4 5 0 0 5 9

合计 148 224 4 13 241 378

中心城区110kV变电站数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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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指引与
规划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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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1  鼓励“一站多能”，助推能源网智慧升级

8.1.1 构建能源互联网系统是推动我国能源革命的重要战略支撑

利用互联网思维与技术，以电网体系为基础，构建以能源网架体系实现物理支撑、以信息支撑体系实现数据

交互、以价值创造体系实现价值应用的能源互联网系统。

能源互联网

数字信息层：信息支撑体系能源物理层：能源网架体系

应用价值层：价值创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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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1  鼓励“一站多能”，助推能源网智慧升级

8.1.2 “一站多能”挖掘变电站资源、提高站址利用效率

 现有变电站仅实现了传输和分配电能的作用

 “一站多能”旨在充分挖掘变电站资源和价值，发

挥变电站布点和网络优势，将传统的仅具备输变电

功能的电网节点，转型建设成为具备“能量存储系

统（储能站）、数据枢纽（数据中心站）、综合能

源服务（分布式电源服务站）”等多功能融合的

“电力综合体”。

布局
合理

网架
完善

契合城
市规划

变电站

工程建
设条件
良好

基础设施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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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

储能站

共享无
线基站

智能化
多功能
营业厅

电动汽
车充换
电站

数据中
心站

分布式
电源服
务站

“一站多能”功能模块

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1  鼓励“一站多能”，助推能源网智慧升级

 “一站多能”功能模块丰富，大致包含“储能站（电

网侧/用户侧）”、“分布式电源服务站”、“数据中

心站”、“电动汽车充换电站”、“共享无线基站”

和“智能化多功能营业厅”六个功能模块。

 结合成都电网现状，以“变电站+数据中心站/共享无

线基站”为重点，充分利用现状或既有规划站址开展

试点，探索“一站多能”建设模式。

8.1.2 “一站多能”挖掘变电站资源、提高站址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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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地景观——采用地下站建设形式，地面打造为公园、绿地等，丰富城市景观

500kV静安（世博）地下变电站500kV静安（世博）地下变电站地面鸟瞰

上海世博会的配套项目，静安地下变电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全地下、圆筒体、500kV变电站。

工程南北长约220米，东西宽约200米。

——上海500kV静安（世博）地下变电站

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2  设施建设指引

8.2.1  鼓励市政设施功能融合，实现市政设施的“邻利”效益

变电站本体为筒形全地下结构

充分利用市政基础设施的开敞空间，植入观光游览、教育体验等功能，变“邻避”为“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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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建筑——可采用地下/半地下/地上站等多种建设形式，与文化体育用地、服务设施用地等功能结合

楼顶为足球场

位于南京国际服务

外包产业园内，地

下负一层、地上一

层、二层为变电站

用房，三至五层为

产业园体育活动中

心，复合空间的设

计既节省了用地，

也为园区人员提供

了体育活动场所。

——南京110kV汉西变电站，与体育活动中心叠建 ——广州110kV中旅变电站，与足球场叠建

地下3-5层是220kV变

电站， 地下2层以上是

电力科技馆及其自身

的设备用房、 地下停

车库等功能用房。地

上1-6层为展区，7-12

层为办公区域。

——北京菜市口地区220kV变电站，与电力科技馆叠建

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2  设施建设指引

8.2.1  功能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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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敞空间——与广场、商业用地等结合，打造开敞空间，丰富市民活动场所

1:变电站以南人行横道

2:变电站相邻街坊道路优化

3:室内空间(科普、展示场所)

4:变电站以北道路绿化改善

5:变电站以南街景方案实施

6:公交候车亭

7:小巷优化

8:高架人行走廊

9:地块间人行通道

10:公共活动场所

11:袖珍公园

12:开敞空间

西雅图丹尼变电站打破传统风格约

束，把基础设施、城市景观、步行街

融合在一起，站在变电站高处可以俯

瞰整个西雅图美景。围合的多阶梯走

道把行人吸引到变电站，通过整合的

图文，教育构件，景观和座位区域让

他们对可持续节能设施有一个近距离

理解。这里还有当代设计展，传统的

变电站变成一个文化观光中心。

——西雅图丹尼变电站

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2  设施建设指引

8.2.1  功能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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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2  设施建设指引

8.2.1  功能复合

——西雅图丹尼变电站

（3）开敞空间——与广场、商业用地等结合，打造开敞空间，丰富市民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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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110kV尖峰变电站——形似亚热带风情街，多项技术国际领先的“尖锋模式”

尖峰山下的尖峰变电站，是南方电网第一座3C

绿色概念变电站。在建设中充分考虑了节地、节

能、降噪等环境保护的要求，在建筑外观、设备

选型和智能化设计手段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并赋

予更多民用建筑元素。

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2  设施建设指引

8.2.2  通过景观化打造，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引导市政设施隐形化、地下化建设：新建市政设施尽量采用地下或半地下形式，地面空间作为公共开敞
空间打造；

对建筑外立面作艺术化处理，消解建筑巨大的体量感，提升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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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110kV水城变电站——山东首座景观式变电
站，外观更像体育馆

两座低矮
的红砖
房、斑驳
的红砖墙
诉说着这
座1965年
国家三线
建设时期
建造的六
盘水市第
一座
110kV变
电站的景
象。

矗立在
防空洞
里的
110kV
杉树林
变电站1
号主
变，时
光沉淀
出的独
特之
美。

• 贵州六盘水110kV杉树林变电站——防空洞里的变电站

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2  设施建设指引

8.2.2  景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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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老山城”上的两层楼建筑，外墙似棕色岩石，远远望去与

周围环境和谐融为一体，颇具艺术感。

结合渝中区坡地特色而设计的变电站，全站在坡度为50度的拆迁

区建设，巧妙的利用自然地形，采用重庆特有的“吊脚楼”设计，

建站道路采用高架道路设计，外立面装修采用假山设计，与周边坡

地公园融为一体，外立面周围种植有爬山虎等藤蔓植物，在春暖花

开之时，整个变电站会被植物覆盖，从外表看，很难发现这是一个

工业设计的变电站。

• 重庆110kV石板坡变电站——依山而建令人惊叹，与“老山城”完美结合

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2  设施建设指引

8.2.2  景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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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设指引与规划实施建议

8.3  规划实施建议

 加快规划落实

规划电力设施站点未在现行法定控规落实的，应通过控规调整程序及时对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更

新，确保规划电力设施在建设时无用地冲突。

 强化规划管控

规划电力设施站点及通道应严格控制，不得随意调整或取消。

建议将规划期内电力设施站点数量纳入产城融合单元管控，若确需对规划期内变电站点位进行调整，

必须在保证产城融合单元内变电站数量级等级不变的条件下，论证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进行

适当调整；并同步对涉及的电力通道调整进行明确。

 做好规划站址和通道的“先期控制”

规划电力设施站点，特别是规划未建居住用地周边站点应结合城市发展建设安排，提前谋划、及早

建设，减少居民入住后产生的矛盾冲突；

道路红线内的电力设施建设尽量与道路改造或新建同步实施，避免对道路的重复开挖；已建道路新

增电力通道应尽量减少对原有道路地下空间及周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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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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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保护

9.1  环境影响分析

电力设施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电磁影响、噪声影响和电晕影响等。

（1）电磁影响

在高压交流输电线路的运行期，其周围会产生工频电磁场，频率仅为50Hz，仅存在于输电线路附

近；其强度随着线路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小。

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主要有各种变电设备（包括电力变压器、隔离开关等）在运行过程中产生。

（2）噪声影响

输电线路运行期会产生一定可听噪声，一般输电线路走廊下的噪声均在45dB(A)以下，在出现电晕

的情况下噪声影响会加剧。

（3）电晕影响

当导线表面的电场强度超过空气的电力强度时，在输电线路导线表面的气体分子发生电离，形成自

激电导，进而产生电晕放电。一般情况下，由于机械损伤、污秽、降水等，使导线表面变得粗糙，从而

导致局部电场强度增加，在导线上产生电晕放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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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保护

9.2  环境保护措施

（1）走廊设计

线路走廊尽量减少迂回，以减少对环境的电磁、噪声等影响。在对线路路径优化过程中，尽量回避

重要地下电缆和通信明线。

（2）导线选择

成都气候温暖湿润，应选择防腐型钢芯铝纹线，以减小静感应电动势、接地电压和杂音电动势，并

改善对通讯线的屏蔽效应，减少对通信线路的干扰。针对电晕影响，宜增加导线半径，提高光洁度等，

以减小电晕强度和无线电杂音对环境的影响。

（3）变电站及线路设计

城市建设区采用室内变电站，墙壁可有效屏蔽电磁场和噪声影响。架空线路采用通塔双回或多回架

设技术，有利于减少输电线路对环境的影响。合理布置导线的相序排列、采用紧凑型线路，选用合适相

序排列而使其各相产生的电磁场相抵消。同时，变电站及线路与周围建筑物、敏感区的距离需满足相关

规范要求。

在电力设施建设中，可采取以下多种措施来减轻其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