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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为进一步规范居住区充电设施电力接入管理，满足居住区充电设施供电要求，提升充电

设施供电服务水平，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编制本方案。

本方案适用于新建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及既有居住区充电桩配电网

络建设，主要包括低压出线回路至电能计量箱部分的供电网络设计内容，设计方案也对既有

小区充电桩接入改造工程进行了造价分析。

2 编制依据

GB 12325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 12326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避》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库设计防范规范》

GB 50149 《电气装置安装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流设备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575 《1kV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3 设计原则

3.1 总体原则

新建居住区固定车位应 100%具备充电基础设施直接接入条件，包括建设电力容量、低

压出线回路、配电分支箱、电缆通道、电缆、集中计量表箱等配套供电设施。既有居住区应

结合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和配电网络现状合理规划、分步实施。

3.2 标准化配置要求

按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原则，充电设施配套建设与接入改造应采用成熟先

进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优先选用小型化、免（少）维护、低损耗节能环保

的标准化配电网设备。

主要电气设备选择按照可用寿命期内综合优化原则：选择免检修、少维护的电气设备，

其应能满足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适用、环境友好的要求，设备应实现模块化，易扩展。

3.3 绝缘配合及过电压保护

3.3.1 电气设备的绝缘配合，参照 GB/T 50064《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

计规范》确定的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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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防雷设计应满足 GB 5005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的要求。

3.3.3 采用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进行过电压保护。采用 T1 级电涌保护器进行雷

电磁感应过电压保护。

3.3.4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应符合 GB 50065《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要求。采用

水平和垂直接地的混合接地网。接地体的截面和材料选择应考虑热稳定和腐蚀的要求。接地

电阻、跨步电压和接触电压应满足有关规程要求。具体工程中如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要求，则

需要采取降阻措施。

3.3.5 配电网的过电压保护和接地设计应符合 GB/T 50064《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

绝缘配合设计规范》、GB 50065《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的要求。

3.4 高海拔地区的选型原则

当海拔位于 1000m<H<3000m 时，采用高原型设备，仅对设备空气间隙及外绝缘水平进行

修正，典型设计接线方案与设备平面布置尺寸与海拔<1000m 时均相同。

当海拔位于 3000m<H<4000m 时，所有设备采用高原型设备，设备间隙及外绝缘水平按海

拔修正。

3.5 电缆的选择和敷设

电缆的选择和敷设应符合 GB 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的要求。

3.6 线路保护和通信

配电线路的保护应符合 GB 50054《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的要求。

充电设施配建区域应结合当地有序充电方案，配套提供相应通信条件。

3.7 消防要求

充电设施配建区域的消防设施应符合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汽

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T 51313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

4 主要设计内容

4.1 供电接线

（1）居住区充电设施以电能计量箱为供电单元，采用放射式接线，主接线示意图如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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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充电基础设施配电网络主接线

（2）低压配电区域可在计量表箱出线处划分为供电网络与充电网络，本方案设计内容

主要涉及供电网络部分，充电网络及充电桩本体部分应由充电桩安装方统筹建设。

4.2 电源容量及变压器选型

4.2.1 容量配置

（1）居住区居民充电桩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单个固定停车位充电桩额定电流不超

过 32A，配置容量计算方法见式（1），新建居住区应按固定车位 100%配置，既有小区改

造规模应结合小区充电桩报装情况及当地电动车渗透速度灵活配置。

（1）

其中：

-充电桩配置容量（kVA）；

-充电设施同时率，需根据实际情况选定，居民个人充电桩同时率可取 0.3，有序充

电桩可取 0.2，共享充电桩同可取 0.4；

-充电设施总功率（kW）；

-变压器负载率，根据相关规范，建议取值不大于 0.85；
-功率因数，根据规范要求，应达到 0.9以上，建议取 0.92；

-充电机工作效率，建议取 0.9；
（2）既有居住区进行充电基础设施改造时，充电桩负荷优先由居住区已建配电变压器

供电，新接入容量不应超过配电变压器可开放容量，可开放容量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A。
（3）新接入充电桩容量超过已建变压器可开放容量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低压配电

系统改造，主要包括新设独立变压器、增容改造等方式。

4.2.2 变压器选型

既有小区充电设施改造涉及新设独立配变、增容改造时，应考虑变压器选型，主要要求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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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压器应选用高效节能型产品，额定变比采用 10（10.5）kV±2×2.5%/0.4kV，接

线组别宜采用 Dyn11。
（2）独立户内配电室或箱式变压器内可采用油浸式变压器；大楼建筑物非独立式或地

下配电室应采用干式变压器。

（3）单台油浸式变压器容量不宜超过 630kVA，单台干式变压器容量不宜超过 800kVA；
630kVA及以下容量变压器阻抗电压取 4.5%，630kVA以上容量变压器阻抗电压取 6%。

（4）非独立式配电室，可考虑在变压器下面加装减震装置，变压器出线处加装软铜排，

以减少低频噪声。

（5）变压器应具备抗突发短路能力，能够通过突发短路试验。

4.3 电缆分支箱

低压电缆分支箱分为落地式低压电缆分支箱、挂墙式低压电缆分支箱两类。地下车库采

用挂墙式低压电缆分支箱，应均匀布置在每个防火分区；地上部分采用挂墙式低压电缆分支

箱或落地式低压电缆分支箱，应布置在邻近车位的公共墙面或绿化带等公共区域。

4.3.1 电气接线

低压电缆分支箱电气主接线采用单母线接线，一般采用 1进 4出型、1进 6出型。

4.3.2 设备选型

（1）低压电缆分支箱进线开关选用隔离开关，出线开关选用塑壳断路器。

（2）箱体外壳选用纤维增强型不饱和聚脂树脂材料(SMC)或不锈钢材料。

（3）户内型电缆分支箱防护等级不低于 IP33, 户外型电缆分支箱防护等级不低于 IP44。
（4）电缆分支箱进线开关框架电流一般采用 400A或 630A。
（5）电缆分支箱出线开关框架电流一般采用 160A或 250A。

4.4 电能计量箱及电能表

（1）电能计量箱应靠近充电桩负荷中心，低压线路首、末端应满足的《电能质量 供电

电压偏差》GB 12325、《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避》GB 12326的要求。

（2）对于居住区地上停车位，宜设置多表位集中计量箱，应布置在邻近车位的公共墙

面或绿化带等公共区域；对于居住区地下停车位，宜设置多表位集中计量箱或计量间，多表

位集中计量箱或计量间，应按照防火分区集中布置，不应跨越防火分区；对于独立或联排住

宅等房屋建筑，可设置单体计量箱。

（3）别墅或自建房屋安装个人充电桩，不得与居民生活用电的计量装置混用，应分别

设立两个产权分界点接入公用电网，并按照不同电价类别，单独安装电表。

（4）电能计量箱之间供电，可通过加装低压电缆分支箱方式连接，不允许在电能计量

箱之间串接。

（5）电能计量箱宜采用 12位型、9位型、6位型、4位型。

（6）箱体外壳选用纤维增强型不饱和聚脂树脂材料(SMC)。
（7）户外型电能计量箱应装设防雨和防阳光直射计量表计等防护措施，以减少表计的

故障发生，延长表计的使用年限。

（8）电能表可采取适当措施满足充电桩有序充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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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电力电缆选配

4.5.1 电缆选择原则

电力电缆的选用应满足负荷要求、热稳定校验、敷设条件、安装条件、对电缆本体的要

求、运输条件等。

电力电缆通常情况下采用阻燃铜芯线缆，交联聚乙烯绝缘，应具有挤塑外护套。

选择电缆截面，应在电缆额定载流量的基础上，考虑环境温度、并行敷设、热阻系数、

埋设深度以及户外架空敷设无遮阳时的日照影响等因素后选择。

4.5.2 电缆型号及使用范围

居住区供电网络线缆一般采用五芯电缆（充电网络一般用三芯电缆），常用电缆型号及

适用范围见表 4-5-1。
表 4-5-1 电缆型号、名称及其适用范围

型号 名称 适用范围

ZC-YJY23
阻燃 C级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乙烯护套电力电

缆
可在土壤直埋敷设，能承受机

械外力作用，但不能承受大的

拉力ZC-YJV22
阻燃 C级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

电缆

ZC-YJY 阻燃 C级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不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

ZC-YJV 阻燃 C级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电缆铠装、外护套不同敷设方式下的选择参照表 4-5-2。
表 4-5-2 电缆铠装、外护套选择

敷设方式 铠装/无铠装 外护套

桥架 无铠装 聚氯乙烯或聚乙烯

排管、电缆沟 铠装 聚氯乙烯或聚乙烯

4.5.3 电缆截面选择

（1）电缆截面配置原则

电缆导体截面的选择，应同时满足规划载流量和通过可能的最大短路电流时热稳定的

要求；连接回路在最大工作电流作用下的电压降，不得超过该回路允许值。采用单回路双

拼电缆时，两根电缆应等长，并采用相同材质、相同截面的导体。

（2）单根电缆供电容量计算方法

（2）

其中：

S=单根电缆供电容量；

∑Pn-供电范围内充电设施负荷（按单户容量配置标准计算出的配置容量）；

Kt-同时系数，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βb-变压器负载率，根据相关规范，建议采用 0.85；

Cosθ-功率因数，根据相关规范，建议采用 0.92；

η-使用效率，根据相关规范，建议采用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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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时系数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确定，需求系数参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

计与安装》18D705-2，变压器负载率按照 0.85，功率因数按照 0.92，使用效率按照 0.9。
（3）单根电缆截面的配置

在上述计算供电容量的基础上×1.2，作为选择电缆截面的供电容量；由以上供电容量计

算出电流值，再根据电流值选择电缆截面。

4.6 电缆通道

4.6.1 地上通道

（1）地上停车位充电设施电缆通道沿小区内道路建设，宜采用电缆排管敷设方式，也

可按照现场实际情况采用直埋或电缆沟敷设方式；

（2）地上敷设电缆进入地下车库时应设转角手井；

（3）穿越道路时应采取加固等保护措施，敷设上应避免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

（4）电缆路径上应设立明显标志，采用多种形式的标志标明下有电缆管道，标志应与

小区环境协调。

4.6.2 地下通道

（1）地下停车位充电设施电力电缆宜采用桥架的敷设方式，敷设方向一般平行或垂直

于车道。

（2）充电设施电力电缆宜独立建设桥架，当需与住宅电力电缆在同一管廊或桥架内敷

设时，须用防火隔板将充电设施电力电缆与住宅电力电缆分隔，且电力电缆转弯半径须符合

规范要求。

（3）地下桥架穿车库敷设至地面上时应做好防水措施。

（4）当充电桩位于人防范围内时，人防区桥架路由、进出人防区开洞位置以及充电桩

电表计量间位置，应由人防院最终确定。

4.7 充电区域线缆要求

计量表后的充电区域线缆通常情况下应采用阻燃铜芯线缆，电缆截面一般采用3x6mm²，
绝缘材料选用交联聚乙烯，应具有挤塑外护套。

充电区域线缆截面应同时满足载流量和通过可能的最大短路电流时热稳定的要求。

5 设计方案

5.1 地上方案

5.1.1 主要技术原则

（1）充电设施考虑为额定电流 32A/台交流充电桩；

（2）供电方式为低压柜出线--电缆分支箱--电能计量箱，采用电缆排管或直埋穿管安

装方式；

（3）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采用落地式或支架式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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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设备选型

常用电能计量箱设备选型见表 5-1-1。

表 5-1-1 电能计量箱设备选型表

序

号

充电桩额定电

流（A）

用电设备数

（个）

电能计量箱表位数

（只）

电能计量箱容量

（kW）

电能计量箱进

线电缆(mm²)
1

32

10~12 12 ≦84

4x35+1x16
2 7~9 9 ≦63

3 5~6 6 ≦42

4 1~4 4 ≦28

1 回低压主干线所接入电缆分支箱一般不超过 3 只，安装数量应按所需接入的电能计量

箱数量确定，工程设计中可参照表 5-1-2。

表 5-1-2 电缆分支箱设备选型表

单回出线

带分支箱

数量(只)

分支

箱接

线形

式

分

支

箱

规

格

配电室至分支箱
主分支箱至次级

分支箱

分支箱至

电表箱电

缆规格

计

量

箱

规

格

最

大

车

位

数

电缆规格
排管

孔数
电缆规格

排管

孔数

1 1 主

1 进

6 出

4x150+1x95 2 / / 4x35+1×16

12

表

位

72

2 1主1分
4x240+1x120/

2*4x150+1x95
4 4x150+1x95 2 4x35+1×16 132

3 1主2分 2*4x150+1x95 4 4x150+1x95 4 4x35+1×16 156

5.1.3 通道方案

充电设施地上电缆通道应与居住区道路规划及区内环境相适应，应根据规划及最终电缆

数量确定建设规模，应按终期规模一次建成。

充电设施地上电缆通道根据使用场所、地质状况采取合适的敷设方式，可采用电缆排管、

直埋穿管、电缆沟或直接接入等型式。

表 5-1-3 通道方案划分

编号 敷设方式 适用范围

L-1 电缆排管

电缆敷设L-2 直埋穿管

L-3 电缆沟

L-4 直接接入 架空线 T接

5.1.4 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安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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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方案划分

编号 安装方式

D-1 落地式

D-2 支架式

5.1.5 设计图

表 5-1-5 图纸清单

序号 图序号 图名

1 图 5-1-1 地上方案示意图

2 图 5-1-2 电缆排管示意图

3 图 5-1-3 电缆排管断面图

4 图 5-1-4 电缆沟示意图

5 图 5-1-5 电缆断面图

6 图 5-1-6 电缆直埋穿管示意图

7 图 5-1-7 电缆直埋穿管断面图

8 图 5-1-8 直接接入示意图

9 图 5-1-9 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落地式安装示意图

10 图 5-1-10 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支架式安装示意图

11 图 5-1-11 独立或联排住宅电能计量箱杆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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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面布置图

图 5-1-1 地上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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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道方案示意图

图 5-1-2 电缆排管示意图

图 5-1-3 电缆沟示意图

图 5-1-4 电缆直埋穿管示意图

图 5-1-5 电缆排管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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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电缆沟断面图

图 5-1-7 电缆直埋穿管断面图

图 5-1-8 直接接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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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能计量箱方案示意图

图 5-1-9 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落地式安装示意图

图 5-1-10 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支架式安装示意图 图 5-1-11 独立或联排住宅电能计量箱杆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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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地下方案

5.2.1 主要技术原则

（1）充电设施考虑为额定电流 32A/台交流充电桩。

（2）供电方式为低压柜出线--电缆分支箱--电能计量箱，采用电缆桥架安装方式。

（3）既有居住区地下车库计量箱宜采用壁挂式明装。

（4）地下车库内低压电缆分支箱及计量箱的安装应避开滞水、积水及墙体易渗漏水等

区域。

（5）低压电缆分支箱及计量箱的安装应满足现场设备通道的正常运输要求，外观、标

识应保持一致，与环境相协调。

（6）电缆及通道应符合防火防腐等规定；电缆桥架内所有金属构件应采取热镀锌防腐，

并可靠接地；电缆引至分支箱及计量箱的孔洞处、电缆管孔处均应实施阻火封堵；电缆终端

和电缆密集区应采取涂刷防火涂料等防火措施。

5.2.2 设备选型

表 5-2-1 电能计量箱设备选型及数量需求

序

号

充电桩额定电

流（A）

用电设备数

（个）

电能计量箱表

位数（个）

电能计量箱容

量（kW）

电能计量箱进线电

缆(mm²)
1

32

10~12 12 ≦84

4x35+1x162 7~9 9 ≦63

3 5~6 6 ≦42

4 1~4 4 ≦28

表 5-2-2 电缆分支箱设备选型及数量需求

单回

出线

带分

支箱

数量

分支

箱接

线形

式

分

支

箱

规

格

低压柜至分支箱
主分支箱至

次级分支箱 分支箱至

电表箱电

缆规格

计

量

箱

规

格

最

大

车

位

数

电缆规格
桥架

规格

电缆

规格

桥架

规格

1 1 主

1 进

6出

4x150+1x95 200x100 / / 4x35+1×16

12

表

位

72

2
1 主

1 分

4x240+1x120/

2*4x150+1x95
200x100 4x150+1x95 200x100 4x35+1×16 132

3
1 主

2 分
2*4x150+1x95 200x100 4x150+1x95 200x100 4x35+1×16 156

5.2.3 通道方案

充电设施地下电缆通道应与居住区地下车库规划及区内环境相适应，应根据规划及最终

电缆数量确定建设规模，应按终期规模一次建成。电缆通道根据使用场所采取合适的敷设方

式，宜采用电缆桥架接入型式。

5.2.4 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安装方案

地下车库设置的电缆分支箱及多表位集中计量箱，应按照防火分区集中布置，计量箱安

装地点应靠近车位，布置方式参考图 5-2-1~5-2-12。当防火分区中，设置多个防火单元时



14

（防火单元一般不超过 1000m
2
），宜按防火单元各设置 1 个电缆分支箱，设备布置参考图

5-2-10~5-2-12。电缆穿防火分区（单元）或楼板时应注意防火封堵，做法示意见图

5-2-15~5-2-17。

主要安装要求如下，

（1）在地下车场，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一般集中安装在公共墙面或通道，放置地

点不得影响汽车正常通行或设备运输；

（2）地下车库壁挂式明装计量箱下沿距所在地坪高度不宜小于 1.5m；

表 5-2-3 电缆分支箱及电能计量箱方案

编号 安装方式 安装场所

D-1

壁挂式

充电桩电表间

D-2 入户大厅公共区域

D-3 靠墙安装

5.2.5 设计图

表 5-2-4 图纸清单

序号 图序号 图名

1 图 5-2-1 地下方案示意图（一）

2 图 5-2-2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1-1）

3 图 5-2-3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1-2）

4 图 5-2-4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1-3）

5 图 5-2-5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1-4）

6 图 5-2-6 地下方案示意图（二）

7 图 5-2-7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2-1）

8 图 5-2-8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2-2）

9 图 5-2-9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2-3）

10 图 5-2-10 防火单元布置示意图（3-1）

11 图 5-2-11 防火单元布置示意图（3-2）

12 图 5-2-12 防火单元布置示意图（3-3）

13 图 5-2-13 桥架方案示意图

14 图 5-2-14 入户大厅公共区域靠墙安装示意图

15 图 5-2-15 电缆穿楼板孔防火板防火孔封堵图

16 图 5-2-16 电缆穿墙孔防火封堵图

17 图 5-2-17 电缆穿墙的防水做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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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方案示意图

图 5-2-1 地下方案示意图（一）



16
图 5-2-2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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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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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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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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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地下方案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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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7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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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8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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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9 防火分区布置示意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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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0 防火单元布置示意图（3-1） 图 5-2-11 防火单元布置示意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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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2 防火单元布置示意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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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道方案示意图

图 5-2-13 桥架方案示意图

（3）电能计量箱安装示意图

图 5-2-14 入户大厅公共区域靠墙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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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5 电缆穿楼板孔防火板防火孔封堵图

图 5-2-16 电缆穿墙孔防火封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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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7 电缆穿墙的防水做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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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造价测算

6.1 测算原则

由于不同地区各小区的小区布局、配电室位置、车位位置各不相同，小区设计工程量和

造价也是多样化，但是充电桩供电网络所用设备和材料类型是具有一致性，现利用设备和材

料选型的一致性，进行模块划分，采用模块单价测算的方式，并结合设计合理的工程量模拟，

计算出单个充电桩供电网络投资。

6.2 基本模块划分

按居住区供电网络投资构成，可划分道路施工、地上电缆通道、地下电缆通道、进线和

出线低压电力电缆、低压电缆分支箱、集中表箱，共6个模块。

表 6-2-1 基本模块释义表

序号 模块名称 模块定义 主要组材 型号、规格 单位

1 道路施工
因施工，确需将现有路面

拆除以及恢复原貌的费用

破路面、

恢复路面

本地区的常用设计

做法
平米

2 地上电缆通道
含排管材料费、施工费以

及工程中确需的其他费
内径 175mm 排管

2 孔 米

4 孔 米

3 地下电缆通道
含桥架材料费、施工费以

及工程中确需的其他费
电缆桥架 200x100 米

4
进线和出线低压

电力电缆

包含电缆材料费、施工费

以及工程中确需的其他费
低压电力电缆

4x240+1x120

（沿桥架敷设）
米

4x240+1x120

（沿排管敷设）
米

4x150+1x95

（沿桥架敷设）
米

4x150+1x95

（沿排管敷设）
米

4x70+1×35

（沿桥架敷设）
米

4x70+1×35

（沿排管敷设）
米

4x50+1x25

（沿桥架敷设）
米

4x50+1x25

（沿排管敷设）
米

4x35+1x16

（沿桥架敷设）
米

5 低压电缆分支箱
包含设备费、施工费以及

工程中确需的其他费
低压分支箱

壁挂式 只

落地式（含基础） 只

6 集中表箱
包含设备费、施工费以及

工程中确需的其他费
表箱

壁挂式 只

落地式（含基础）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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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测算依据

6.3.1基本模块造价计取依据

依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kV及以下配电网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和《20kV及以下

配电网工程预算定额》（2016年版），并结合近期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总站发布的调差文件

进行编制期价差调整。设备材料价格：依据近期不同省市的中标价格。

6.3.2地区造价差异系数计取

根据各地区同规模实际工程造价差异，综合测算差异系数,结果具体见表6-3-1。

表 6-3-1 地区造价差异系数表

地

区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冀

北

山

西

山

东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湖

北

湖

南

河

南

差

异

系

数

1.3 1 1 1 1 1 1.3 1 1.3 1.1 1.2 1.1 1 1

地

区

江

西

四

川

重

庆

辽

宁

吉

林

龙

江

蒙

东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西

藏

差

异

系

数

1 1 1 0.8 0.8 0.8 0.8 1 0.9 0.8 0.8 1.2 1.2

6.4 案例测算

以地上车位数量为84的小区为样本，地上充电桩按照100%比例进行测算，进行工程量模

拟，结果见表6-4-1。

表6-4-1 地上充电桩接入工程量清单

设备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低压分支箱 落地式（含基础） 只 2

电能计量箱 落地式（含基础） 只 7

破路面、恢复路面 混凝土路面 平米 257

内径 175mm 排管
2孔 米 120

4 孔 米 150

低压电力电缆
4x150+1x95 米 210

4x70+1×35 米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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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下车位数量为520的小区为样本，按照不同接入比例进行工程量模拟，测算结果如

6-4-2。

表6-4-2 地下充电桩接入不同比例工程量清单

设备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
单

位

新增地下充电桩接入比例

10% 20% 30% 40% 50% 70% 100%

低压分支箱 一进六出 只 6 6 9 9 6 8 12

电能计量箱 十二表位 只 10 13 17 22 26 31 47

电缆桥架 200x100 米 870 1040 1175 1305 1328 1508 1337

低压电力电缆

4x35+1x16 米 465 653 965 1183 1323 1376 370

4x50+1x25 米 288 56 0 56 0 95 0

4x70+1x35 米 0 312 288 198 149 93 0

4x150+1x95 米 0 0 0 68 139 203 802

4x240+1x120 米 0 0 0 0 0 34 105

依据测算得出的模块单价，模拟评估工程造价，测算结果见表6-4-3。

表6-4-3 充电桩接入不同比例造价测算结果

地下车位 地上车位

充电桩接

入比例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0%

充电桩接

入数量

（个）

54 105 156 209 263 313 368 418 470 522 84

总价

（万元）
35 47 55 64 69 73 82 88 95 110 58

单价

（万元）
0.66 0.45 0.35 0.3 0.26 0.24 0.23 0.22 0.22 0.21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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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1 地下车位新增充电桩接入不同比例时总投资情况

图 6-4-2 地下车位新增充电桩接入不同比例时单价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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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典型案例测算，地上车位充电桩配电网络改造工程投资结构参考见图6-4-3，地下

车位接入不同比例充电桩时，投资结构参考见图6-4-4。由于各地上小区破路破绿程度、通

道布置方式不同，可能投资构成比例较大。

图 6-4-3 地上车位充电桩接入投资结构

图 6-4-4 地下车位新增不同比例充电桩时投资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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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配电变压器可开放容量计算

既有配电变压器可开放容量参考公式如下：

其中：

-变压器可开放容量（kVA）；

-变压器最大负载率限值，根据相关规范，建议取值不大于 0.85；
-变压器容量（kVA）；

-历史运行最高负荷（kVA）；

-当前接入用户负荷总容量（kVA）；

-在途报装用户负荷总容量（kVA）；

-拟销户用户负荷总容量（kVA）；

-容量配置系数，建议取值不小于 0.6。
现有公用变压器可开放容量小于小区接入充电桩容量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低压

配电系统改造，主要包括增容改造、新设独立配电变压器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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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不同比例充电桩接入系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