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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2012年第一批能源领域行业标准 

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能科技〔2012〕83号)的要求，标准编制 

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变电站通信设计方面的设计工作经 

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原行业标准《220kV～500kV
变电所通信设计技术规定》DL/T  5225—2005 进行修订。

本标准主要内容是：总则、基本规定、变电站业务通道需求、变

电站通信设施、设计范围及分工界面和变电站通信设计等。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将标准的适用范围由“220kV～500kV”   调整为“220kV~ 

1000kV”;

2.修改了直流通信电源系统配置和蓄电池供电时间的要求；

3.修订了通信用房间的设置要求；

4.修订了调度程控交换机的设置要求，增加了IP 调度和行政

电话的配置要求；

5.增加了数据通信网、动力环境监控、会议电视等内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替代《220kV～500kV  变电所通信设计 

技术规定》DL/T  522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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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行业电网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管理，由中国电力工程 

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执行过 

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安德路65号，邮政编码：100120)。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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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编 单 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尤天晴 张  顼  刘  洁  姜伟明  朱玉林

王玉东 刘丽蓉 辛培哲

主要审查人：李树辰  张印昶  陈新南  黄  盛  运志涛 

陆  军  姜利民  薛永兴  刘  涛  金志民

方显业  王根华  李艳芳  刘  凯  张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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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适应国家及行业标准化建设的需要，达到统一规范变 

电站通信设计技术原则的目的，使变电站的通信设计符合国家的 

有关政策、法规，达到安全可靠、先进适用、经济合理、节能环保的 

要求，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电压为220kV～1000kV   变电站(含开

关站)新建及改、扩建工程的通信设计。

1.0.3  变电站通信设计中，应主要采用定型产品，积极慎重地采 

用和推广经过试验及鉴定的、具备应用条件的新设备、新材料、新

技术和新工艺。

1.0.4  变电站通信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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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 本 规 定

2.0.1  变电站通信设计应遵循审定的相关通信网规划及项目前

期评审意见。

2.0.2  变电站通信设计应按变电站的规模容量、调度关系、所在 

电力通信网的技术体制及其在电网及通信网中所处的位置设置通

信设施，并留有适当发展余地。

2.0.3  变电站应设置系统通信、站内通信、与当地公共通信网的 

通信等。

2.0.4  变电站通信应满足电力调度通信、调度自动化、继电保护、

安全自动装置、电力生产信息化管理等多个系统对通道的要求。

2.0.5  变电站与其电网调度机构之间应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调 

度通信通道或两种通信方式。

2.0.6  变电站系统通信可采用光纤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电

力线载波通信等多种通信方式，优先采用光纤通信方式。

2.0.7      变电站通信中数据通信网、会议电视等应与所接入网络的 

技术体制…致。

2.0.8  变电站通信设计应与系统继电保护及调度自动化等其他 

二次系统设计同期进行。

2.0.9  变电站通信设计应考虑各级通信资源的共享，充分利用已 

有资源。

2.0.10  变电站通信设计应遵循变电站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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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电站业务通道需求

3.1  变电站通信业务及其对传输通道要求

3.1.1  变电站通信业务主要包括：调度电话、调度自动化、继电保 

护及安全自动装置、生产管理、会议电视及办公自动化等信息。

3.1.2  变电站通信主要业务对传输通道的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变电站至其电网调度机构的调度电话应具备两条独立的

电力专网通信路由；

2  变电站至其电网调度机构的调度自动化业务信息的传输

应具备两条不同路由的通道；

3  同一条线路的两套继电保护和同一系统的有主/备关系的 

两套安全自动装置应具备两条相互独立的通道，并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GB/T14285   和《光 

纤通道传输保护信息通用技术条件》DL/T   364 的规定。

3.2  变电站主要业务承载方式及带宽需求

3.2.1  采用电路交换技术时，变电站调度电话、行政电话等语音业务 

应采用光纤传输网承载。采用IP(网际协议 Internet  Protocol)技术 

时，调度电话可承载在调度数据网或数据通信网，并采用 VPN(虚拟 

专用网 Virtual Private Network)隔离，行政电话宜承载在数据通信网。

3.2.2  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信号宜采用光纤通道传输。

3.2.3  调度自动化及故障录波等生产控制类信息应采用调度数 

据网或专线方式承载。

3.2.4  生产管理及办公自动化等管理信息应采用数据通信网承载。

3.2.5  变电站主要业务承载方式及带宽典型值应符合本标准附 

录 A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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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电站通信设施

4.0.1  变电站系统通信包括变电站与对侧厂站、调度机构及相关 

运行维护管理部门之间的通信。

4.0.2  变电站与调度机构、相关运行维护管理部门的通信包括调 

度电话、行政电话、数据通信网、会议电视系统、动力环境监控系统 

等。变电站应配置相应的通信设施，以满足生产调度、运行维护、 

生产管理等业务的需要。

4.0.3  站内通信包括站区内的行政电话通信和信息网络通信。

4.0.4  变电站应设置与公共通信网的通信，可设置1至2部公网

电话。

4.0.5  变电站应设置满足通信设备供电要求的电源系统。

4.0.6  变电站应考虑通信设备布置所需的通信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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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范围及分工界面

5.1  设 计 范 围

5.1.1  变电站通信设施中站内通信、数据通信网、会议电视、动力 

环境监控系统、通信电源、通信用房、电力线载波、调度电话等应为

变电站通信设计范围。

5.1.2  光纤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等内容应另列单项工程

设计。

5.2  分 工 界 面

5.2.1  继电保护、调度自动化和变电二次等专业与通信专业的设 

计分工界面，以通信设备输入/输出端口(或配线设备端口)为界。 

5.2.2  变电站一体化电源系统的通信设计分工界面，以直流配电

屏输出端子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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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变电站通信设计

6.1  通 道 组 织

6.1.1  变电站各类业务的通道在系统通信工程中组织，所组织的 

业务通道应满足本标准第3.1.2条的要求。

6.2  电力线载波通信

6.2.1  220kV～500kV  线路无法满足继电保护双光纤通道路由 

要求时，可采用电力线载波通信方式。

6.2.2  经过重冰区段的220kV～500kV   线路，可采用电力线载 

波作为调度通信及继电保护的应急通信方式。

6.2.3  电力线载波机宜选择电话、远动和继电保护复用机。电力 

线载波通道的耦合方式，500kV/330kV   线路宜采用相-相耦合， 

220kV 线路宜采用相-地耦合。

6.2.4  电力线载波通道和频率的安排应确保各通道之间的相互 

串扰不超过规定值。

6.2.5  电力线载波通道信噪比允许值、不同电压等级输电线路上 

4kHz 带宽的噪声功率电平的建议值、设备选型、通道衰减计算方法等 

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电力线载波通信设计技术规程》DL/T5189 执行。

6.3  调度及行政电话

6.3.1  变电站至其电网调度机构应至少设置2部调度电话。

6.3.2  330kV 及以上变电站宜设置1台用户线不超过48线的调 

度通信交换机，兼做站内行政通信使用。调度通信交换机应具备 

录音功能。

6.3.3  调度通信交换机的其他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



·7 ·

力系统调度通信交换网设计技术规程》DL/T  5157的规定。

6.3.4  有人值班变电站宜配置电力专网行政电话，接入运行维护 

管理单位的行政电话交换系统，兼做变电站调度电话的备用。无 

人值班变电站可不设置电力专网行政电话。

6.3.5  变电站配置的行政交换设备采用的技术体制宜与运行维 

护单位行政交换系统保持一致。

6.4  数据通信网

6.4.1  变电站应设置1套数据通信网设备。

6.4.2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设备应符合所接入数据通信网的技术 

体制和组网原则。

6.5  会 议 电 视

6.5.1  变电站可配置1套会议电视终端。

6.5.2  变电站会议电视终端建设期间接入建设管理单位的会议 

电视系统，投入运行后接入运行管理单位的会议电视系统。

6.5.3  变电站会议电视终端的组网协议、压缩编码标准等技术体 

制应遵从所接入的会议电视系统。

6.6  通信动力环境监控

6.6.1  通信动力环境监控应与全站生产辅助系统统一考虑，监视 

信息应能接至相应的通信运行维护管理部门。

6.6.2  变电站通信动力环境监控系统主要监控以下内容：

1  通信机房环境：烟感、水浸、温度、湿度、门禁等；

2  通信电源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

3  通信机房视频。

6.7  通 信 电 源

6.7.1  变电站应设置2套稳定可靠的直流通信电源系统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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