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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江苏省苏州市被国家电网公司确立为

世界一流配电网十个试点城市之一。一年来，国网江苏

苏州供电公司开拓奋进，世界一流配电网建设渐入佳境，

成果初显——

落实单元制规划思路，配电网架更加优化完善，目

前已完成 96 个分区、2580 个供电单元方案的编制，并

建成 112 个供电单元，区域内形成了“结构清晰、布局

合理”的中压配电网；

加快电力管线入廊进度和管理，“空中蜘蛛网”和“马

路拉链”逐渐消除的同时，供电可靠率进一步提高；

建成国内首个基于新型智能电表的主动配电抢修系

统，配网资产国际对标首个成果项目成功落地……

建设主动配网 助推能源变革
苏州是世界级强企的投资乐土，约 1/3 的全球 500

强企业在此落户。2017 年平均用电负荷与上海接近，但

其平均负荷密度比上海高 15%。随着转型升级的持续推

进，人工智能、高精电子等多条新兴、高成长性产业链

正在加快形成，对供电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从客观

上要求苏州加快推进国际能源变革发展典范城市建设，

而建设世界一流城市配电网成为推进能源变革发展的必

然选择。

早在2012年，国网江苏苏州供电公司就试点启动“一

流配电网”建设。针对配网规模日趋增大带来的网架不清、

线路绕供、联络无序现象较多而导致的线路管理难、故

障点查找难、抢修服务满意率低等问题，苏州供电公司

于 2013 年 10 月启动配电网架单元制规划工作，编制了

全市 2014 ～ 2016 年目标网架规划和 2030 ～ 2035 年远

景宏观规划并推进落实；2016年，又完成了以“深化提升”

为目标的第二轮滚动修编，细化形成了各单元格的标准

网架接线。

2016 年 12 月，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与苏州市政府

签署《苏州国际能源变革发展典范城市智能电网项目合

作协议》，共同探索能源变革之道，加快建设以电为中心、

电网为平台的现代能源保障体系。苏州国际能源变革典

范城市智能电网规划建设序幕由此拉开，苏州供电公司

试点开展的“一流配电网”建设上升为“世界一流配电网”

建设。

在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智能电网示范区主动配电网综

合示范工程期间，苏州供电公司针对核心商业区、精密

电子加工区等地高电能质量需求特点，采用集中式与分

布式补偿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电网侧电压质量。今年 1

月 18 日，国内首套 20 千伏配电网集中—分布补偿静止

型无功发生器在苏州工业园区110千伏星华变电站投运，

预计该站供电区域内综合电压合格率将由 99.99% 提升至

99.999%，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对高质量电能的需求。

案例

助推苏州能源变革发展
文 / 本刊记者 沈伟民  通讯员 李维

特别策划  Special Report



国家电网 31

据悉，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第一批主动配电网示范项

目和苏州建设世界一流配电网工作重点，苏州主动配电

网综合示范工程将通过更多“首台”“首套”科技成果

转化，实现高比例分布式能源灵活消纳、高品质电能智

能配置、网源荷储协调控制，并探索配网直流供电新模式，

使供电可靠率最终达到六个“9”, 满足客户对电能质量

的高要求，支撑苏州国际能源变革发展典范城市建设。

加快管线入廊 助建园林城市
苏州是国家园林城市，是全国百个历史文化名城中

唯一要求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的城市。为此，苏州的世界

一流配电网建设不仅要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又要和古

城风貌友好和谐。

苏州供电公司积极参与全国首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

城市建设，加快电力管线入廊进度，在消除“空中蜘蛛网”

和“马路拉链”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供电可靠率。

苏州供电公司开展苏州市电力电缆及通道的基础数

据采集和维护工作，通过对电力电缆及其管孔等地下通

道状况的精准测绘和三维空间信息系统的实时维护，为

综合管廊规划建设提供数据支撑。他们还积极参与项目

规划和设计方案评审，将电网发展规划和电力行业标准

落实到管廊规划设计之中，做到电网发展与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精准对接、协同并进。对于已经建成的地下综合

管廊，积极对接产权单位，一方面确保新建管线全部入廊，

另一方面结合电网建设改造，将邻近区域的原有电力管

线逐步入廊。

配电电缆入地后，加强其运检管理、确保其安全可

靠运行也是世界一流配电网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苏

州供电公司探索物联网技术在地下电缆运检管理业务中

的应用，应用多种技术组合实现了故障、异常状态的精

准定位，构建了配电电缆及通道智能运检体系，有力支

撑了全面设备状态管控和资源实时配置。

“您施工所在地南侧 1.91 米处就是电缆通道，请务

必做好保护措施。”2 月 10 日，苏州供电公司电缆管理

员陆文斌在华衍水务公司申报的开挖现场，利用“云平台”

手持终端向其进行技术交底，这能有效避免市政工程施

工对地下电缆的误伤；即使出现故障，探测定位时间也

可缩短 80% 以上。

开展国际对标 满足更高需求
根据世界一流城市配电网指标体系，苏州供电公司

从“技术装备、安全质量、运行绩效”三个维度出发，

梳理用户供电可靠率等共 44 项指标，开展指标差异化分

析，并以 2020 年所有 44 项指标全部达到一流区间为总

体目标，专门制订了 2018 ～ 2020 年分年度目标分解表。

2017 年苏州供电公司借鉴澳洲 Jemena 公司智能电

表的“LastGasp”功能理念，实施配网资产国际对标项目，

并于年底在吴江同里建成了国内首个基于新型智能电表

的主动配电抢修系统。

1 月 10 日 10 点 49 分，同里镇北联村 4 组的王小秋

家中突然停电。此时，在 11 公里外的同里供电所值班人

员邹惠丰的电力抢修智能移动终端上，一条故障信息赫

然出现。他立即组织两名抢修人员驾车前往现场抢修。

不仅如此，不到 1 分钟，王小秋的手机上也收到了故障

及抢修信息。“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抢修人员就上门了。”

王小秋竖起了大拇指。经过现场判断处理，不到 10 分钟，

王小秋家就恢复了用电。

据介绍，以往的低压配电故障，只能从报修电话中

大致判断停电范围，经现场反复排查才能找到故障点。

有了主动配电抢修系统，可实现故障信息实时传送并精

准定位故障点，进而主动出击，快速完成抢修。据测算，

应用该系统后，北联村完成改造的区域内，电力故障报

修平均到达现场时间由原来的 30 分钟降至 15 分钟；通

过提前发现和消除有关故障，每年户均停电时间从 82 分

钟降至 55 分钟。

鉴于首个配网资产国际对标项目已成功落地，今年，

苏州供电公司将加大国际对标成果转化，使世界一流配

电网建设更具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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