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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2020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 

制修订计划及外文版翻译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20〕106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原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厂内通信设计 

技术规定》DL/T 5041— 2 0 1 2进行修订。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编略语、生产管理 

通信、生产调度通信、中继方式、通信电缆网络、通信电源、通信机 

房、接地。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修订了有关生产管理通信和生产调度通信配置的内容，增 

加了 IM S、软交换有关技术内容；

. 2 . 增加了综合布线原则要求；

3. 补充完善了通信房间的设置要求；

4. 修订了电源配置的要求•，

5. 补充完善了通信设备接地方式。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替代《火力发电厂厂内通信设计技术规 

定》DL/T 5041— 2012。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管理，由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提出，由能 

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管理，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 

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电力规划设计标准化管理中心(地址:北京市 

西城区安德路 65 号，邮编:100120,邮箱:bz_zhongxin@ eppei. com)。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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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为规范火力发电厂厂内通信设计工作，适应电力建设和发 

展的要求，制定本标准。

1.0. 2 本标准对火力发电厂厂内通信设计做出规定，包括生产管 

理通信、生产调度通信、通信电缆网络以及通信机房、通信电源、接 

地等其他辅助设施，不包括发电厂系统通信部分，如光纤通信、载 

波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接入电网的数据网等。

1 . 0 .  3 本标准适用于单台机组容量在50M W 及以上的新建或扩 

建的燃煤电厂、燃油电厂、燃气电厂、垃圾电厂、生物质电厂的厂内 

通信设计。

h 〇 . 4火力发电厂厂内通信设计应遵循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满 

足电厂安全、可靠运行的要求。

1 . 0 .  5 火力发电厂厂内通信设计，应按发电厂组织机构、汽轮发 

电机组单机容量及台数、电厂的控制方式、电厂调度体制和生产工 

艺要求确定，并应考虑发电厂规划装机台数和容量，留有适当的发 

展余地。

1.0. 6 火力发电厂厂内通信设计应与电力系统通信设计要求相

适应。

M K 7 火力发电厂厂内通信应装设下列主要设备：

1 生产管理通信设备；

2 生产调度通信设备； .

3 通信电源设备。



2 术语和缩略语

2 . 1 术 语

2.1.1 软交换系统 softswitch system
软交换系统是指一种体系结构，包括了 4 个功能层面，即媒 

体/接入层、传输层、控制层和业务/应用层，主要由软交换设备、信 

令网关、媒体网关、应用服务器和综合接入设备等组成，提供语音、 

会议、多媒体通信等基于会话的通信业务。

2.1.2 IMS 系统 IMS system
IM S系统是以I P 为承载、基于S I P 协议的具有多媒体会话业

务控制能力和业务提供能力的体系结构，由业务层功能实体、核心 

层功能实体、接入层功能实体和终端、支撑层功能实体组成。

2 . 2 缩 略 . 语

AG Access Gateway 接入网关

IAD Integrated Access Device 综合接人设备

IMS IP Multimedia Subsystem i p 多媒体子系统

IP Internet Protocol 互联网协议

PRI Primary Rate Interface 基群速率接口

SIP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会话初始协议



3 生产管理通信

3 . 0 .  1 发电厂厂内通信宜设置一台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该设备 

兼作生产调度通信的备用。

3 . 0 .  2 交换机选型宜遵循以下原则：

1 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设备选型应满足相关发电管理机构、 

公用电话网的入网技术要求；

2 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可根据所接入网络的技术体制选择 

程控交换机、软交换系统、IM S系统接入设备。

3 . 0 .  3 电话交换机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力软交换 

系统技术规范》GB/T 31998和《电力系统自动交换电话网技术规 

范》DL/T 598的规定。

3 . 0 .  4 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的容量应按发电厂管理体制、人员编 

制、规划装机台数和容量选择，用户容量宜配置如下：

1 300MW级以下机组，宜以80线为基础，每台机组增加50线;

2 300MW级机组，宜以160线为基础，每台机组增加80线；

3 600MW〜 1000M W级机组，宜以 320线为基础，每台机组增 

加 80线。

3 . 0 .  5 总配线架的容量可按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生产调度电话 

交换机等设备总容量的1. 5 倍 〜 2 倍确定。总配线架的外线侧应 

装设保安单元，保安单元应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3 . 0 .  6 水源地、灰场等厂区外的场所，宜设置生产管理电话分机、 

无线对讲机或公用网电话；离厂区较远的场所设置生产管理电话

分机时，可采用光缆传输、加大音频电缆线径、交换机长线用户板、 

IA D等技术措施。



4 生产调度通信

4.0. 1 发电厂应设置一台生产调度电话交换机，生产调度电话交 

换机宜与电力系统调度电话交换机合用。

4.0. 2 生产调度电话交换机宜采用程控交换机，也可采用软交换

系统。

4.0. 3 调度电话交换机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力软 

交换系统技术规范》GB/T 31998和《电力系统调度通信交换网设

计技术规程》DL/T 5 1 5 7的规定。

4.0. 4 生产调度电话交换机用户容量宜配置如下：

1 300M W级以下机组，每两台机组宜配置4 8 线；

2 300M W级机组，每两台机组宜配置6 4线；

3 600MW〜 1000M W级机组，每两台机组宜配置9 6 线。

4.0. 5 单台发电机组的额定容量不小于300M W的火力发电厂， 

输煤区域宜设置一套扩音/呼叫系统，扩音/呼叫系统的话站数量 

宜设置如下：

1 300M W级机组宜设2 0个 〜 3 0个话站；
鲁

2 600MW〜 1000M W级机组宜设3 0个 〜 5 0个话站。

4.0. 6 当电话机安装在环境噪声超过80dB及以上的生产区域 

时，应采取防噪声措施。

4.0. 7 当话站安装在某些特殊环境下的生产区域时，应根据需要 

采取相应防潮、防水、防爆、防粉尘污染等防护措施。



5 中继方式

5 . 0 . 1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与发电管理机构、公用电话网之间宜 

有中继连接。中继接口、中继信令应满足相应的接入要求：

1 接入发电管理机构中继方式宜符合表5. 0.1的规定。

表 5 .0 .1 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接入发电管理机构中继方式

序号 互 联 设 备 中继接口 信 令

1 程 控 交 换 机 程 控 交 换 机 E 1 Q / N o. 7/ P R I

2 程 控 交 换 机 软 交 换

IP S I P

E l Q / N o. 7/ P R I

3 程 控 交 换 机 I M S 系统

IP S I P

E l N o. 7/ P R I

4 软 交 换 I M S 系 统 IP S I P - I

5 软 交 换 软 交 换 IP S I P

2 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接人公用电话网时，应按照相应规定 

执行。

5 . 0 . 2生产调度电话交换机与电力系统调度通信交换网之间宜 

有中继连接。其中继接口、中继信令应满足电力系统调度通信交 

换网的接人要求：

1 接入电力系统调度通信交换网的中继方式宜符合表5. 0.2 

的规定。

表 5 . 0 . 2 生产调度电话交换机接入电力系统调度通信交换网中继方式

序号 互 联 设 备 中继接口 信 令

1 程 控 交 换 机 程 控 交 换 机

E 1 Q / N o. 7

IP S I P



续 表 5.0.2

序 号 互 联 设 备 中继接 口 信 令

2 程 控 交 换 机 软 交 换

E 1 Q / N o. 7

IP S I P

3 软 交 换 软 交 换 IP S I P

2 生产调度电话交换机不应接入公用电话网。

5 . 0 . 3 当发电厂生产调度电话交换机与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互 

联时，生产调度电话交换机至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应为单向中继， 

生产调度电话可以呼入生产管理电话交换机，中继方式可按本标 

准表5. 0.2的规定执行。



6 通信电缆网络

6.0. 1 发电厂厂内通信电缆网络包含生产管理、生产调度、扩音/ 

呼叫系统的音频电话网络。

6. 0. 2 生产管理、生产调度通信电缆网络宜合并为一个电缆网络。

6. 0. 3 生产管理、生产调度通信电缆网络配线原则宜满足下列要求: 

1 生产管理、生产调度通信电缆网络应以交接配线方式为 

主，辅以直接配线方式，不宜采用复接配线方式；交接配线宜采用 

一级交接配线法；

2 生产管理、生产调度通信电缆网络宜划分交接区；引人主 

干电缆为100对及以上的建筑物或几个相邻的建筑物，可单独设 

置交接区；

3 生产管理、生产调度通信电缆网络的音频电缆线径宜采用 

0.5mm，如果为延长传输距离，可根据传输距离、性能指标要求计 

算选择更大的线径。

6.0. 4 如果扩音/呼叫系统具有交换功能，且釆用音频电缆布线， 

其电缆网络宜以直接配线方式为主，辅以一级交接配线方式。

6 . 0 .  5 发电厂厂内通信主干电缆单根容量不宜大于200对，配线电 

缆单根容量不宜大于50对。工程设计时，应留有适当的备用线对。

6.0. 6 分线设备容量的选用可按用户总数的1.2倍 〜 1.5倍，结 

合分线设备的标称系列选用。

6 . 0 .  7 发电厂厂内通信音频电缆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敷设时，宜采用全塑电缆，并采用镀锌钢管或阻燃硬 

质 P V C管保护；

2 室外电缆沟、综合管架、直埋敷设时，宜釆用铠装电缆或全 

塑电缆穿钢管保护方式；



3 用户线室内敷设时，可采用普通电话线或网线；室外敷设 

时，应采用少对数电缆，不宜釆用普通电话线。

6.0. 8 厂前区通信电缆必须采用电缆沟或直埋敷设方式，严禁采 

用架空电缆敷设。办公楼、集控楼等要求配线隐蔽美观的建筑物 

内宜釆用暗配线敷设方式。

6 . 0 .  9 通信电缆网络宜纳人综合布线系统，统筹规划、同步设计， 

满足语音业务的传输要求。

6.0. 1 0 对于办公楼、综合楼等人员较集中的建筑物，室内电话布 

线宜采用综合布线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 

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1的有关规定。



7 通信电源

7.0. 1 发电厂厂内通信电源应稳定可靠。

7.0. 2 220kV及以上出线机组电厂应配置两套独立的通信直流

电源系统，每套通信直流电源系统均由一套高频开关电源、一组 

(或两组）免维护蓄电池组成。

7.0. 3 发电厂厂内通信电源应由双路来自不同厂用电母线段的 

交流供电。

7.0. 4 通信直流电源系统容量应按其设计年限内所有通信设备 

的总负荷电流、蓄电池组均充电流（l 〇h 率充电电流）之和确定。 

通信蓄电池组供电后备时间不小于2h。
禱

7.0. 5 发电厂厂内通信设备所需直流电源应由通信直流电源系 

统提供，其额定电压为直流一 48V ，采用浮充供电方式。

7.0. 6 通信电源设备告警信号宜接人发电厂相应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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