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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体和商住楼低压配电柜的出线回路设计分析
 □  钟  易

[摘   要] 配电房低压出线回路的引出，需要兼顾产权和物权进行合理的规划，同时也需要兼顾物业管理的拆分和供电局计量的便
利。采用公用用电与住宅用电独立系统， 各区域都设有总配电箱，便于计量和管理；并根据负荷总类的不同，配电柜低压出线按负
荷大类以干线形式引出，可以有效减少配电柜的出线回路数，从而减少配电柜的面数。

[关键词] 配电房；低压配电出线回路数；低压配电系统；负荷大类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推进城镇化战略，在寸土
寸金的城市里，土地利用率最大化已成为各方考虑的关
键问题。一方面既要考虑人们对住宅的需求，另一方
面，也要考虑商贸、休闲、娱乐、服务、商业街等综合
起来多种业态的需求，满足购房者的多层次需求，让建
筑物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城市音符”，让城市成为人文
之城、现代之城。城市综合体和商住楼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成为各地建筑市场的主旋律。

城市综合体和商住楼的建筑体量巨大，动辄几十万
平米，甚至上百万平米。必然的，其供电负荷大而集
中，且电用负荷等级高；业态多样化，宾馆、餐饮、影
剧院、写字楼、百货商业等用电设备总类繁多，供电系
统必然多样化。使用者和物业为了方便管理，配电房低
压出线回路的引出，需要兼顾产权和物权进行合理的
规划，同时也需要兼顾物业管理的拆分和方便供电局
计量。采用公用用电与住宅用电独立系统，根据负荷种
类的不同各自以干线回路出线的方式供电，可提高效率
并简化设计，布局清晰的电气系统便于施工和物业管
理。本文以皇庭世家工程为例，分析低压配电出线回
路的设计。

1  工程建筑概况
皇庭世家（二期工程）位于广西玉林市，为新建

住宅小区，工程占地面积为5302.01m2，总建筑面积
为125203.26m2，其中地下建筑面积为25513.01m2，
住宅面积为99690.25m2。地下2层，地上1幢为商住
楼，2幢、3幢为住宅楼，地上最高32层，建筑高度为
98.7m。地下室主要为I类汽车库，停车位429辆；地上
为架空层和住宅，住宅总套数为534套。地下室设有两
层，地下负一层为停车场并局部设有设备房，地下室负

二层为停车场并局部设有战时人防区域；1幢商住楼地
下负一层为商场及小区文化活动中心，地上1至3层为商
场及小区文化活动中心， 3至29层为住宅；2幢、3幢住
宅楼地上一层为小区配套用房，2至32层为住宅。

防火设计的建筑分类为一类高层住宅建筑，耐火等
级为地上二级，地下一级。结构类型为地下框架剪力墙
结构，地上1幢住宅楼部分为框支剪力墙结构，2幢、3
幢为剪力墙结构。

2  工程电气供配电概况
该工程的低压变配电系统负荷分类和电源进线：

根据《民用建筑防火规范》进行负荷分类及容量计算，
工程为一类高层住宅楼，负荷等级最高为一级负荷[1]。
一级负荷包括消火栓泵、喷淋泵、普通电梯、防排烟
风机、生活变频水泵、应急疏散照明、潜水泵、消防
报警及联动设备、地下应急照明、住宅走道公共照明
等（P=607kW）； 三级负荷为商业用电、住宅照明用
电以及各类空调系统用电等（P=3515kW）。电源及进
线：工程供电电源为由市政引入一路10kV电源进线，
10kV电源由建设单位与供电部门协商解决，并自备柴油
发电机组作为应急备用电源；设计范围由市政10kV线路
接入工程子项之后配电部分。备用电源：工程选用1台
具有自投自切功能的柴油发电机组（P=660kW）作为
备用电源，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该机组可在15S内
自启投入运行[1]。变配电系统设置：变配电所、发电机
房位于地下二层。高压柜采用固定式环网柜，变压器采
用节能型干式变压器，低压柜采用抽出式开关柜，电缆
出入方式为下进下出。

 低压配电设3台变压器，其中设一户一表变压器2
台（2x800kVA，编号为TM2、TM3）负责住宅用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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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变压器的变配电所位于1#楼地下二层；另设客户专用
变压器1台（1x1600kVA，编号为TM1）负责商业和公共
用电，变压器位于3#住宅楼地下二层客户专用变配电房
内。3台变压的具体供电范围：TM1（1x1600kVA）供
地下层各类公共照明、各类动力设备、住宅公共照明、
住宅各类电梯风机等；TM2（1x800kVA）供1#楼，2#楼         
2层～25层住宅用电；TM3（1x800kVA）供3#楼，2#楼
26层～31层住宅用电。

3  工程低压配电系统分析
下面对这3台变压器的低压出线设计进行分析。
3.1  客户专变（TM1）低压配电系统回路分析
3.1.1  主电照明（注：标注的数字是回路数）

地下室应急照明总箱①，地下室公共照明总箱①，
1#～3#楼住宅应急照明总箱①，1#～3#楼住宅公共照明
①，小区消控室配电箱①，小区弱电机房配电箱①，地
下室公共设备变配电房①，地下室住宅一户一表变配电
房①，预留小区路灯①，1#楼商铺配电箱④，小区普通
用电配电总箱①。

3.1.2  主电动力（注：标注的数字是回路数）

地下二层消火栓泵电控柜①，地下二层喷淋泵电控
柜①，地下二层生活水泵配电箱①, 地下二层潜水泵总
配电箱①，地下二层送风机总配电箱①，地下二层中央
空调主机配电箱②，地下二层中央空调冷却水泵配电箱
②，1#楼空调机房总配电箱②，地上一层中央空调冷却
塔配电箱①，地下一层防火分区10层～14层消防动力
配电箱⑤，地下二层防火分区1层～6层消防动力配电箱
⑦，1#～3#楼消防动力配电箱③，地下二层人防电源
①，地上一层游泳池配电箱①。

3.1.3 备用电源回路（注：标注的数字是回路数）

地下室应急照明总箱①，1#～3#楼住宅应急照明总
箱进线①，1#～3#楼住宅公共照明总箱进线①，小区消
控室配电箱进线①，小区弱电机房配电箱进线①，地下
室公共设备变配电房进线①，地下室住宅一户一表变配
电房进线①，公共照明总箱地下室进线①，地下二层消
火栓泵电控柜进线①，地下二层喷淋泵电控柜进线①，
地下二层生活水泵配电箱进线①，地下二层潜水泵总配
电箱进线①，地下二层送风机总配电箱进线①，一期地
下室变配电房消防备用电源进线①，地下一层防火分
区10层～4层消防动力配电箱进线⑤，1#～3#楼普通电
梯、地下一层潜水泵总配电箱进线①，地下二层防火分区
1层～6层消防动力配电箱进线⑦，1#～3#楼消防动力配
电箱进线③。

3.2  一户一表（TM2、TM3）变低压配电系统回路
分析（注：标注的数字是回路数）

TM2、TM3两台变压器（母线平时分开，其中一台
故障时母线互联）共同供电给以下回路：

1#楼一单元4层～15层电表箱进线①，1#楼一单元
16层～27层电表箱进线①，1#楼四单元16层～27层电表
箱进线①，1#楼二单元16层～27电表箱进线①，1#楼二
单元16层～29层电表箱进线①，1#楼三单元16层～27层
电表箱进线①，1#楼三单元16层～29层电表箱进线①，
2#楼2层～7层电表箱进线①，2#楼8层～13层电表箱进
线①，2#楼14层～19层电表箱进线①，2#楼20层～25
层电表箱进线①，2#楼26层～31层电表箱进线①，3#楼
一单元2层～7层电表箱进线①，3#楼一单元8层～13层
电表箱进线①，3#楼一单元14层～19层电表箱进线①，
3#楼一单元20层～25层电表箱进线①，3#楼一单元26
层～32层电表箱进线①，3#楼二单元2层～7层电表箱进
线①，3#楼二单元8层～13层电表箱进线①，3#楼二单
元14层～19层电表箱进线①，3#楼二单元20层～25层电
表箱进线①，3#楼二单元26层～32层电表箱进线①。

由以上回路可以看出，变压器TM1负责工程的公
共用电包括应急照明、公共照明、消防动力。变压器
TM2、TM3负责住宅用电。住宅用电和非住宅用电由不
同的变压器以及不同配电线路供电，供电系统相互独
立，利于施工和维护，使用中出现故障时互不影响等
优点。

考虑商住楼用地寸土寸金，配电房面积有限，为了
有效控制配电房内的配电柜面数，低压配电柜出线不宜
过多、过细，配电柜出线应只引出干线，干线引出至设
在配电房内的总箱A（A总箱明敷在配电房的墙上），再
由A总箱放射式配电引出至1#～3#楼各单元的总箱B，由
单元总箱B树干式引到各自单元区域配电箱C，由C放射
式引至该单元各层负荷。总体来说，三级配电，干线树
干式、末端放射式配电。

以应急照明为例：项目的二期工程，应急电源从客
户专变（TM1）低压配电柜中引出主电（1WE102），备
电（1WD103），两回路双电源引到该配电房内的应急
配电总箱：-1ALE.Z2，由-1ALE.Z2放射式配电至1#～3#
单元总箱，详见图1。如1#楼的二单元总箱为1#AT.Y2，
再由1#AT.Y2配电箱树干式配电到楼上的3个应急照明集
中电源箱：5ALE2、14ALE2、23ALE2。5ALE2箱放射式
供电给负1层～10层应急照明灯用电；14ALE2箱放射式
供电给11层～19层应急照明灯用电；23ALE2箱放射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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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给20层～顶层应急照明灯用电，详见图2。
 3.3  工程案例低压配电柜出线回路设计的总结
该设计方式用电类别在低压配电总柜出线以主干方

式引出，便于不同类别用电记量（我国商业用电和居民
用电的电价不同），各功能区域设有配电总箱，便于每
个区域用电计量和管理（有些居民楼设有底商，底商也
属于商业用电）。低压配电不超过三级，且应急电源供
电自成系统并在末端切换[2]，符合《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规范》（GB 51348—2019）设计要求，该工程的消防动
力负荷设计采用了这种配电方式。空调、普通照明、普
通动力负荷没有末端切换要求，其配电方式参照这种配
电方式。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综合体和商住楼用电日益

多样化和复杂化，物业管理也更精细化，为了适应这种
变化，配电柜低压出线按负荷大类以干线形式引出，可
以有效减少配电柜的出线回路数，从而减少配电柜的面
数，节约了设备房用地面积；且相同类型的负荷供电集
中，不易遗漏，易于设计、施工和管理。负荷大类干线
分支到各栋或各区域的配电间，且可设置计量，便于物
管部门收费管理。低压配电设计思路简洁明了，供配电
系统易于设计，且方便后期物业进行管理，适用于城市
综合体和商住楼的电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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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应急照明总配电箱-1ALE.Z2系统图  图2  1幢2单元核心筒（负1层～10层）A型应急照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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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中全过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意义
 

□  王知玉

[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建筑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建筑工程管理全过程工程造价包括实现建筑工程精细化管理，进行成
本控制、编制预算，预测各个风险因素并提前预防，实现整个工程实施各环节风险可控，避免出现粗放式工程管理导致造价失控等
问题。科学有效地对施工设计、正式施工及竣工等全环节、全过程管控，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减少工程预算失控风险，节省资源，构
建节约型社会。                                                                                                                                                                                                                                                      

[关键词] 建筑工程；全过程造价；意义

1   引言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项

事业改革进入深水期，建筑行业也随之快速发展，建筑
企业面临着巨大机遇与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建筑工程
管理中造价管理的意义便是帮助建筑企业风险前置，合
理保证企业经济效益。因此，全过程造价控制可以帮助
企业对工程造价不合理、不匹配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合
理分析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各项建设成本，规划投入情
况，帮助建筑企业合理规避风险[1]。

2  全过程造价控制概念
建筑工程管理中，全过程造价控制是对整个建筑工

程过程的工程造价进行合理管控。这项工作要求工作人
员对整个工作环节了如指掌，同时各环节各部门之间造
价情况要紧密拉通，在既定总的工程造价基础上，每个
环节须对整体负责。各个环节均采用比较折中的方式，
审慎地对各环节进行合理造价，同时还需要满足所有环
节在拉通之后，总造价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使得整体
资源有效利用，尽可能避免资源浪费，并且需要保证企
业本身利润在正常水平，甚至通过全过程造价控制达到
提升企业利润的目的。

全过程造价的重点难点便是建筑工程本身的复杂
性，这导致了在全过程 造价情况下，任何一个环节或施
工单位出现造价不准确或严重失真，便会对整个造价环
节造成难以预估的影响，甚至会造成工程造价事故。例
如某一环节为了确保自身质量或者追求前期工程造价预
算充足性，在造价之初便将造价较实际需求提高，导致
其他环节预算空间大幅度减少，甚至因此出现预算不合
理现象。所以在工程造价之初，各环节各单位需要对整

体负责，在自身工程造价环节可预测范围内尽可能务求
准确，并且在全过程工程造价过程中进行严密的监督管
控措施，以保证真正意义上的全过程造价真实有效，实
现全过程工程造价目的[2]。

3  全过程造价控制意义
3.1  在工程决策实施时提供量化数据
通过全过程的造价控制，实现严谨的数据量化，进

而达到控制整体造价资金投入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应用
过程中，很多建筑企业实施这一阶段工作时，很容易忽
略全过程造价控制，导致建筑成本增加、后期预算追加
失去控制、企业利润降低，甚至是企业出现现金流断裂
等恶性情况发生。

在建筑工程管理中进行全过程的造价控制，可以将
整体工程造价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内，采用科学合理的
手段进行全过程造价控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实现数据
整体量化，可以使项目在工程决策时相对准确地分析出
该工程项目带给企业的收益情况，控制提升整体的工程
造价水平。通过整体分析量化数据，对不必要的建筑环
节支出进行合理优化，并对资金渴求度高但在预算支出
未能进行充分考虑的建筑环节进行及时追加项目预算，
实现资源的整体利用效果，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3.2  对全过程工程造价进行系统化完善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建立一套完整的全过程工程

造价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在项目决策阶段进行整体的数
据分析，控制成本更有利于建筑企业在各个环节进行成
本管控，如资源的合理利用、招投标的高效运行等。其
实，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体系就是一个建筑企业宏观调
控及对项目的整体掌控水平的集中体现，可以直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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