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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煤矿生产服务中心的用电设备负荷分布，根据车间功能不

同、试验设备功能不同和人员生活需求不同，电压等级和负荷性

质也不相同。为全厂提供合理的供配电，在系统设计过程中需要

提高整体性能，做好对不同生产生活设施的电量、电压等级、变

配电所的分配，根据全厂电压、负荷等级和性质进行分析，确保

用电的合理化和资源节约化。

1 煤矿生产服务中心供配电系统的设计方案
当前煤矿生产服务中心对于用电的需求量较大，实际设计规

划时需根据系统性、节能性、集中管理和运维检便于操作等方面

统筹考虑。以某煤矿生产服务中心为例：

1.1 概述
该煤矿生产服务中心主要为某矿业公司生产和在建的矿井

生产提供服务，主要分为 11个大的功能分区，分别为：机电设备
维修中心、机电设备管理中心、总器材库及物流配送中心、工作

面搬家中心、掘进中心、地质测量中心、中心试验站、质量监督检

测中心、安全技术培训中心、矿山应急救援中心、矿区总医院和

行政、公共建筑等配套生活设施区。

1.2 电网现状
根据当地供电情况，距离生产服务中心不超过 6km有 110/

10kV变电站一座。该变电站为两回路 110kV电源进线，有 110/
10kV总变压器两台，容量满足本项目用电量需求。变电站两回路
110kV进线电源平时分列运行、互不影响，各承担 50%的工作负
荷，故障时每回路电源能承担 100%的一、二负荷，用电负荷为
一级。

拟在本生产服务中心建设 10kV开闭所一座，两回路 10kV
电源分别引自上述 110/10kV变电站的 10kV馈线不同母线段。

1.3 电力负荷计算
（1）建筑物用电负荷采用单位指标法进行估算，估算总安装

容量为 Ps=9815.7kW。
（2）大型维修设备用电负荷总安装容量为 Ps=13500.0kW。
（3）生产服务中心总负荷统计：①建筑物用电负荷：Ps=9815.7kW，

KT=0.70，cosφ=0.80，Pjs=6871.0kW，Qjs=5153.2kvar；②大型维修设备
用电负荷：Ps=13500.0kW，Kx=0.35，cosφ=0.50，Pjs=4725.0kW，Qjs=
8183.9kvar；③合计负荷：Pjs=11596.0kW，Qjs=13337.1kvar；④10kV
开闭所合计负荷：Pjs=11596.0kW，Qjs=13337.1kvar，Qc=7500kvar，
Sjs=12982.3kVA，Ijs=749.6A。
1.4 10kV供配电网
根据电网现状、供电距离（l≤6km）及生产服务中心用电负荷

情况（Pjs=11596.0kW），在项目中心区域建设 10kV开闭所一座。
开闭所主接线型式采用单母线分段，两回路 10kV电源分别引自
就近 110/10kV变电站，平时分列运行、互不影响，各承担 50%的
工作负荷，故障时每回路电源能承担 100%的一、二级负荷，用电
负荷为一级。10kV进线电缆每回路选用 ZC-YJV22-8.7/10kV 3×
240mm2，直接埋地引入。生产服务中心内部供电采用 10kV和
380/220V相结合的方式，各车间和配套生活设施根据负荷分布
建设 10/0.4kV变配电室、0.4kV配电室，各变配电室的 10kV电
源分别引自 10kV开闭所，中心试验站还需要根据试验设备的不
同电压等级设置试验变压器。项目内部主要供电方式采用放射

式，检修电源、小容量负荷等供电方式采用树干式。

所有供配电线缆在服务中心区域内采用电缆沟和直接埋地

方式敷设。厂房内线缆沿电缆桥架敷设，出桥架后穿管明敷设；

配电室、控制室、办公室等区域线缆穿管暗敷设。车间的用电线

缆选用 ZC-YJV-0.6/1kV、ZC-BV-450/750V，配套生活设施的用

摘 要：当前煤矿生产服务中心供配电系统的设计关系到了电力负荷的实际使用情况。 生产服务中心需要节约电能，
减少生产成本和消耗，实现供配电系统的合理规划。 本文将针对当前供配电的特点以及设计趋势进行分析，希望能对煤矿
生产服务中心供配电系统的设计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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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缆选用 WDZ-YJY-0.6/1kV、WDZ-BYJ-450/750V，消防设备
的用电线缆选用WDZN-YJY-0.6/1kV、WDZN-BYJ-450/750V。生
产服务中心的室外场地照明由就近变电所集中控制，电缆采用

穿钢管埋地敷设、过路时另穿保护套管。主要道路照明选用节

能型高杆道路灯，兼具风能、太阳能发电功能，根据道路宽度设

置灯杆高度为 7.0m，灯具沿道沿 0.5m一字形布置，灯具间距 25~
30m。场地景观照明由专业公司设计，规划设计时仅预留用电负
荷。

1.5 接地
生产服务中心的接地形式采用 TN-S系统，在 10kV开闭所

内做总等电位（MEB）联结，其他各变配电室及特殊场所内做局
部等电位（LEB）联结，MEB箱和 LEB箱通过室外电缆沟内的接
地干线做电气联结，在场地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接地网。通常不带

电的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不带电的金属构件均应通过 MEB
箱、LEB箱、室外接地干线做可靠接地。
2 煤矿生产服务中心供配电系统设计的优化
针对当前供配电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煤矿生产服务中心系

统设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2.1 智能照明系统
计算机智能照明系统是节能设计中常用的方案。对于厂房照

明来说，可以选择多种方案，太阳能照明、人工照明、昼光照明系

统……无论何种方式，都需要进行智能化集中管理，以此来节约

电能。对于照明系统来说，尽最大可能利用自然光也是减少能源

消耗的最好方式。建筑设计可以采用反光材料、吸收能源设备等

措施来最大限度利用自然光，从而为环境提供更多光照。电气照

明设计需要对所有的材料和设备进行监视和节能控制。所有照

明设备的全套数据都需要汇总到这里，通过对配电系统电压电

流的波幅变动和周围环境的自然光照度变动进行数据监测、分

析来控制整个照明系统的照度。通过这种办法可以从源头降低

电力能耗成本，提高整个照明系统的性能。

2.2 智能供配电终端设备
供配电系统应用过程中，它的智能化终端设备对于整个系统

的智能化发展来说具有重要作用，提升电气终端设备的智能化

和信息化程度，还能有效帮助日常的运维检工作。传统的运维检

主要依靠人员进行人工分析和操作，除了需要配备大量的人力，

处理结果还容易产生失误。使用智能化终端设备的运营管理模

式，可以利用采集到的终端设备数据，综合系统中的各项其他数

据，对电力系统进行整体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方式和数据采集形

式，很好的把控电力系统。在减少工作人员配备的同时，也提升

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了供配电系统的整体性能，也提

高了运检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在这样的供配电系统中，所有状

态、操作、事故数据都可以被记录并保存，可以对当前电力系统

的各种数据进行随时调取，还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分析比对，减少

了系统事故的发生，同时可以及时有效的发布决策。

2.3 综合智能化技术
综合智能化技术的使用，让上位机取代了传统的人工操作，

综合智能化技术实现了集保护、测量、控制、远动于一体的综合

化网络化智能保护测控形式。用电设备实现了保护和状态信息

记录等多项管理，从而能够联网进行状态控制和事故分析等，因

此安全性能会更高。在进行监控的时候会使用多种信息技术进

行数据处理，以此来综合所有的信息进行全方位整合，从而智慧

性处理遇到的一切问题。该项技术综合了物联网、云计算以及多

媒体等多项信息技术，为构建全方位的工业信息化建设提供了

完善的技术架构。在系统设计中，除了要考虑供配电系统组织架

构协调，还要考虑供配电系统公共数据的共享和供配电系统数

据的监督管理。全方位的数据分析使系统更为智能化，这也就把

供配电系统建设成为深度感知、全面管理、安全生产的智慧化综

合监控平台。

2.4 云计算管理体系
当前智能化供配电管理系统开始使用更为高科技的产品，云

计算技术满足了智能电网对于高可靠性、高灵活性的信息化服

务能力。

3 结语
综上所述，煤矿生产服务中心涉及机电维修管理设备用电、

试验设备用电、车间照明用电和配套生活设施用电等，电量需求

较高且用电性质比较复杂。为了满足生产服务中心的用电需求

同时节约电能，做好供配电系统的合理规划和智能管理十分重

要。可以采用计算机智能照明系统、智能供配电终端设备、综合

智能化技术以及云计算管理体系，有效的提升煤矿生产服务中

心的电能使用效率、帮助日常的运维检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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