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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网络建设处 2004 年 8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通信

工程建设标准》修订制定计划会的要求，具体由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进行修订。 

在修订过程中，规范编制组开展了专题研究，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近年来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的设计经验，参考了相关标准，提出征求意见稿，并以多种

形式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对主要问题进行了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有：各种通信电源设备的设计、安装要求。 

    本标准将来可能进行修订，有关局部修订的信息和条文内容将刊登在《工程建设标

准化》杂志上。 

为了提高规范质量，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

随时将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寄给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电源处朱清峰收，以供今后修订时参

考。 

原主编单位：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 

修订主编单位：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张清泉、朱清峰。 

参考标准如下： 

YD/T1051-2000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 

YD xxxx-xxxx《通信局（站）防雷接地设计规范》 

YD xxxx-xxxx《通信局（站）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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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规范适用于通信枢纽、综合通信局、市话局、卫星通信地球站、移动通信局（站）、

微波站、光（电）缆站、邮政枢纽和大中型无线电台等的新建和扩建通信电源设备安装

工程。改建工程可视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1.0.2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设计必须贯彻国家技术政策，合理利用资源，执行国家防空、

防震、消防和环境保护等有关标准规定。 

1.0.3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设计必须在保证供电质量的前提下,考虑安装、维护和使用方

便，注意战时或自然灾害等特殊条件下的通信安全。 

1.0.4  设计中应采用经国家相关机构认证及通信产品泰尔认证（TLC）的设备和成熟的

技术，积极利用新能源、采用新技术，努力实现集中监控管理，逐步达到少人值守，直

至无人值守。 

1.0.5 设计总体方案、设备选型等近期建设规模应与远期发展规划相结合，同时还应根

据建设和发展情况、经济效果、设备寿命、扩建和改建的可能等因素，进行多方案技术

经济比较，提高可靠性，努力降低工程造价和维护成本。 

1.0.6 设计应做到切合实际、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扩建和改建工程应充分

考虑原有通信设备的特点，合理利用原有建筑、设备和器材，积极采取革新措施。力求

达到先进、适用、经济的目标。 

1.0.7 进入通信局（站）的各种通信设备对交流和直流电源的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1.0.8 工程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还应执行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当本规范与国家有关

标准、规范的规定相矛盾时，应按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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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电分类及供电 

2.0.1 通信用交流电源宜利用市电作为主用电源。 

2.0.2 根据通信局（站）所在地区的供电条件、线路引入方式及运行状态，将市电供电

分为四类，其划分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一类市电供电为从两个稳定可靠的独立电源各自引入一路供电线。该两路不应同

时出现检修停电，平均每月停电次数不应大于 1 次，平均每次故障时间不应大于 0.5h。

两路供电线宜配置备用市电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2. 二类市电供电线路允许有计划检修停电，平均每月停电次数不应大于 3.5 次，平

均每次故障时间不应大于 6h。供电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要求： 

1)由两个以上独立电源构成稳定可靠的环形网上引入一路供电线。 

2)由一个稳定可靠的独立电源或从稳定可靠的输电线路上引入一路供电线。 

3. 三类市电供电为从一个电源引入一路供电线，供电线路长、用户多、平均每月停

电次数不应大于 4.5 次，平均每次故障时间不应大于 8h。 

4. 四类市电供电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要求： 

1)由一个电源引入一路供电线，经常昼夜停电,供电无保证，达不到第三类市电供 

电要求。 

2)有季节性长时间停电或无市电可用。 

2.0.3 通信局（站）宜采用专用变压器。 

2.0.4 通信局（站）局内低压供电线路不宜采用架空线路。 

2.0.5 市电引入线路过长或无市电的通信局（站），当年日照时数大于 2000h，负荷小于

1kW 时，主用电源宜采用太阳能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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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电系统 

3.1 交流供电系统 

3.1.1 由市电和自备发电机组电源组成的交流供电系统宜采用集中供电方式供电。在满

足局（站）用电负荷要求的前提下，应做到接线简单、操作安全、调度灵活、检修方便。

低压交流供电系统采用三相五线和单相三线制供电。 

3.1.2  局（站）变压器容量为 630kVA 及以上的应设高压配电装置。设有备用市电电源

自动投入装置的两路市电引入的供电系统，其变压器在 630kVA 及以上时，市电自动投入

装置应设在高压侧；其变压器容量在 630kVA 以下时，市电自动投入装置可设在低压侧。

低压市电间切换、市电与油机之间的切换应采用具有电气和机械联锁的切换开关。 

3.1.3 通信局（站）应根据《全国供用电规则》的要求，安装无功功率自动补偿装置。 

对于容量较大的自备发电机组，当负荷的功率因数低于 0.7 时，应安装无功功率自

动补偿装置，使其功率因数达到 0.8 以上。 

3.1.4 通信局（站）所配置的自备发电机组，宜采用自动投入、自动切除、自动补给并

具有遥信、遥测、遥控性能和标准的接口及通信协议的自动化机组。 

3.1.5 要求交流不间断供电的通信负荷，应采用 UPS 供电系统供电；容量小于 10kVA 时

也可采用逆变器供电系统供电。 

3.1.6 自动运行的变配电系统应具备手动操作功能。 

 

3.2 直流供电系统 

3.2.1 由整流配电设备和蓄电池组组成的直流供电系统,对通信设备可采用分散或集中

供电方式供电。 

3.2.2. 分散供电方式应根据通信容量、机房分布、维护技术和维护体制等条件，使电源

设备尽量靠近负荷中心，并能提供机动灵活的扩容条件。对于大型通信枢纽，大型或重

要的通信局（站）、容量超过 5 万门或有两个以上交换系统的电话交换局，宜采用分散

供电方式。电源设备安装于通信机房时，必须采用高频开关型整流器、阀控式密封铅酸

蓄电池组。 

3.2.3 直流供电系统应采用在线充电方式以全浮充制运行。电池浮充电压、电池再充电

或均衡充电电压、初充电电压等，均应根据蓄电池种类和通信设备端子电压要求计算确

定。一般情况下对各种蓄电池的电压要求应在表 3.2.3 所示的范围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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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各种蓄电池的电压要求 

           电压种类 

电压要求 

电池种类 

浮充电压 

（V/cell） 

再充电或均衡充电电压

（V/cell） 

初充电电压 

（V/cell） 

防酸型铅酸蓄电池  2.16～2.20* 2.25～2.35 2.35～2.40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2.23～2.27 2.30～2.35 2.35 

*  指在电解液密度为 1.215g/cm3，温度为 25℃的条件下，在电解液密度为 1.240 

g/cm3，温度为 20℃的条件下，浮充电压为 2.20 V/cell～2.25 V/cell。 

3.2.4 通信局（站）用直流基础电源电压为-48V。-48V 基础电源的电压变动范围和杂音

电压应符合表 3.2.4 的规定，24V 直流电源电压变动范围及杂音电压也应符合表 3.2.4

的规定。 

 

表 3.2.4        基础电源电压变动范围和杂音电压要求 

电源杂音电压 

峰-峰值杂音 宽频杂音(有效值) 离散杂音(有效值) 标准电压 

(V) 

电信设备受

电端子上电

压变动范围 

(V) 

衡重杂音 

(mV) 
频段 

(MHZ) 

指标 

(mV) 

频段 

(kHZ) 

指标 

(mV) 

频段 

(kHZ) 

指标 

(mV) 

3.4～150 ≤5 
3.4～150 ≤50 

150～200 ≤3 

200～500 ≤2 
-48 -40～-57 ≤2 0～20 ≤200 

150～30000 ≤20 
500～30000 ≤1 

3.4～150 ≤5 
-24 -19～-29 3.4～150 ≤50 

150～200 ≤3 

200～500 ≤2 
+24 19～29 

≤2 0～20 ≤200 

150～30000 ≤20 
500～30000 ≤1 

注:①电源杂音电压系指在供电系统电源设备输出端子上的测量值. 

                   3.3 防雷接地系统 

3.3.1 新建局（站）应采用联合接地。对于采用低压引入租用机房的移动通信基站为 TT

接地系统时，交流输入总开关应带漏电保护装置。 

3.3.2 接地系统的设计应按信息产业部行业标准《通信局（站）防雷接地设计规范》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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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3.3.3 各类通信局（站）联合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暂按表 3.3.3 的规定执行。 

表 3.3.3      各类通信局（站）联合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 

接地电阻值 

(Ω) 

适用范围 依   据 

<1 综合楼、国际电信局、汇接局、万门以上程控交换局、2000

路以上长话局 

<3 2000 门以上 1 万门以下的程控交换局、 

2000 路以下长话局 

<5 2000 门以下程控交换局、光缆端站、载波增音站、地球站、

微波枢纽站、移动通信基站。 

<10 微波中继站、光缆中继站、小型地球站 

<20(注) 微波无源中继站 

<10 适用于大地电阻率小于 100Ω·m，电力电缆与架空电力线

接口处防雷接地。 

<15 适用于大地电阻率为 101Ω·m～500Ω·m，电力电缆与架

空电力线接口处防雷接地。 

<20 适用于大地电阻率为 501Ω·m～1000Ω·m，电力电缆与架

空电力线接口处防雷接地。 

YD/T 1051-2000《通信

局（站）电源总技术要

求》 

注:当土壤电阻率太高,难以达到 20Ω 时,可放宽到 30Ω。 

                     3.4 监控系统 

3.4.1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监控设计应按信息产业部行业标准《通信局（站）电源、

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要求进行设计。 

3.4.2 监控系统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再扩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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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配置 

                       4.1 设备配置原则 

4.1.1 通信电源设备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市电发生异常情况时，为保证仍能对通信负荷和重要动力负荷可靠供电，应配置

自备发电机组为自备电源。 

2. 通信负荷要求不间断和无瞬变的交流供电时，宜采用 UPS 电源或逆变器电源。 

3. 要求无瞬间停电的直流供电时，应设置蓄电池组；负荷小或电压低的，宜设置直

流-直流变换器。 

4. 市电电压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采用调压设备。 

1)通信设备由市电直接供电时，其供电电压偏移超出额定电压值的 +5%～-10%或

超出通信设备允许电压变动范围。 

2)通信设备非直接由市电供电时，市电电压偏移值超出额定电压值的+10%～-15%

或超出直流电源设备允许交流输入的电压变动范围。 

3)超出机房空调设备允许电压变动范围时。 

4.1.2 本期工程配置电源设备容量满足期限应按下列条件分别确定。 

1. 配电设备 

1)高压配电设备远期负荷发展不大时应按远期负荷配置。 

2)低压配电设备中配电柜的总母线及总开关应按本段低压母线的远期负荷配置；

配电柜的数量可按满足近期负荷并考虑一定发展负荷的需要配置，应考虑扩容的方便。 

3)一个供电系统远期发展负荷不大时，按远期负荷配置；一个供电系统远期发展

负荷超出现有配电设备容量时,交流设备按现有最大配电设备容量配置。 

4)一个系统的直流配电设备宜按远期负荷配置。 

2. 换流设备 

整流器、变换器、逆变器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配置。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的容量应

按近期负荷配置，远期负荷增加不大时可按远期配置。 

3. 组合电源 

组合电源整流模块数可按近期负荷配置，但满架容量应考虑远期负荷发展，单独建

立的移动通信基站组合电源应具备低电压两级切断功能。 

4. 蓄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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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组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配置，适当考虑远期发展容量。 

5. 发电设备 

1) 市电供电为一、二类的局（站），远期发展负荷大时，可按满足近期负荷并考 

虑一定的发展负荷需要配置。 

2)市电供电为三类的局（站），宜按近期负荷配置。 

以上市电类别的局（站）远期发展负荷不大时，宜按远期负荷配置。 

3)市电供电为四类的局（站），应按近期负荷配置。 

4)固定使用的发电设备一般选用柴油发电机组，对于单机容量超过 1600KW 的局 

（站）宜采用燃气轮发电机组；车载发电机组容量在 800KW 及以上的宜选用燃气 

轮发电机组。容量小于 10KW 的机动发电机组可选用便携式汽油发电机组。 

6. 太阳电池 

1) 与市电相结合的混合供电方式电源系统中的太阳电池，当远期发展负荷不大 

时，应按分担的远期负荷配置；远期负荷发展大时，可按满足分担的近期负荷并

考虑一定的发展负荷需要配置。 

2) 单独使用太阳电池与蓄电池构成的电源系统中，太阳电池的容量配置除按照上 

述原则承担全部负荷配置以外，尚应考虑蓄电池充电的需要。 

7. 变电设备 

1)当高压市电电压偏移值超出额定电压的±7%，宜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2)专用变压器（包括有载调压变压器）的容量应按满足近期负荷并考虑一定的发 

展负荷需要配置，并使经常运行负荷不宜小于其额定容量的 50%。 

3)季节性负荷变化较大时，宜设置 2 台或多台变压器，其中一台承担季节性负荷，

其余应能承担长期性负荷。 

4)地市级以上通信局（站）变压器应采用不少于 2 台的配置，在其中 1 台变压器 

故障时，其余的变压器可满足保证负荷用电。 

5)室内安装的变压器应采用干式变压器，变压器与配电设备同室安装时应配置防 

护罩。 

8. 调压设备 

调压器或稳压器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并考虑一定发展负荷的需要配置。稳压器的容

量不宜超过 200KVA，若超过时可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9. 补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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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电容器柜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配置并考虑一定发展，应配置自动补偿装置。补

偿电容器柜应配置一定比例的电抗器。 

10. 滤波设备 

当交流供电系统内总谐波电流含量（THD）大于 10％时应配置滤波器，宜采用有源滤

波器。 

 

4.2 电源设备配置 

4.2.1 自备发电机组的台数和直流供电系统中蓄电池组的放电小时数,应根据局(站)市

电供电类别按表 4.2.1 规定配置。由三类或四类市电供电的移动通信基站、微波和光（电）

缆的有人站、多局制的市话局中，可根据实际需要增配机动自备发电机组供临时调度用。 

4.2.2 每台自备发电机组的容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一、二类市电供电的局（站），应按各种直流电源的浮充功率、蓄电池组的充电

功率、交流供电的通信设备功率、保证空调功率、保证照明功率及其他必须保证设备的

功率等确定。 

2. 三类或四类市电供电的局（站），除按本条 1 款各项设备的功率确定外，尚应包

括部分生活用电设备的功率，四类市电供电的局（站）还应包括全部生活用电设备的功

率。 

3. 对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UPS）供电的自备发电机组，核定 UPS 需要发电机组保

证的功率时应根据其输入电流谐波含量的大小确定，当输入电流谐波含量在 5%～15%时，

其需要的发电机组保证功率按 UPS 容量的 1.5～2 倍计算。 

4. 无线电台每台自备发电机组容量应按设计任务书中提出的保证设备功率确定。 

无线电台有启闭电报的瞬变负荷时，每台自备发电机组的容量应按大于该类负荷设

备总功率的两倍校核。 

5. 有异步电动机负载的局（站），自备发电机组的单台容量应按不小于异步电动机

额定容量的两部校核。 

6. 若一个城市内交换局多于 3 个且每局发电机组为单台配置时，应增配车载发电机

组，其功率根据保证负荷最大的局确定，同时考虑一定的余量。 

4.2.3  直流系统的蓄电池一般设置两组并联。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UPS）的蓄电池组

一般只设一组。蓄电池最多的并联组数不要超过 4 组，不同厂家、不同容量、不同型号

的蓄电池组严禁并联使用。不同时期的蓄电池并联使用时其投产使用年限相差应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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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4.2.4 蓄电池总容量应按表 4.2.1 的规定配置。铅酸蓄电池的总容量应按下式计算： 

 

Q≥
25)]−(+[1 t

KIT
αη

                                  (4.2.4) 

 

式中：Q—蓄电池容量（Ah） 

K—安全系数，取 1.25 

I—负荷电流(A) 

T—放电小时数(h),见表 4.2.1 

η —放电容量系数,见表 4.2.4 

t—实际电池所在地最低环境温度数值。所在地有采暖设备时，按 15℃考虑，

无采暖设备时，按 5℃考虑； 

α —电池温度系数（1/℃），当放电小时率≥10 时，取α =0.006；当 10>放

电小时率≥1 时,取α =0.008；当放电小时率<1 时,取α =0.01 

  

表 4.2.4            铅酸蓄电池放电容量系数（η）表 

电池放电小时数 

（h） 
0.5 1 2 3 4 6 8 10 ≥20

放电终止电压 

（v） 
1.65 1.70 1.75 1.70 1.75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

1.85

防酸 

电池 
0.38 0.35 0.30 0.53 0.50 0.40 0.61 0.75 0.79 0.88 0.94 1.00 1.00

放电容

量系统 阀控 

电池 
0.48 0.45 0.40 0.58 0.55 0.45 0.61 0.75 0.79 0.88 0.94 1.00 1.00

4.2.5  UPS 电池的总容量，应按 UPS 功率数，采用恒功率方法（公式 4.2.5）估算出蓄

电池的放电电流 I，再根据公式 4.2.4 算出蓄电池的容量。 

I=
U

Sx
μ

8.0
                                  (4.2.5) 

式中：S—UPS 额定容量（KVA） 

I—蓄电池的计算放电电流(A) 

μ —逆变器的效率 

U—逆变器的标称输入电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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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和蓄电池组放电小时数配置表 

市电

类别

局站

类别配置台数及

放电小时数

项目

电 信

枢 纽

①

中小
型综
合通

信局

大容
量市

话局

市话

局

光缆
有人

站

光缆无

人站③

微波
有人

站

微 波

无 人

站③

移动
交换

局

移动通

信基站
卫星
通信
地球

站

无
线
电

台

邮件
处理

中心

一类

市电

二类

市电

三类

市电

四
类
市

电

1

2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1

1

2

-

1～2

2～3

1～2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2

1～2

1～2

1～2

2～3 2～3 2～3

2～1 2～1

6～8

8～10

20～24 20～24

8～10

1～3

3～4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1

-
-

-

-

-
-
-

④

⑤

⑤

-

-
-

-

-

-

-

-
-
-

-

-

-
-

-

-
-
-

-
-

3

6～8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3

无线

设备

传输

设备

-
-
-
12

20

-

-
20

-

20

 注：  

① 包含大型综合通信局。 

② 无人通信站的电池放电小时数应根据以下因素考虑确定。 

A.使用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组的站： 

(a) 接到故障信号后应有一定的准备时间（一般不超过 1h） 

(b) 从维护点到无人站的行程时间（按正常汽车行驶速度计算）。 

(c) 故障排除时间（一般不超过 3h）. 

(d) 一般夜间不派技术人员检修（最长等待时间不超过 12h）。 

(e) 对配备具有延时起动性能的自备发电机组的局站，延时时间应保证电池放

出容量不超过 20%的储备容量。 

B. 使用太阳能供电的站，放电小时数按当地连续阴雨天数计算。 

③ 无人站采用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组时，每站 2 台；采用太阳电池等新能源时，可

视维护条件多站共用一台移动发电机组。 

④ 在三类市电时，山区的移动通信基站每 5 个站配置 1 台移动发电机，平原每 10

个站配置 1 台移动发电机，在电力资源供应紧张的地区可适当调整。 

⑤ 处于四类市电的基站至少每站应配置 1 台固定使用的自动化无人值守柴油发电

机组，另外每 5 个此种类型的站配置 1 台移动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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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整流器的容量及数量应按下列要求配置。 

1. 采用高频开关型整流器的局（站），应按 n+1 冗余方式确定整流器配置，其中 n

只主用，n≤10 时，1 只备用；n>10 时,每 10 只备用 1 只.主用整流器的总容量应按负荷

电流和电池的均充电流(10 小时率充电电流)(无人站除外)之和确定。 

2. 对于采用太阳电池等新能源混合供电系统供电的局站，当蓄电池 10 小时率充电

电流远大于通信负荷电流时，主用整流器的容量应按负荷电流和 20 小时率的充电电流之

和确定。 

采用交流电源车上站充电的局站，整流器的总容量按负荷电流和蓄电池 10 小时率或

20 小时率的充电电流之和的确定。 

3. 采用电启动自备发电机组，无随机附带充电整流器时，应配置启动电池充电用整

流器。电力室应配置处理落后电池用充电整流器。 

4.2.6 采用直流—直流变换器时，应按表 4.2.6 规定的数量配置。同型号、同容量的变

换器可多台并联使用，主用变换器总容量应按最大负荷电流确定。 

 

表 4.2.6              直流—直流变换器配置数量表 

配置方式 配 置 数 量 (台) 

主用变换器 1 2 3 4 

热备用变换器 1 1 1 1 

冷备用变换器 - - 1 1 

合  计 2 3 5 6 

4.2.7 采用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时，其容量应按最大负荷功率确定；备用设备的配置，

应根据通信负荷的重要性确定。 

4.2.8 采用逆变器时，主用逆变器按最大负荷功率确定，配置一台备用。 

4.2.9 单独使用太阳电池的供电系统，以及太阳电池与市电构成的混合供电系统中的太

阳电池方阵总容量计算可参照附录 D。 

4.2.10  采用多个太阳电池子阵分别调压的电源系统，太阳电池保留子阵的容量应按负

荷电流与蓄电池补充充电电流之和计算确定，使其在日照最好的条件下发出的电流不会

造成对蓄电池过充电。其余子阵的容量可按投入的先后顺序和日照曲线从小到大分级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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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导线选择及布放 

5.0.1 高压柜出线、低压配电设备的交流进线导线截面宜按变压器容量计算；低压配电

屏的出线截面应按被供负荷的容量计算。 

5.0.2 自备发电机组的输出导线,应按其输出容量选择导线截面。 

5.0.3 按满足电压要求选取直流放电回路的导线时,直流放电回路全程压降不应大于下

列值: 

1. 48V 电源为 3.2V； 

2. 24V 电源为 2.6V。 

5.0.4 采用电源馈线的规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油机输出、电力室的开关电源输入、UPS 设备的输入及输出交流线中性线应采用 

与相线相等截面的导线；其他交流中性线截面应不小于相线截面的一半。 

2. 保护地线（PE）最小截面需满足下表的要求 

相线截面（mm2） PE 线截面（mm2） 

S≤16 S 

16≤S≤35 16 

S≥35 ≥S/2 

当相线截面大于 120mm2时，PE 线截面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K

tISP ≥  

式中 Sp-----PE 线的截面，mm2; 

     I-----流过接地装置的接地故障电流均方根值，A； 

     K-----计算系数，见下表。 

     t-----保护装置跳闸时间（适合 t≤5s） 

表 5.0.4             计算系数 K 值 

电缆的芯线绝缘为 绝缘电线，当绝缘为 导线材质 

聚氯乙稀 普通橡胶 乙丙橡胶 油浸纸 聚氯乙稀 普通橡胶 乙丙橡胶 

铜芯 114 131 142 107 143 166 176 

铝芯 76 87 95 71 95 110 116 

3. 直流电源馈线应按远期负荷确定。 

当近期负荷与远期负荷相差悬殊时，可按分期敷设的方式确定，设计时应考虑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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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装的条件。 

4. 按地导线应采用铜芯导线；沿海等有盐雾等腐蚀的环境条件下，应采用铜芯导线；

机房内的导线应采用阻燃型电缆。 

5. 导线布置应按 ？标准号？《高层民用建筑中一类防火设计标准》的规定执行。 

5.0.5 高压电缆和低压电缆在室外不宜同沟敷设，同沟敷设时应分开两边敷设，二次信

号电缆与一次电缆同沟敷设时二次电缆需采用屏蔽电缆。 

5.0.6 交流电缆与直流电缆在机房内不宜同架、同槽敷设，并行间距不小于 0.8m。交直

流电缆无法避免交叉敷设时应采取屏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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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机房及设备布置 

6.0.1 通信电源各种机房的设置应按实际需要确定。各种机房的划分符合下列要求： 

1. 高压配电室：安装高压配电设备及直流操作电源。 

2. 变压器室：安装变压器设备。 

3. 低压配电室：安装低压配电设备。 

4.发电机室：安装自备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 

5.储油库：储备自备发电机组的用油。储油库的容量应按远期自备发电机组需要配

置。市内的通信局应按不少于连续运行 2 天的储油量配置；郊外的通信局（站）应按不

少于连续运行 5 天的储油量配置；储油库容量最大不宜超过 10 吨。油源方便的，也可采

用油桶储油，油量不应少于连续运行 12h 用油。 

6.电力电池机房（包括电力室、电池室、集中监控室等）： 

电力室：安装通信用的整流配电设备，如：交流配电屏、直流配电屏、整流器、直

流-直流变换器、屏式调压（稳压）器、组合式整流配电设备、交流不间断电源的逆变配

电设备等。 

电池室：安装蓄电池组。使用防酸隔爆蓄电池时，电池室宜附设储酸室，存储硫酸、

蒸馏水等。 

集中监控室：安装集中监控设备。 

电力室与电池室合并的统称电力电池室，安装电力室和电池室的设备。 

6.0.2 有人通信局（站）一般设置电力值班室。规模容量较大的局（站）还应设置修机

室，储藏室等辅助生产房间。 

6.0.3 电力机房应尽量靠近负荷中心，在条件允许的通信局（站），电力电池室宜与通

信机房合设。 

6.0.4 在经常发生水灾地区的通信局(站)，电源设置宜设在当地水位警戒线以上的机房

内或采取其他防水灾措施。 

6.0.5 发电机室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自备发电机组周围的维护工作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1m，操作面与墙之间的净宽不

应小于 1.5m。 

2. 两台相邻机组之间的走道净宽一般不小于机组宽度的 2 倍。 

3. 发电机室内装控制、转换、配电设备时，各设备背面与墙之间的走道净宽不应小

于 0.8m；其正面与设备（或墙）之间的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1.5m；其侧面与墙之间的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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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小于 0.8m。 

4. 发电机组的排气管路不宜多于 2 个 90 度弯，当排气管路过长或 90 度弯头超过 2

个时排气管应加大截面积。 

5. 发电机室根据环保要求采取消噪声措施时，应达到附录 CGB 3096-1993《城市区

域环境噪声标准》的要求；机组由于消噪音工程所引起的功率损失应小于机组额定功率

的 5%。 

6.0.6 电力电池机房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布置 

1)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正面之间的主要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2m； 

2)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正面与侧面之间的维护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1.2m。 

3)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正面与背面之间的维护走道净宽不小于 1.5m。 

4)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背面与背面之间的维护走道净宽不小于 1m～1.2m。 

5)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可与通信设备同列安装；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正面

与通信设备的正面或背面之间的走道不应小于 2m。 

6)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背面与通信设备的正面或背面之间的净宽应按通信设

备相应的布置要求确定。 

7)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正面与墙之间的主要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1.5m； 

8)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背面与墙之间的维护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0.8m； 

9)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侧面与墙之间的次要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0.8m；如为主

要走道时，其净宽不应小于 1m。 

2. 蓄电池组的布置 

1)立放蓄电池组之间的走道净宽不应小于电池宽度 1.5 倍，最小不应小于 0.8m； 

立放双层布置的蓄电池组，其上下两层之间的净空距离一般为电池总高度的 1.2～

1.5 倍。 

2）立放双列布置的蓄电池组，一组电池的两列之间净宽应满足电池抗震架的结构

要求。 

3）立放蓄电池组侧面与墙之间的次要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0.8m；如为主要走道时,

其净宽一般不小于电池宽度的 1.5 倍，最小不应小于 1m；立放单层单列布置的蓄电池组

可沿墙设置，其侧面与墙之间的净宽一般为 0.1m； 

4)立放蓄电池组一端靠墙设置时，列端电池与墙之间的净宽一般不小于 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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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立放蓄电池组一端靠近机房出入口时,应留有主要走道，其净宽一般为 1.2～

1.5m,最小不应小于 1m。 

6）卧放阀控式蓄电池组的侧面之间的净宽不应小于 0.2m； 

7)卧放阀控式蓄电池组的正面与墙之间，或正面与侧面或背面之间的走道净宽不

应小于电池总高度的 1.5 倍，最小不应小于 1.2m。 

8）卧放阀控式蓄电池组的正面与墙之间的走道净宽不应小于电池总高度的1.5倍，

最小不应小于 1m。 

9)卧放阀控式蓄电池组可靠墙设置，其背面与墙之间的净宽一般为 0.1m； 

10)卧放阀控式蓄电池组的侧面与墙之间的净宽不应小于 0.2m； 

11）阀控式蓄电池组可与通信设备、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同机房安装，采用电

池柜时还可以与设备同列布置；立放阀控式蓄电池组的侧面或列端电池与通信设

备、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正面之间的主要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2m；放阀控式蓄

电池组的侧面与通信设备、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的侧面或背面之间的维护走道

净宽不应小于 0.8m；卧放阀控式蓄电池组的正面与通信设备、配电屏及各种换流

设备的正面之间的主要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2m；卧放阀控式蓄电池组的侧面或背面

与通信设备、配电屏及各种换流设备之间的维护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0.8m，同列安

装时可以靠紧。 

6.0.7 墙式盘不得安装在暖气散热片的上方或下方。 

6.0.8 在要求抗震设防的通信局站，蓄电池应采用抗震架安装，配电换流设备机架应与

地面牢固连接。地震设计烈度为 8 度及以上的局站，配电换流设备机架还应与房屋柱体

连接。 

6.0.9 太阳电池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太阳电池应尽量靠近负荷中心设置。 

2.太阳电池方阵宜布置在平面的机房屋顶或地面支架上。 

1) 太阳电池方阵四周应留维护走道，净宽不小于 0.8m； 

2) 太阳电池方阵采光面应向正南放置。方阵前方应无建筑物、树木等遮挡物。太

阳电池与遮挡物之间的距离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遮挡时限要求和遮挡物高度计算确定。 

3)前后排列的太阳电池方阵，应以前排方阵的高度，根据当地纬度和遮挡时限要

求计算两排之间最小间距。当受面积限制采取提高后排基础高度的办法缩短前后排间距

时，基础需要提高的高度应按下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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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DH '' 1−=Δ  

式中： 'HΔ - 基础需要提高的高度（mm）； 

       'D – 缩短后的前后排间距（mm）； 

       H – 前排太阳电池方阵的高度（mm）； 

       D – 原定前后排间距(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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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本规范用词说明 

 

本规范条文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A.0.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A.0.2 表示严格，在正常的情况部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0.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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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GB 3096-9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 GB 3096-199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中，关于城市 5 类环境噪

声标准值摘录于下： 

 

表 D                城市 5 类环境噪声标准值（单位：dB）  

类    别 昼    间 夜   间 

0 50 40 

1 55 45 

2 60 50 

3 65 55 

4 70 55 

D.1 各类标准的适用区域 

D.1.1 0 类标准适用于疗养区、高级别墅区、高级宾馆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位

于城郊和乡村的这类区域分别按严于 0 类标准 5dB 执行。 

D.1.2 1 类标准适用于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乡村居住环境可参照执行该类标

准。 

D.1.3 2 类标准适用于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  

D.1.4 3 类标准适用于工业区。 

D.1.5 4 类标准适用于城市中的道路交通干线道路两侧区域、穿越城区的内河航道两

侧区域。穿越城区的铁路主、次干线两侧区域的背景噪声（指不通过列车时的噪声水平）

限值也执行该类标准。 

…… 

D.7 监测方法按 GB/T14623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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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地面用中、小型太阳电池方阵容量计算 

太阳电池方阵是由若干个太阳电池子阵构成的，每个太阳电池子阵又由若干个太阳

电池组件串联、并联在一起构成。每个太阳电池组件一般由若干个单体太阳电池互相串

联和必要的封装材料构成。目前常用的太阳电池组件多为平板式组件。地面用中、小型

太阳电池方阵通常由平板式组件构成，并且多为固定安装、能按季节作向日调整的平面

型式。太阳电池子阵是将太阳电池方阵根据调压需要划分电压相等、容量不同的几个部

分。太阳电池方阵的容量计算，就是根据供电系统中的电压要求、太阳电池电源所分担

的负荷电流大小和使用地点的日照条件等情况，计算出太阳电池方阵的总组件数，并根

据每个组件在标准测试条件下的额定功率计算方阵的总功率，以便满足设计需要。 

    单独使用太阳电池与蓄电池购成的半浮充制供电电源系统中，太阳电池方阵总容量

可按下式计算 

            
( )[ ]( )

( )[ ]mPb

CbbP

NttVT
FVNVTV

P
12

1018760
−+

+−−
=

αηη
η

                            (1) 

式中：P—太阳电池方阵总容量(W)； 

     PV —一个太阳电池组件在标准测试条件下取得的工作点电压(V)； 

I —负荷电流(A)； 

bη —蓄电池充电安时效率，铅蓄电池取 bη =0.84； 

T—当地年日照时数(h)； 

0V —每只蓄电池浮充电压(V)； 

bN —每组蓄电池只数； 

V1—串入太阳电池至蓄电池供电回路中的元器件和导线在浮充供电时引起的压降

(V)； 

FC—影响太阳电池发电量的综合修正系数，一般取 1.2～1.5； 

ŋ—根据当地平均每天日照时数折合成标准测试条件下光照时数所取的光强校正

系数，一般取 ŋ=0.6～2.3； 

α – 一个太阳电池组件中单体太阳电池的电压温度系数，其值为-0.002 V/℃～-0.002 

2V/℃； 

t2 – 太阳电池组件工作温度(℃)； 

t1 – 太阳电池标准测试温度(℃)； 

mN – 一个太阳电池给件中单体太阳电池串联只数； 

8 760 - 平年每年小时数(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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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市电组合的混合供电方式电源系统中,太阳电池方阵总容量仍可用式(1)计算,

只是式中的 I 取太阳电池所分担的负荷电流。 

采用加、撤太阳电池子阵方法调整供电电压的太阳电池控制器，其基本原理是根据

光照强弱适时撤出或加入太阳电池子阵，借以保持供电电压基本稳定。一般情况下，规

定一个太阳电池子阵固定接入，其容量应为一年中光照最好的一天中午一段时间内，该

子阵所发出的电量恰能满足通信负荷要求，而不使蓄电池过充电。该子阵的容量可按下

式计算 

( )
( )[ ]mPz

CbP
g NttV

FVNVIV
P

12

10

−+
+

=
αη

                          (2) 

式中： gP  – 固定接入的太阳电池子阵总容量(W)； 

pV – 一个太阳电池组件在标准测试条例上取得的工作点电压(V)； 

I – 负荷电流(A)； 

0V – 每只蓄电池浮充电压(V)； 

bN – 每组蓄电池只数； 

V1 –串入太阳电池至蓄电池供电回路中的元器件和导线在浮充供电时引起的

压降(V)； 

zη – 根据当地平均中午日照时数折合成标准测试条件下光照时数所取的光强

校正系数，一般取 zη =0.95～2.50； 

α – 一个太阳电池组件中单体太阳电池的电压温度系数，其值为-0.002 V/℃～

-0.002 2V/℃； 

t2 – 太阳电池组件工作温度(℃)； 

t1 – 太阳电池标准测试温度(℃)； 

mN  – 一个太阳电池组件中单体太阳电池串联只数。 

太阳电池方阵总组件数，除去固定接入的子阵组件数，其余的组件可根据调压级数

和日光照曲线进行分组，便依次接入的子阵数等于调压级数，而依次接入的子阵容量由

小到大不等，以保持供电电压变化不大。例如：分三级调压的太阳电池方阵，假如除去

固定接入的子阵容量后尚余 1800W，则可根据日照变化曲线，将其按 1：3：5 分组，使

首先接入的子阵为 200W，其次接入的子阵为 600W，最后接入的子阵为 1000W。太阳电池

子阵的切除，则按由大到小的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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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名词解释 

D.0.1 综合通信局(站) 

指具有多种通信专业的局(站),一般地、市县局都属于这种局（站）。 

D.0.2 近期和远期 

考虑工程建设规模需要对负荷进行经济合理的划分。本期工程建成投产后的 5 年内

为近期；本期工程建成投产后的 15～20 年为远期。 

D.0.3 集中供电与分散供电 

集中供电是指全局只设一个通信电源供电中心（如电力室，电池室），所有通信设

备都由该供电中心的电源供电。 

分散供电是指全局分设多个通信电源供电点，每个供电点对邻近的通信设备提供独

立的供电电源。 

D.0.4 通信协议 

通信协议是指监控系统实施中包括传输手段、传输速率、传输方式、程序编排、字

符含义等内容的技术协议。 

D.0.5 稳定可靠的电源 

稳定可靠的电源指交流的供电电压和频率一般符合国家标准，其电压偏移幅度至少

应能符合通信电源设备对市电的要求，并保证昼夜连续供电的电源。 

D.0.6 独立电源 

独立电源一般指在运行中不受其他电源故障或停电影响的电源。在本规范中主要指

发电厂（站）和由两个以上发电厂（站）组成环形电力网上的变电站（所）。 

上述同一个发电厂（站）或变电站（所）中的不同母线级，同时具备下列两个条件

的，也应作为独立电源。 

1.每段母线的的电源来自不同的发电机或不同的变压器； 

2.母线之间无联络，或虽有联络但在一段发生故障时，能自动将其联络断开而并不

影响另一段母线的继续供电。 

D.0.7 引入供电线 

引入供电线一般指符合下列供电方式引入的配电线路。 

1.直接从发电厂（站）或变电站（所）的出线处引入的电缆专线或架空专线线路。 

2.从发电厂（站）或变电站（所）的输电线路上直接引入的电缆线路或架空线路。  

3.从环形电力网上直接引入的电缆线路或架空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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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8 保证空调 

保证空调是指维持对温湿度有较高要求的通信机房内的温湿度必须的空调。 

D.0.9 保证照明 

保证照明是指保证通信设备维护工作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照明。 

D.0.10 净宽 

净宽一般指设备与设备或设备与墙面的最大突出部分之间的水平间距。例如：当墙

壁上或靠墙有设备（墙式盘、暖气散热片、窗台板等）设置时，应从这些设备的最突出

部分算起。 

D.0.11 低电压二级切断 

低电压二级切断功能是近几年在移动通信基站组合电源广泛使用的技术，是鉴于移

动通信传输网络结构的特殊性而采取的保障网络运行安全的措施，即当市电停电蓄电池

放电过程中，当蓄电池电压达到某一数值后，自动切断基站无线负荷（一级切断），蓄

电池优先供应传输负荷，当蓄电池电压达到终止电压时切断所有负荷（二级切断），保

护蓄电池。 

 

 

 



 

 i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设计规范 
 

 

Code for Design of Telecommunications Power Supply 

Equipment Installation 
 

 

 

 

条 文 说 明 

 

 

 

YD xxxx-xxxx 
 

 

 

 

 

 

 

 

 

 



 

 ii

目  次 

 

1.总则 ..................................................26 

3.供电系统 ..............................................27 

3.1 交流供电系统.................................................27 

3.3 防雷接地系统.................................................27 

3.4 监控系统 .....................................................28 

4.设备配置 ..............................................29 

4.1 设备配置原则.................................................29 

4.2 电源设备配置.................................................31 

5.导线选择及布放 ........................................34 

6.机房及设备布置 ........................................36 

 

 

 

 

 

 

 

 

 



 

 26

1.总则 

1.0.4  设计中应采用经国家相关机构认证及通信产品泰尔认证（TLC）的设备和成熟的

技术，积极利用新能源、采用新技术，努力实现集中监控管理，逐步达到少人值守，直

至无人值守。 

将原规范中“设计中应采用经质量认证的设备和成熟的技术”改为“设计中应采用

经国家相关机构认证及获得通信产品泰尔认证（TLC）认证的设备和成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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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电系统 

3.1 交流供电系统 

3.1.2  局（站）变压器容量为 630kVA 及以上的应设高压配电装置。设有备用市电电源

自动投入装置的两路市电引入的供电系统，其变压器在 630kVA 及以上时，市电自动投入

装置应设在高压侧；其变压器容量在 630kVA 以下时，市电自动投入装置可设在低压侧。

低压市电间切换、市电与油机之间的切换应采用具有电气和机械联锁的切换开关。 

在原条后增加一句“低压市电间切换、市电与油机之间的切换应采用具有电气和机

械联锁的切换开关。”补充对交流低压切换的要求。 

3.1.3 将原规范的“安装无功功率补偿装置”,修改为“安装无功功率自动补偿装置” 

增加“自动”二字，设计人员在系统设计时应按自动补偿装置设计。 

3.1.5 将可采用逆变器供电系统供电的通信负荷容量限制在小于 10KVA，对于大于 10KVA

的负荷不建议采用逆变器供电。 

3.1.6 自动运行的变配电系统应具备手动操作功能。 

增加本条是为了提高自动化运行变配电系统的供电可靠性。 

                     3.3 防雷接地系统 

3.3.1 新建局（站）应采用联合接地。配线方式采用 TN-S 方式。对于采用低压引入 

租用机房的移动通信基站为 TT 接地系统时，交流输入总开关应带漏电保护装置。 

目前由于机房条件的限制移动通信基站多为 TT 接地系统，为防止相地短路时人身安 

全，要求机房总输入交流开关带漏电保护装置。 

3.3.2  防雷接地系统的设计应按信息产业部行业标准《通信局（站）防雷接地设计规范》。

与本规范同时修订的《通信局（站）防雷接地设计规范》对通信局站的接地要求规定的

比较全面，接地系统设计时可参照此规范。 

表 3.3.3    各类通信局（站）联合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 

接地电阻值 

(Ω) 

适用范围 依   据 

<1 综合楼、国际电信局、汇接局、万门以上程控交换局、2000

路以上长话局 

<3 2000 门以上 1 万门以下的程控交换局、 

2000 路以下长话局 

YD/T 1051-2000《通信

局（站）电源总技术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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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0 门以下程控交换局、光缆端站、载波增音站、地球站、

微波枢纽站、移动通信基站。 

<10 微波中继站、光缆中继站、小型地球站 

<20(注) 微波无源中继站 

<10 适用于大地电阻率小于 100Ω·m，电力电缆与架空电力线

接口处防雷接地。 

<15 适用于大地电阻率为 101Ω·m～500Ω·m，电力电缆与架

空电力线接口处防雷接地。 

<20 适用于大地电阻率为 501Ω·m～1000Ω·m，电力电缆与架

空电力线接口处防雷接地。 

注:当土壤电阻率太高,难以达到 20Ω 时,可放宽到 30Ω。 

该表中的依据改为通信局（站）电源总技术要求 YD/T1051-2000，避免杂乱。 

                     3.4 监控系统 

 3.4.1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监控设计应按信息产业部行业标准《通信局（站）电源、

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要求进行设计。 

3.4.2  监控系统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再扩容性。 

 补充本节是为了使设计人员明确做监控系统设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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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配置 

                       4.1 设备配置原则 

4.1.1 通信电源设备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4. 市电电压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采用调压设备。 

1)通信设备由市电直接供电时，其供电电压偏移超出额定电压值的 +5%～-10%或超

出通信设备允许电压变动范围； 

2)通信设备非直接由市电供电时，市电电压偏移值超出额定电压值的+10%～-15%或

超出直流电源设备允许交流输入的电压变动范围。 

3)超出机房空调设备允许电压变动范围时。 

机房空调保证供电同样重要。 

4.1.2 本期工程配置电源设备容量满足期限应按下列条件分别确定。 

3. 组合电源 

组合电源整流模块数可按近期负荷配置，但满架容量应考虑远期负荷发展，单独建

立的移动通信基站组合电源应具备低电压两级切断功能。 

增加移动通信基站组合电源低电压两级切断功能可以更好的保证网络运行的安全。 

4. 蓄电池组 

蓄电池组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配置，适当考虑远期发展容量。 

5. 发电设备 

1)市电供电为一、二类的局（站），远期发展负荷大时，可按满足近期负荷并考

虑一定的发展负荷需要配置。 

2)市电供电为三类的局（站），宜按近期负荷配置。 

以上市电类别的局（站）远期发展负荷不大时，宜按远期负荷配置。 

3)市电供电为四类的局（站），应按近期负荷配置。 

4)固定使用的发电设备一般选用柴油发电机组，对于单机容量超过 1600KW 的局

（站）宜采用燃气轮发电机组；车载发电机组容量在 800KW 及以上的宜选用燃气轮发电

机组。容量小于 10KW 的机动发电机组可选用便携式汽油发电机组。 

增加本款，考虑对于大容量机组燃气轮发电机组因其重量轻、发电质量好可以作为

大型局（站）固定使用的备用发电电源，对于便携式汽油发电机组因其重量轻、体积小

可以作为无人值守站移动备用发电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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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阳电池 

1)与市电相结合的混合供电方式电源系统中的太阳电池，当远期发展负荷不大时，

应按分担的远期负荷配置；远期负荷发展大时，可按满足分担的近期负荷并考虑一定的

发展负荷需要配置。 

2)单独使用太阳电池与蓄电池构成的电源系统中，太阳电池的容量配置除按照上

述原则承担全部负荷配置以外，尚应考虑蓄电池充电的需要。 

7. 变电设备 

1)当高压市电电压偏移值超出额定电压的±7%，宜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对于高压电压变化范围较大时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比较合适。 

2)专用变压器（包括有载调压变压器）的容量应按满足近期负荷并考虑一定的发

展负荷需要配置，并使经常运行负荷不宜小于其额定容量的 50%。 

3)季节性负荷变化较大时，宜设置 2 台或多台变压器，其中一台承担季节性负荷，

其余应能承担长期性负荷。 

4)地市级以上通信局（站）变压器应采用不少于 2 台的配置，在其中 1 台变压器

故障时，其余的变压器可满足保证负荷用电。 

通信局（站）配置 1 台变压器会造成供电瓶颈问题，作上述规定可以增加系统供电

可靠性。 

5)室内安装的变压器应采用干式变压器，变压器与配电设备同室安装时应配置防

护罩。 

从消防及人身防护安全考虑，增加本条。 

8、调压设备 

调压器或稳压器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并考虑一定发展负荷的需要配置。稳压器的容

量不宜超过 200KVA，若超过时可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大型稳压器故障率高且维护繁琐，不建议采用。 

9、补偿设备 

补偿电容器柜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配置并考虑一定发展，应配置自动补偿装置。补

偿电容器柜应配置一定比例的电抗器。 

配置一定比例的电抗器有助于防止系统振荡及消除一定频率的谐波。 

10．滤波设备 

当交流供电系统内总谐波电流含量（THD）大于 10％时应配置滤波器，宜采用有源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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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器。 

由于近年来 UPS 负荷越来越大，由此引起的系统谐波越来越大，谐波会导致设备发

热量增加及发电机组振荡，系统谐波治理应纳入通信电源设计考虑的范围。 

 

4.2 电源设备配置 

4.2.2 每台自备发电机组的容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3.对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UPS）供电的自备发电机组，核定 UPS 需要发电机组保证

的功率时应根据其输入电流谐波含量的大小确定，当输入电流谐波含量在 5%～15%时，

其需要的发电机组保证功率按 UPS 容量的 1.5～2 倍计算。 

考虑 UPS 非线形负载对发电机组的影响，给出 UPS 负荷的计算方法。 

6.若一个城市内交换局多于 3 个且每局发电机组为单台配置时，应增配车载发电机

组，其功率根据保证负荷最大的局确定，同时考虑一定的余量。 

为增加一个城市内多个单台机组配置的交换局的可靠性考虑增加此款。 

4.2.3  直流系统的蓄电池一般设置两组并联。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UPS）的蓄电池组

一般只设一组。蓄电池最多的并联组数不要超过 4 组，不同厂家、不同容量、不同型号

的蓄电池组严禁并联使用。不同时期的蓄电池并联使用时其投产使用年限相差应不大于

2 年。 

补充上条为了避免在电源扩容设计中设计人员常犯的错误。 

4.2.4 蓄电池总容量应按表 4.2.1 的规定配置。铅酸蓄电池的总容量应按下式计算： 

 

Q≥
25)]−(+[1 t

KIT
αη

                                  (4.2.4) 

 

式中：Q—蓄电池容量（Ah） 

K—安全系数，取 1.25 

I—负荷电流(A) 

T—放电小时数(h),见表 4.2.1 

η —放电容量系数,见表 4.2.4 

t—实际电池所在地最低环境温度数值。所在地有采暖设备时，按 15℃考虑，

无采暖设备时，按 5℃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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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电池温度系数（1/℃），当放电小时率≥10 时，取α =0.006；当 10>放

电小时率≥1 时,取α =0.008；当放电小时率<1 时,取α =0.01 

  

表 4.2.4            铅酸蓄电池放电容量系数（η）表 

电池放电小时数 

（h） 
0.5 1 2 3 4 6 8 10 ≥20

放电终止电压 

（v） 
1.65 1.70 1.75 1.70 1.75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

1.85

防酸 

电池 
0.38 0.35 0.30 0.53 0.50 0.40 0.61 0.75 0.79 0.88 0.94 1.00 1.00

放电容

量系统 阀控 

电池 
0.48 0.45 0.40 0.58 0.55 0.45 0.61 0.75 0.79 0.88 0.94 1.00 1.00

4.2.5  UPS 电池的总容量，应按 UPS 功率数，采用恒功率方法（公式 4.2.5）估算出蓄

电池的放电电流 I，再根据公式 4.2.4 算出蓄电池的容量。 

I=
U

Sx
μ

8.0
                                  (4.2.5) 

式中：S—UPS 额定容量（KVA） 

I—蓄电池的计算放电电流(A) 

μ —逆变器的效率 

U—逆变器的标称输入电压（V） 

增加 4.2.5 条给出 UPS 蓄电池的计算方法，设计时可方便算出 UPS 需配置的蓄电池

的容量。 

 

表 4.2.1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和蓄电池组放电小时数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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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电

类别

局站

类别配置台数及

放电小时数

项目

电 信

枢 纽

①

中小
型综
合通

信局

大容
量市

话局

市话

局

光缆
有人

站

光缆无

人站③

微波
有人

站

微 波

无 人

站③

移动
交换

局

移动通

信基站
卫星
通信
地球

站

无
线
电

台

邮件
处理

中心

一类

市电

二类

市电

三类

市电

四
类
市

电

1

2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自备发电机组台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电池组总放电小时数

1

1

2

-

1～2

2～3

1～2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2

1～2

1～2

1～2

2～3 2～3 2～3

2～1 2～1

6～8

8～10

20～24 20～24

8～10

1～3

3～4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1

-
-

-

-

-
-
-

④

⑤

⑤

-

-
-

-

-

-

-

-
-
-

-

-

-
-

-

-
-
-

-
-

3

6～8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3

无线

设备

传输

设备

-
-
-
12

20

-

-
20

-

20

 注：  

① 包含大型综合通信局。 

② 无人通信站的电池放电小时数应根据以下因素考虑确定。 

A.使用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组的站： 

(a) 接到故障信号后应有一定的准备时间（一般不超过 1h） 

(b) 从维护点到无人站的行程时间（按正常汽车行驶速度计算）。 

(c) 故障排除时间（一般不超过 3h）. 

(d) 一般夜间不派技术人员检修（最长等待时间不超过 12h）。 

(e) 对配备具有延时起动性能的自备发电机组的局站，延时时间应保证电池放出

容量不超过 20%的储备容量。 

B. 使用太阳能供电的站，放电小时数按当地连续阴雨天数计算。 

③ 无人站采用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组时，每站 2 台；采用太阳电池等新能源时，可

视维护条件多站共用一台移动发电机组。 

④ 在三类市电时，山区的移动通信基站每 5 个站配置 1 台移动发电机，平原每 10

个站配置 1 台移动发电机，在电力资源供应紧张的地区可适当调整。 

⑤ 处于四类市电的基站至少每站应配置 1 台固定使用的自动化无人值守柴油发电

机组，另外每 5 个此种类型的站配置 1 台移动发电机。 

    增加移动通信基站的发电机组配置，可以更好的规范移动通信设计。 

删除原规范中的 4.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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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控整流器已经淘汰，取消本条关于相控整流器的配置。 

 

5.导线选择及布放 

5.0.1 高压柜出线、低压配电设备的交流进线导线截面宜按变压器容量计算；低压配电

屏的出线截面应按被供负荷的容量计算。 

5.0.2 自备发电机组的输出导线,应按其输出容量选择导线截面。 

5.0.3按满足电压要求选取直流放电回路的导线时,直流放电回路全程压降不应大于下列

值: 

1. 48V 电源为 3.2V； 

2. 24V 电源为 2.6V。 

5.0.4 采用电源馈线的规格，应符合下列要求： 

3. 油机输出、电力室的开关电源输入、UPS 设备的输入及输出交流线中性线应采用 

与相线相等截面的导线；其他交流中性线截面应不小于相线截面的一半。 

考虑油机输出、开关电源、UPS 设备输入谐波电流的影响，其输入中性线与相线采用 

等截面。 

4. 保护地线（PE）最小截面需满足下表的要求 

相线截面（mm2） PE 线截面（mm2） 

S≤16 S 

16≤S≤35 16 

S≥35 ≥S/2 

当相线截面大于 120mm2时，PE 线截面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K

tISP ≥  

式中 Sp-----PE 线的截面，mm2; 

     I-----流过接地装置的接地故障电流均方根值，A； 

     K-----计算系数，见下表。 

     t-----保护装置跳闸时间（适合 t≤5s） 

表 5.0.4             计算系数 K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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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的芯线绝缘为 绝缘电线，当绝缘为 导线材质 

聚氯乙稀 普通橡胶 乙丙橡胶 油浸纸 聚氯乙稀 普通橡胶 乙丙橡胶 

铜芯 114 131 142 107 143 166 176 

铝芯 76 87 95 71 95 110 116 

增补保护地线的选择计算方法。 

5.导线布置应按《高层民用建筑中一类防火设计标准》的规定执行。 

5.0.5 高压电缆和低压电缆在室外应不宜同沟敷设，同沟敷设时应分开两边敷设，二次

信号电缆与一次电缆同沟敷设时二次电缆需需采用屏蔽电缆。 

5.0.6 交流电缆与直流电缆在机房内不宜同架、同槽敷设，并行间距不小于 0.8m。交直

流电缆无法避免交叉敷设时应采取屏蔽措施。 

增补 5.0.5、5.0.6 两条，对机房内电力电缆的布放提出更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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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机房及设备布置 

6.0.1 通信电源各种机房的设置应按实际需要确定。各种机房的划分符合下列要求： 

1.压配电室：设置高压配电设备及直流操作电源。 

2.变压器室：设置变压器设备。 

3.低压配电室：设置低压配电设备。 

细化机房地划分。 

6.0.5 发电机室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4. 发电机组的排气管路不宜多于 2 个 90 度弯，当排气管路过长或 90 度弯头超过 2

个时排气管应加大截面积。 

5.发电机室根据环保要求采取消噪声措施时，应达到附录 CGB3096-93《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标准》的要求；机组由于消噪音工程所引起的功率损失应小于机组额定功率的 5%。 

鉴于近几年出现的发电机组安装不规范及消噪音工程引起的机组功率过度损失问题

而修改这两款。 

6.0.6 电力电池机房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由于经过西兰乌工程、海南工程实践证明，风力发电机在通信局（站）中的应用并 

不成功，存在诸多问题，本次规范修改删除了关于风力发电机相关内容，在以后的通信

局（站）电源设计中暂不考虑采用风力发电作为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