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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航站楼供电可靠性措施要点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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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场航站楼特别是大型机场终端，供配电的可靠性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略，否则会产生“短

板”的影响，导致整体供配电系统的可靠性不能达到要求。根据《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243-2011中对 I

类机场的航站楼负荷等级，以年客运量为指标划分，得到航站楼总用电量约为73000 kW，其中1-2级的占20%，

32.5%，28.5%，2-2级及2级以上的占81%机场在地方经济建设、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作业，毫无疑问，它的重要性

是不容忽视的。机场供电是机场各项保障工作的重点，因此它的场外供电和和场内供电系统的组成显得特别重

要。本文结合某机场发展建设中场外电源的配置、场内变电站主接线及相互间联络（互馈）方式的选择和应用，

对机场供电系统存在的问题及可靠性展开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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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rport terminal，especially large airport terminal，the reliability of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is a system project，

any link can not be ignored，otherwise it will have the "short board" impact，resulting i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verall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 terminal load grade of class I 
airport in JGJ243-2011，with the annual passenger volume as the index，the tot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the terminal 

is about 73000 kW，of which grade 1-2 is 20%，32.5%，28.5%，grade 2-2 and 2 above 81% of the airport in loc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s importance can not be ignored. The 

airport power supply is the focus of the airport security work，so its off-site power supply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n-site power supply system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reliability of the airport 
power supply system based on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power supply，the main connection of the substation and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utual connection（mutual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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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电可靠性必要性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附条文说明]GB51348-2019 中

3.2.1 规定：用电负荷应根据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及中断供

电所造成的损失或影响程度确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定为—级负荷： 

1）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害； 

2）中断供电将造成重大损失或重大影响； 

3）中断供电将影响重要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或造成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特别重要场所不允许中断供电的负荷应定为—级负荷

中的特别重要负荷。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定为二级负荷： 

1）中断供电将造成较大损失或较大影响； 

2）中断供电将影响较重要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或造成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 

不属于—级和二级的用电负荷应定为三级负荷。 

不同负荷等级对供电电源要求不同，一级负荷要求由双

重电源供电，其中当一路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路电源不应

同时受到损坏；对于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除应由双路

电源供电外，还应增设应急电源（如柴油发电机、电池或独

立于正常电源的专用馈电线路）；二级负荷宜由两路电源供

电。由此可知，我国对Ⅰ类大型机场航站楼的供电要求非常

高。 

2 供电可靠性的保障措施 

以某航站楼为例，该航站区的整体供电方案可参见图 2。 

 

图 2  某机场航站楼供电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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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站区新建 110kV 变电所 1 座，用于全航站区的变电

所、配电所，东工作区新建 110kV 变电所，用于二次变电

所。10kV 供电由航站区专用变电所供应给航站区内的每一

个用电户，每一个用电户都要建立一座 10kV 变电所，为其

内部的低电压用电负荷供电。其中，GTC、能源中心分别为

4 个中央变电站、1 个中央变电站。通过 110kV 专用变电站，

沿着南北向和南北向的一条综合通道，进入每栋楼的中央

10kV 变电所。 

2.1 市电电源 

按照国家规范的要求，对于一级用电用户，需要提供两

路市政电源，该航站区 110kV 专用变电站从上一级的 220kV

变电站引入两路 110kV 电源。两台电力供应来自两个方向

的 220kV 变电所。为保证一条线路出现故障，而另一条线

路则因线路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电缆敷设方式采

用了城市专用的电缆沟。 

2.2 变电站选址及供电方案 

新的 110kV 专用变电站应选择在接近电源侧的位置，

同时也要考虑到供电部门能够独立运行的需要。在变电所中

安装了 3 座 63MVA 的变电所，并充分考虑了第二和第三期

航站楼在航站区的预留冗余。变电站内设置 63MVA 容量的

3 台变电站，并充分考虑到二期、二期航站区预留的冗余度

要求。 

2.3 航站区线路敷设 

从 110kV 专用变电站引至航站楼、GTC（交通中心）各

中心变电站的 2 路 10kV 电源，都需要分别从南北综合管廊

引入，保证不同路由接驳，从而提升供电线路的可靠性。户

外 10kV 电缆干线铺设于综合管廊的电气箱内，电气箱与其

它线路互不干扰。沿航站区南、北两条公路自西向东贯穿至

机场 110kV 变电所，并与城市管道相连。在走廊中设置了

防火报警装置，并能对电缆进行温度监控。 

2.4 中心变电站配电架构 

2.4.1 高压供电系统 

为了节约投资，并在保证供电可靠性的前提下，以每路

10kV 电源线路的承载能力为依据，在终端大楼中一共设置

了 4 处中心变电站，并按照低压供电半径控制在 200~250m

的原则，设置了若干 10kV 分变电室。中央区、指廊区均设

有分变电室，10kV 供电均取自附近的主变线。中心变电所

的操作为单母线分段，并装设母连开关。在正常情况下，这

两个节点的母线是同时分列的，如果其中一个节点的电源出

现了故障，那么就可以用手/自动操作的联络开关，让另外

一个节点的电源负担所有的一级、二级负载。高压大修开关

在配电房内设置，并由中心变电所进行保护。 

2.4.2 低压配电系统 

（1）低压采用单母线分段运行，设置联络开关，每个

变压器的负荷比≤65%，如图 3 所示。 

 

图 3  典型低压配电系统示意图 

（2）在某一变压器发生故障或者某一母线发生停电时，

延迟启动连接开关，并且在低压电源母线上的非担保负载被

自动切断，以确保承载该负载的变压器能够正常工作。 

（3）为重要负荷及消防负荷设立专用的应急母线，应

急母线段配电箱与其它配电箱之间要有防火分隔，以避免其

它配电箱起火而影响应急母线的正常工作，同时，应急母线

段配电箱与柴油机供电相连，在两个电网同时断电时，保证

主要负载的正常工作。 

2.4.3 应急电源 

（1）柴油发电机组选用 

在柴油发电机房中，设置≤1m3 的日用油箱，保证柴油

机能够快速启动，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保持其正常运行，为

周边调度油罐车提供了充足的准备时间。相对集中的配置方

式，可以适当地减少配置的柴油发电机，同时保证了系统的

灵活性。 

（2）UPS 电源+柴油发电机组合 

在一些重要负载中，比如通讯设施、航显、安检、值机

等，它们对供电电源有很高的要求，如果仅仅依靠柴油机作

为备用电源，是无法确保它们的正常运转的，因此需要将

UPS 电源作为不间断电源，以确保柴油机在正常运行投入之

前的供电连续性。 

（3）EPS 电源+柴油发电机组合 

为了解决消防逃生照明需要不间断的供电问题，需要将

免维护的蓄电池组直流逆变应急电源（EPS）在相对集中的

地方进行供电，即使是在所有的市电都被切断之后，也可以

在规定的时间段内继续供电，并且 EPS 电源还可以提供 24V

的安全电压，可以防止在发生火灾时，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

都会出现意外触电的情况。 

2.5 航站楼内配电线缆的选择及敷设 

2.5.1 消防线路 

《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3-2011 第 8.5.2 条规

定，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消防电梯机房、防烟排烟设

施机房、自备发电机房、配电室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

作的其他房间的消防应急照明，应能保证正常照明时的照度

值。 

目前只有矿物绝缘型电缆符合该供电时间的要求，消防

线路应该使用矿物绝缘型电缆（BTTZ、RTTZ 等），以及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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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绝缘耐火母线槽（对母线槽可以增加一套智能监视系统，

实时监视接头、分接箱等部位的温度等）。 

2.5.2 其它线路 

航站楼设计中，使用的是低烟无卤辐射的 XLPE 绝缘电

缆和电线。今后，在使用 a1，d0，t0 的情况下，按照 GB51

348-2019《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的要求，使用具有燃烧

性能的 B1 级线缆。 

2.5.3 敷设方式 

消防设施用的电缆线和非消防设施用的电缆线应该分

别铺设，如果某一种线缆很少共用一个桥架，那么就应该进

行防火隔离，电线电缆应该使用金属管或金属线槽来铺设。 

2.5.410kV 电缆选择 

机场 110kv 站到航站楼之间的 10kv 电缆为 WDZAN-YJ

Y63-8.7/15kv-3[2（1×240）]，每相中 2 条 240mm2 单芯电

缆以三相品字型布置，经双路通道分别接入航站楼 10kv 开

关站，每相中 2 条单芯电缆同时运行，互为后备，提高了供

电的可靠性。该项目在 终实施中，采用了能满足 950℃、

180min 的 10kV 中压耐火电缆。 

2.6 配电间、配电箱配电措施 

从变电站到配电室，再到配电箱，由于配电系统处于整

个配电箱的末端，所以其故障波及的区域比较小。因为这一

级配电会根据终端设备和使用需求的变化而频繁地进行调

整，所以它是故障出现频率 高的一级配电，但是它也是响

应速度 快的一级。所以，这一级的配电系统，既要有一定

的灵活性，以满足终端改造的需要，又要能确保 后一级重

要负载的供电可靠。根据电力负荷的特点，提出了辐射型、

主干型、分级型三种电力分配模式。要根据不同的用电性质

和不同的负载等级，来采取相应的供电措施。按照配电区域

和供电半径，对配电间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置，并以负载性

质和后期运行特点为依据，设置不同类型的配电箱（柜）。 

2.5.1 照明配电箱 

满足空间照明使用的配电箱有：一般照明箱（A），备

用照明箱（B），装饰照明箱，疏散照明箱。 

在保证末端电源供电半径≤50m 的区域内，设置照明配

电箱，对于部分不能满足要求的，要进行电压偏差计算，对

于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回路，要采取放大导线截面等相关措

施。大空间基础照明的负荷水平比较高，所以在对应的地区

也要预留一个为三级负荷供电的配电箱，以便为装饰照明、

插座、卫生间照明等用电负荷提供电力。 

2.5.2 动力、空调设备配电箱 

针对航站楼内的动力设备，设置专用配电箱，为电梯、

水泵等配电器（控制）箱提供双路电源。厨房电源因其负载

能力大，一般采用辐射供电方式。空调、风机等小型设备的

电力供应，一般都是采取二次配电网，也就是在对应的区域

内，建立二次配电网，然后辐射分布到各个终端箱内。 

3 结束语 

大型机场航站楼的供电系统，用电设备多，配电线路长，

电源间相互配合的逻辑关系复杂，而且停电影响范围很广，

因此，设计人员应该尽可能地抽丝剥茧，把复杂的系统简化，

对每个配电环节，都力争做到在正常电源出现故障的时候，

能有一个应急措施可以及时跟进。机场航站楼的供配电可靠

性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略，否则就会产

生“短板”效应，导致整个供配电系统的可靠性无法达到要

求，因此必须在每个环节都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确保供配

电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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