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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近千年建都史的北京，此刻，正在经历着城市

发展的深刻转型。

2017 年 9 月 13 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2035 年）》（以下称“总体规划”）正式批复，确

定了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提出建设国际一流的

和谐宜居之都战略目标。

新定位和新目标，为北京未来 20 年以及更长远时期

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

配电网要与城市未来的发展相适应，而北京“国际一流”

的城市发展目标，自然需要“世界一流”的城市配电网

来支撑。

北京未来的发展将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总体

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构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

新的城市空间结构布局。面对城市发展理念、空间布局、

发展方式等发生的变化，新北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首都

电网，新的首都电网怎样才能符合北京的定位、满足北

京城市发展的需要，着实是项需要大量投入的系统工程。

首都电网怎么建
“实际上，北京配电网近些年有非常显著的提升。”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运检部检修三处配电运维管理专工

王志勇介绍。2017 年，国网北京电力创新运检管理和技

术手段，强化运维质量提升和隐患排查治理，实现输变

配电设备故障率连续两年大幅下降，分别达到 41.2%、

36.4% 和 69.2%。城市区域配电自动化 100% 覆盖。2017

年成功应对了 2254 万千瓦历史最大负荷和 1954 万千瓦

冬季最大负荷考验。

然而，对照世界一流城市配电网的可靠性和供电质

量，北京电网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随着‘煤改电’

配套电网工程的推进，北京配电网供电可靠性也随之不

断提升，但要达到‘世界一流城市配电网’的标准，还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王志勇坦言。城市配电网如同人

体内遍布各处的毛细血管，支脉繁多且肌理复杂，除了

要解决网架结构这一基础问题外，配电网自动化水平、

配电网精益管理水平等技术手段，同样制约着配电网的

可靠程度。尤其在电动汽车、分布式能源、储能装置等

设施的大量接入，以及多样化的用电需求的出现，对于

配电网的安全性、经济性、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开放思维，运用先进理念，

不断探索首都电网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坚持安全、优质、

经济、绿色、高效的发展理念，以北京市新总规为遵循，

统筹推进各级电网协调发展，全面建成网架坚强、广泛

互联、高度智能、开放互动的坚强智能电网。”国网北

京电力发展策划部规划二处处长刘兆燕说。

《总体规划》对落地通州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

定位是这样描述的：“北京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

城市治理体系，有效治理大城市病 。北京城市副中心承

担着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历

史责任，要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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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现实中，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配电网

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进行规划建设的。

一张蓝图绘到底
按照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建成绿色城市、森林

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的示范区。为了给城市副中

心发展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国网北京电力以建成“世

界一流”配电网为目标，从网架结构、设备选型、综合

管廊电力舱、应急供电、智能监控等方面着手，将城市

副中心配电网打造成国际高端智能配电网示范区。

在配电网网架方面，结合架空线入地工程，城市副

中心核心区配电主干网电缆化率达到 100%，配套建设 3

座 110 千伏变电站、8 座开关站、23 座配电室，形成“双

环网合环运行带联络”的网架结构，形象比喻为“双花

瓣”接线。“对比新加坡、巴黎配网接线，通州‘双花瓣’

接线方式采用双环网合环运行带环间、站间联络，经测

算通州‘双花瓣’网架结构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99% 以

上，年均停电时间低于 28 秒，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

京通州供电公司安全总监马文营介绍。

配网主设备选型方面，核心区配电网全部采用技术

先进成熟、绿色环保的一二次设备，可实现运行可靠、

免维护的目标。核心区内总长 12 公里的综合管廊内设独

立电力舱，重要用户 10 千伏外电源采用不同路径多方向

敷设，且可满足主配网中远期电缆敷设需求。

智能运维方面，全方位配置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

巡检车及测控终端，实现智能监测全电压等级覆盖，构

建起综合管廊智能监测系统。同时，融合应用“大云物移”

和自动化技术，采用国内首套“一体双核”配电自动化

主站，应用“互联网 +”信息技术，实现配电网“一键穿透、

全息管控、云端一体”集约化运行监控和运维管理模式。

应急系统方面，在配置柴油发电机、UPS 等常规应

急装置基础上，用户侧配置 SSTS 快速切换装置，配备

移动飞轮车，同步建设城市电力应急保障中心，保障供

电“零闪动”。

城市副中心 155 平方公里内，构建以行政办公、商

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绿色服务为核心的功能

体系的城市规划正日渐清晰，与之相适应的世界一流配

电网建设也正同步开展。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曾强调，打造城市副中心不能局

限于 155 平方公里范围，要带动通州全境 906 平方公里

的发展。“在 10 千伏电网层面，北京城市副中心区域内

将按照 A+ 类供电区域标准，采用网格化接线、双环网

结构，建设国际高端智能配电网示范区；在通州其他区

域将按照 A 类供电区域标准，采用电缆双环网，架空多

分段、多联络接线，建设首都国际一流智能配电网。”

通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电网规划管理专工刘学介绍。

将视线从通州扩展至北京全市，按照《国网北京市

电力公司世界一流城市配电网建设 2018 年行动计划》，

2020 年，北京将建成具备“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安全

可靠、智能高效”特征的“世界一流城市配电网”。供

电可靠性、经济运行水平、电能质量、资产利用效率、

清洁能源消纳能力等核心要素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城市

核心区供电可靠性不小于 99.9995%，城市区域范围供

电可靠性不小于 99.995%，城郊区域供电可靠性不小于

99.90%。那时，“世界一流城市配电网”即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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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综合管廊电力舱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