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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OPEN3000 调控系统中提取专线用户负荷数据，对某地级市多个大型居住小区多年用电负荷进行了统计;

分析其最大负荷率、长时负荷水平、增长特性，进而与原供电方案中计算负荷的比例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 分析计算

负荷测算和变压器的选取是否适当，以期对电网规划、供电方案编制起到决策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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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ad data of special power line are extracted from the OPEN3000 control system，and power loads for many

years of several large residence communities in a prefecture － level city are collected for statistics． The maximum load factor，

long － time load level and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and then its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lculated load in

the original power supply schemeis compared． Finally，whether the calculation of load and the selection of transformer are

proper is analyzed，which may play a role in decision making for power grid planning and power supply scheme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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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供电公司对大型居住小区用电负荷增长

特性未有效开展跟踪分析。实际工作中，涉及到配

电网规划、大型居住小区供电方案制定时，往往以经

验来测算负荷、选择参数，缺乏实证检验。
文献［1］规定居住建筑用电 30 ～ 70 W/m2 ( 4 ～

16 kW/户) 、公共建筑用电 40 ～ 150 W/m2、工业建

筑用电 40 ～ 120 W/m2、仓储物流建筑 15 ～ 50 W/
m2、市政设施建筑 20 ～ 50 W/m2。文献［2］规定配

电变压器的长期工作负载率不宜大于 85%。文献

［3］规定一般客户的计算负荷宜等于变压器额定容

量的 70% ～75% ; 建筑面积在 50 m2 及以下住宅用

电每户容量宜不小于 4 kW; 大于 50 m2 的住宅用电

每户容量宜不小于 8 kW。
某供电公 司 在 供 电 方 案 中 测 算 小 区 负 荷 时

一般根 据 每 套 建 筑 面 积 大 小 50 m2、90 m2、144
m2 以下，分别取 4 kW、6 kW、8 kW，同时系数取

0 ． 3 ～ 0 ． 4 ; 商业按 60 W /m2、车库及设备房按 10
W /m2 测算，同时系数取 0 ． 7 ; 小区道路按装机计

算，同时系数取 0 ． 7 ; 消防、电梯等负荷按最大用

电需量进行测算。这样算出总计算负荷后，再根

据每栋 建 筑 的 计算负荷，按照单元选择标准变压

器; 变压器的容量一般为计算负荷的 75% ～ 80%。
由于同时系数选择的随意性较大、变压器容量选择

偏保守，所以在实际中，主要表现出新建小区变压器

配置偏大、配电网负载率低; 由于变压器多数安装在

地下车库内，在当前地下车位价格高涨的情况下，供

电公司与开发商的矛盾突出。
由于 OPEN3000 调控系统、SG186 营销系统能

储存多年运行数据，因此利用“大 数 据”方 法，从

OPEN3000 系统、SG186 系统中提取用户数据，对某

地级市多个大型居住小区多年用电负荷进行了统

计，分析其增长特性、最大负荷率，进而与原供电方

案中计算负荷的比例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考察计

算负荷选取是否适当，电网规划与配电网建设进度

如何与负荷增长相匹配，以期对电网规划、供电方案

批复起到决策参考作用。
选择了金山城、南亚小区、棕榈湾小区、世纪滨

江、长城大厦等专线用户，主要在于上述专线用户数

据全面、真实准确。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还收集了其

他专线用户，因数据量小、时间跨度短，而没有纳入

分析。对这些专线用户最大负荷与平均负荷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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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山城小区日最大负荷

况绘制年度曲线，从曲线的变化趋势中查找规律。
上述“平均负荷”指每日 96 点采样负荷的算术平均

值。由于数据量较大，在数据处理中，为便于观测，

对全年日数据按旬取最大值，起到平滑数据作用。

1 小区负荷增长趋势

1． 1 金山城小区日最大负荷

用户“金山城”小区 12 台配电变压器共 10 700
kVA，短期挂接天成小区临时施工用电 630 kVA; 共

3 495 户，2009 年年底投运。金山城小区日最大负

荷如图 1 所示。
1． 2 金山城小区秋季最大负荷

金山城小区秋季最大负荷如图 2 所示。

图 2 金山城小区秋季最大负荷

1． 3 小区负荷发展特点

同理，可以绘出南亚小区、棕榈湾小区、世纪滨

江、长城大厦等 4 个小区日最大负荷、秋季最大负荷

增长曲线，找出小区负荷发展特点:

1) 年最大负荷、平均负荷呈现逐年增长。
2) 6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为负荷较大月份，日最

大负荷波动较大，最大负荷一般出现在 8 月上、中

旬; 9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负荷呈现线性稳定增长;

12 月中旬开始负荷会有迅速抬升，并在 1 月下旬至

3 月中旬间出现不规则波动; 3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负

荷下降呈现线性稳定，增长不明显。秋季负荷呈现

线性稳定增长，与气温、节假日关系不大。
3) 长城大厦 2001 年投运，除 2008 年负荷较低

外，2009 年以后，长城大厦负荷稳定，不再有增长。

2 实际负荷与计算负荷关系

2． 1 年度最大负荷与计算负荷占比

统计各小区实际负荷与供电方案中计算负荷间

的比例关系，可以考察计算负荷选取是否适当，电网

规划与配网建设进度如何与负荷增长相匹配。
表 1 各小区年度最大负荷与计算负荷占比平均值

年度最大
负荷与计

算负荷
占比

投运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平均值 12． 78% 19． 69% 31． 06% 40． 69% 54． 37%

4 个小区的负荷增长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性，即

最大负荷与计算负荷相比，在投运后第一年达到约

20%，第二年 30%，第三年 40%，第四年接近 60%，

见图 3。

图 3 各小区年度最大负荷占比

长城大厦于 2001 年投运，仅收集到 2008 年及

以后数据，此时用户已运行 7 年，除 2008 年负荷较

低外，2009 年以后，长城大厦负荷稳定，不再有增

长。且长城大厦的最大负荷仅占计算负荷的 67%。

图 4 各小区秋季最大负荷环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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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为小区负荷达到计算负荷的 70% 即是

一个可信的上限。这是因为从秋季最大负荷的环比

增速看，负荷环比增长逐年下降，可以直观地看出负

荷增长潜力，间接地体现了入住率增长变化趋势，见

图 4。可以预见到第五年入住率完成，负荷不会有

大的增长。
表 2 各小区秋季负荷环比增长率平均值

秋季最大
负荷环比

增长率
投运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平均值 55． 59% 30． 64% 27． 68% 14． 73%

2． 2 秋季负荷与计算负荷占比

图 5 各小区秋季最大负荷占比

从秋季稳定负荷与计算负荷占比的情况，可以

直观地看出基础负荷增长及其与计算负荷间的比例

关系。目前看来第四年负荷占比接近 30%，这反映

了配电线路的长时负荷水平，见图 5。

3 结 论

1) 某市大型住宅小区 6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为负

荷较大月份，日最大负荷波动较大，最大负荷一般出

现在 8 月上、中旬; 9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负荷呈现

线性稳定增长; 1 月下旬至 3 月中旬间出现不规则

波动; 3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负荷下降呈现线性稳定，

增长不明显。

2) 某市大型住宅小区年最大负荷、平均负荷呈

现逐年增长。年最大负荷与计算负荷相比，在投运

后第一年达到约 20%，第二年 30%，第三年 40%，

第四年接近 60%。在第五年达到可信的最大负荷，

为计算负荷的 70%。小区配电线路的长时负荷水

平为计算负荷的 30%。

3) 某市在制定供电方案时，变压器容量的选择

一般为计算负荷的 1． 33 ～ 1． 25 倍 ( 1 /75% ) ～ ( 1 /

80% ) ，实际小区变压器整体容量选择的统计结果

为 1． 35 倍，因此总体装机规模偏大。

表 3 各小区装机与计算负荷比

小区
计算最大负荷

/kW
供电容量

kVA 装机 /计算负荷

南亚 1 900 4 160 2． 189
棕榈湾 1 564 2 880 1． 841
金山城 7 950 10 700 1． 346

金山一品 11 953 16 660 1． 394
世纪滨江 12 508 16 400 1． 311

4) 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完整的负荷数据，当

谈及某建成小区负荷时，基层技术员往往用装机数

量来替代，这是概念性替换。可以用装机的 52% 来

估计已建小区的最大负荷( 1 /1． 35 × 0． 7) 。
5) 长城大厦的负荷由 2008—2010 年的 60% 计

算负荷下降到 2011—2014 年的计算负荷 50%，这

可能与大厦底层商场的歇业有直接关系，也提示小

区中大体量的商场负荷对整体负荷有较大影响。对

大型城市综合体，例如北京华联、万达广场的负荷特

性需要持续跟踪，以掌握大体量的商场负荷特点及

其对大型城市综合体负荷影响情况。
6) 负荷数据主要来自 OPEN3000 系统，当用电

采集覆盖率达到 100%，采集成功率达到 99． 5% 以

上时，可以对小区的商业、住宅负荷进行更精确的分

类统计，以实现分类最优供电方案。
7) 居住建筑的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大小与建筑

性质、所处城市位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供电条件、
家庭能源消费构成、家庭收入与消费水平、气温降水

等条件相关，因此不能孤立地静态地考虑当地负荷

水平。上述确立的方法有助于跟踪统计分析当地负

荷实际水平，并与历史测算数据进行比较，以应用于

电网规划和新建小区的负荷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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