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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水运工程节能设计规范》

( JTS 150-2007 ）的公告

2007 年第 45 号

现发布《水运工程节能设计规范》为强制性行业标准，编号为 JTS 150-2007 ，自 200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水运工程设计节能规范》（ JTJ 228-2000）同时废止。

本标准的第 2.0.4 条、第 4.0.5 条、第 5.0.3 条、第 6.0. 1 条、第 7.0.5 条和第 7.0.7

条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与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运工程部

分）》（建标〔2002 〕 273 号）具有同等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我部组织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公司等单位编制完成，由我部水运司负责管

理和解释，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二00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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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工程节能设计规范》（ JTS 150-2007) 

修订说明

本规范是在《水运工程设计节能规范》（ JTJ 228-2000）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地调查研

究，总结我国近年来水运工程节能设计的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并

结合我国水运工程的现状和节能设计的发展需要修订而成。主要包括港口总平面布置，

港口装卸工艺及装卸机械，生产与辅助生产建筑，采暖、供热、通风和空气调节，给排水及

污水处理，供电、照明，控制和管理，港务船舶，通航建筑物，助航标志等技术内容。

本规范的主编单位为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参加单位为中交第二航务工程

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和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水运工程设计节能规范》（ JTJ 228-2000 ）自 2001 年实施以来，规范和指导了水运

工程的节能设计，在节约能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国家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新的节能政策、法规，对节约能源提

出了更高要求，原规范中的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当前节能工作的需要为此交通部水运司

组织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对该规范进行了修订。

本规范第 1. 0. 2 条、第 2.0.4 条、第 4.0.6 条、第 5.0.3 条、第 6. 1. 2 条、第 7.0.5 条、

第 7.0.7 条和第 11. 0. 4 条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与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

强制性条文（水运工程部分）》（建标〔2002 〕 273 号）具有同等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共分 12 章和 3 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编写组人员分工如下：

1 总则：冯锡荣、张亚敏

2 基本规定：张亚敏、陶鹏

3 港口总平面布置：赵有明

4 港口装卸工艺及装卸机械：椿广强、邹条林、张国维、刘明祥

5 生产与辅助生产建筑：张卫

6 供热、通风和空气调节：杨冬梅

7 给排水及污水处理：李恩、瑞

8 供电、照明：黄彦辉、葛三敏

9 控制和管理：王淑敏

10 港务船舶：杨国平

11 通航建筑物：杨琳、张国维

12 助航标志：傅洪深

附录 A：张亚敏、椿广强

附录 B：张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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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陶鹏

本规范于 2007 年 11 月 24 日通过部审，于 2007 年 12 月 20 日发布，自 2008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交通部水运司负责管理和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

意见及时函告交通部水运司（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11 号，交通部水运司工程技术

处，邮政编码： 100736 ）和本规范管理组（地址：北京市安内国子监街 28 号，中交水运规划
设计院有限公司，邮政编码： 100007 ），以便再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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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总则

1. 0.1 为规范水运工程节能设计，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能源消费量，

减少碳排放，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港口、通航建筑物和导助航设施工程的节能

设计。

1. 0. 3 水运工程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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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运工程设计应遵循统筹兼顾、资源综合利用、减少碳排放的原则，积极采用节能

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措施。

2.0.2 水运工程节能设计应包括能源消费种类、能源消费量、主要能效指标、用能设备、

能源、利用状况及节能措施等内容。

2.0.3 水运工程设计方案比选应将节约能源作为重要因素对能源消耗指标进行比较评

价，宜选择能源利用效率高的方案。

2.0.4 水运工程用能品种选择应与城市或区域的能源发展规划相协调，充分利用可再生

能源、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并应遵循资源共享原则。

2.0.5 水运工程用能设备选型应满足能效指标和碳排放指标限值要求，宜选择取得节能

低碳产品认证的设备·通用设备宜选择能效等级为一级的设备。

2.0.6 水运工程生产、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等用能设备设施应配置能源计量器具，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17167 ）的有关规定。
2.0.7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应执行和落实节能评估文件提出的节能标准和节能措施。

2.0.8 能源消费量和主要能效指标应包括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主要用能设备工序能源消

费量、单位产品或产值能耗等。能源消费量应给出实物量、折算标准煤量，折算标准煤系

数可参考附录 A，其中电力折算标准煤系数应采用当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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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港口总平面布置

3 港口总平面布置

3.1 港口水域布置

3.1.1 码头、港内水域、防波堤与口门布置应便于船舶靠离泊作业。

3.1. 2 航道轴线宜顺直布置与水流、波浪方向夹角不宜过大。

3.1. 3 锚地应布置在天然水深适宜，海底平坦或河底高差不大，锚抓力好，水域开阔，风、

浪和水流较小的水域。

3.1. 4 工作船码头、施工临时码头宜布置在服务目标附近，并兼顾邻近工程和后续工程。
3.1. 5 江海联运码头布置应考虑泊稳条件、岸线资源、堆场条件、装卸工艺等因素，堆场

应共用布置，岸线宜分开布置。

3.2 港口陆域布置

3.2.1 港口陆域应结合自然条件和装卸工艺流程，综合考虑减少货流和人流间的干扰、

缩短运输距离等因素合理布置。

3.2.2 港口陆域应按功能分区布置。功能区内部布置应紧凑、合理功能区之间应相互
协调。

3.2.3 陆域和码头竖向高程设计应考虑运输节能要求并减少陆域形成开挖方量和回填
方量，工程区范围内的填方、挖方工程量宜基本平衡。

3.2.4 港口大门或闸口布置应有利于交通运输组织和缩短车辆的行车距离。

3.3 港内道路、管道与管廊布置

3.3.1 港内道路应结合地形条件、车辆、装卸设备运输要求，按照平面顺适、纵横坡度合
理等原则布置。

3.3.2 港内道路应与铁路、管道和其他建筑物布置相协调主要道路应避免与运输繁忙
的铁路平面交叉。

3.3.3 港内道路宜环形布置。

3.3.4 港内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应简明清晰。

3.3.5 港内道路应合理设置车道数量，优化道路节点设置，宜设置元人值守卡口。

3.3.6 港内管道与管廊的敷设，应与道路、建筑物、构筑物等相协调，并应减少与铁路、道
路的交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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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港口集疏远

3.4.1 集疏运体系设计应充分发挥多式联运优势综合考虑公路、铁路、水运等运输条

件，提高水水中转、铁水联运比例。

3.4.2 港口铁路宜直通港区，线路布置应减少对港区交通的影响。

3.4.3 疏港道路应便捷顺畅连接至港外公路宜避免与城市道路混用。

3.4.4 具备内河航运条件的海港，宜充分利用内河航道的集疏运条件，发展江海联运。

4 



4 港口装卸工艺及装卸设备

4 港口装卸工艺及装卸设备

4.1 一般规定

4.1.1 装卸工艺设计应流程合理，减少作业环节、缩短货物运输距离和减小提升高度，应

将能耗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宜选用能耗低的方案。

4.1.2 装卸工艺设计应合理确定系统装卸效率，设备的能力、数量应相互适应匹配，宜选

择设备利用率高的方案。

4.1.3 装卸设备应选用技术先进、安全可靠、能耗低和效率高的产品，宜采用电力或清洁

能源驱动。

4.1. 4 主要大型起重设备应采取电能回馈等节能措施。

4.1. 5 沿海港口典型装卸设备及用能设备单位能耗指标可参考附录 B 选用。

4.2 集装箱码头

4.2.1 沿海集装箱码头装卸船作业应采用集装箱装卸桥，驳船装卸作业可采用小型集装

箱装卸桥。集装箱装卸桥的技术参数、机型搭配应与码头规模、装卸船型、箱量构成和码

头作业条件相适应。

4.2.2 内河集装箱码头装卸船作业可采用集装箱装卸桥、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门

座式起重机或浮式起重机等。

4.2.3 集装箱码头水平运输应合理设置作业通道。港区范围内集装箱水平运输设备宜

采用电力或清洁能源驱动。

4.2.4 集装箱码头堆场作业设备，应根据码头规模、集疏运方式、场地条件、环保要求和

工艺布置形式经技术经济论证选用，宜采用电力或清洁能源驱动设备。

4.2.5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装卸船设备应采用集装箱装卸桥；水平运输设备可选用自动导

引运输车、跨运车、自动驾驶集装箱拖挂车或人工驾驶集装箱拖挂车等，且宜选用电力或

清洁能源驱动；堆场作业设备宜选用自动化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经技术经济论证，

也可选用自动化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或自动化跨运车。

4.3 煤炭、矿石码头

4.3.1 煤炭、矿石码头装卸船作业宜采用效率高、配机少的工艺方案。

4.3.2 煤炭、矿石码头装船宜选用移动式装船机。装船系统设计应避免或减少装船机在

换舱移机过程中的设备空转。

4.3.3 煤炭、矿石码头卸船作业可采用桥式抓斗卸船机，货种、船型和码头条件等适合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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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卸船机作业时宜采用连续卸船机。卸船清舱辅助作业宜选用推把机、单斗装载机或挖

掘机等。

4.3.4 煤炭、矿石码头的铁路卸军作业根据年卸车量、车型等因素宜采用翻车机、螺旋卸

车机或底开门自卸车工艺·汽车卸车作业宜采用自卸车或卸车平台工艺。

4.3.5 煤炭、矿石码头的铁路、公路装车作业根据年装车量、货种、车型和环境保护等因

素宜采用装车楼、装车机或装车仓等·内河码头装车量较小时可采用装载机、抓斗起重机

或连续性装车设备。

4.3.6 煤炭、矿石码头水平运输宜采用带式输送机长距离输送宜采用管带机。驱动控

制宜采用变频技术；输送能力变化大时，带式输送机宜采用调速运行。

4.3.7 内河斜坡式煤炭、矿石码头的斜坡段运输，坡度较缓时宜采用皮带车，坡度较陡时

可采用带斗缆车或波纹挡边带式输送机等。

4.3.8 煤炭、矿石码头堆场堆料、取料设备能力应与装卸船或装卸车能力相匹配。露天

堆场或条形仓堆场可选用臂式堆料机、斗轮取料机或斗轮堆取料机堆料、取料作业能力

相差较大时，宜分开设置堆场堆料、取料设备；穹顶圆形料仓可采用塔式堆取料机；筒仓堆

料可采用卸料小车、移动带式输送机等出料可采用振动给料机、活化给料机等。

4.3.9 有混配料要求的煤炭、矿石码头堆场应根据混配物料运量、种类和比例等选择不

同的混配料方式，并应在满足生产作业要求的前提下，提高设备实载率。

4.3.10 水平运输距离较长的煤炭、矿石码头装卸工艺系统流程空载启动时宜采用顺料

流启动方式。

4.4 油气化工码头

4.4.1 油气化工码头卸船作业宜采用船泵输送工艺·装船作业宜采用自流工艺。装卸船

作业输送泵应根据泵在高效区内工作的原则选型。

4.4.2 油气化工码头输送介质在管道中的流速应根据介质物性参数、能耗效率及安全操

作要求等确定。

4.4.3 油气化工码头输送凝点较高或对输送温度有特殊要求的介质时，管线应设保

温层。

4.4.4 油气化工码头管线伴热方式应根据伴热温度和年伴热时间等因素综合确定。管

线伴热热源宜采用工业余热或可再生能源。作业间隔时间较长的管线宜采用清空管线停

止伴热或降低伴热温度，并在装卸前快速升温的伴热方式。

4.4.5 液化天然气码头和低温液化炬码头宜设置保冷系统。

4.5 件杂货、通用及多用途码头

4.5.1 沿海件杂货码头和通用码头装卸船作业应满足不同货种和作业量的要求，宜选用

通用性强的装卸设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0

4. 5.1. 1 件杂货码头和以件杂货为主的通用码头装卸船设备宜采用门座式起重机、岸

边桥架型起重机或船机。门座式起重机的起重能力应与货件重量、成组方式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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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1. 2 以散货为主的通用码头装卸船设备可采用 25t ～ 45t 门座式起重机。

4. 5.1. 3 以袋装、桶装货物为主的码头装卸船设备可选用 16t ～ 25t 门座式起重机；以

钢铁、设备等较重货物为主的码头，装卸船设备可选用 25t ～ 45t 门座式起重机，也可选用

岸边桥架型起重机。

4.5.2 沿海多用途码头根据不同货类装卸船设备可采用门座式起重机、多用途门座式

起重机、高架轮胎式起重机或集装箱装卸桥；水平运输设备宜采用集装箱拖挂车、牵引车

加平板车或联合配置的方式；堆场作业设备宜采用轮胎式龙门起重机、轨道式龙门起重

机、集装箱正面吊运车、门座式起重机、轮胎式起重机和叉车等。

4.5.3 内河件杂货、通用码头和多用途码头装卸船设备应综合货种特点、运量、码头形式

及码头发展趋势进行选配宜选择通用性强的设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4.5.3.1 件杂货码头装卸船设备宜采用门座式起重机、龙门起重机、装卸桥、桥式起重

机等轨道式起重机。水位差较小、船型较小时也可采用固定式起重机O

4.5.3.2 通用码头装卸船设备可采用门座式起重机、浮式起重机、装卸船机等。

4.5.3.3 多用途码头装卸船设备可采用多用途门座式起重机、门座式起重机、龙门起

重机、桥式起重机、集装箱装卸桥等。水位差较小、船型较小时也可采用固定式起重机。

4.5.4 内河斜坡式件杂货和多用途码头斜坡段运输工艺和设备选型应根据水文、地形和

货种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4.5.4.1 坡度大于 1:5 时，宜采用缆车运输。缆车的效率应与装卸船设备效率相适

应，→台装卸船设备宜配一对缆车。

4.5.4.2 坡度小于 1: 9 时，宜采用汽车运输。

4.5.4.3 坡度较缓、坡道较长、年吞吐量较大的袋装货物运输线，宜采用皮带车。

4.5.5 件杂货码头和以杂货为主的通用码头水平运输设备的选用应根据货物的运输距

离、组关形式、货件重量等因素确定。运输距离较短，宜采用叉车或电瓶车；运距较长时，
宜采用牵引车、平板车。

4.5.6 件杂货码头和以杂货为主的通用码头库场堆垛作业、装卸车作业宜采用叉车、轮

胎式起重机或门式起重机等装卸设备。钢铁、设备、木材等长重件货物的运量具有一定规
模且货源稳定的码头，宜采用桥式起重机。库场设备的规格、能力应与工艺系统的装卸船
设备能力及水平运输设备能力相匹配。轮胎式起重机宜采用油、电双动力驱动。

4.5.7 以散货为主的通用码头货物水平运输应结合装卸船作业方式缩短运输距离、减少

运输次数。根据运量和不同的库场位置，水平运输设备可采用移动带式输送机、固定式带
式输送机或自卸汽车等。

4.5.8 以散货为主的通用码头库场堆垛、装卸车作业可采用单斗装载机或移动带式输送
机等。

4.6 散粮与水泥码头

4.6.1 散粮码头卸船宜采用机械式连续卸船机，装船宜采用效率高、配机少的工艺方案O
4.6.2 散粮码头水平运输设备根据输送距离、工作场所条件和受料、卸料要求可选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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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带式输送机、托辑带式输送机或埋刮板机等。进仓设备宜采用多点卸料带式输送机。

4.6.3 散粮码头物料提升设备根据平面布置、提升高度和输送能力等因素可采用斗式提

升机、上斜带式输送机或带式提升机等。

4.6.4 散装水泥码头装船宜采用专用散装水泥装船机卸船可采用船舶自卸设备、岸上

气吸式或其他连续卸船设备，竖向提升可采用斗式提升机，水平输送可采用带式输送机、

空气输送斜槽等。

4.7 客运码头

4.7.1 邮轮码头、客运码头应根据船舶吨级、水文条件、码头高程等确定登船桥参数。

4.7.2 客滚码头可采用固定式斜坡道、液压升降桥或船舶自带登船设施上下船。采用液

压升降桥上下船时应根据车型、水文条件等确定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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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港作船舶

5 港作船舶

5.0.1 港作船舶配置应与港口总体布置、系泊建筑物形式、被拖带或顶推船型特性、环境

条件和拖船操作方法相适应·港作拖船总功率和数量应与吞吐量、泊位吨级和货种、船型

相匹配0

5.0.2 驳船的配置应与过驳量相适应配套的拖船功率应满足满载驳船船队拖航速度为

6. 5km/卜 13. Okm/h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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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航建筑物

6.0.1 闸门的钢结构设计宜设置浮箱或平衡重。

6.0.2 垂直升船机设计应采用全平衡重或部分平衡重技术。承船厢不下水式升船机应

采用全平衡重，承船厢下水式升船机应采用部分平衡重。

6.0.3 高水头或缺水地区的船闸宜采用省水船闸。

6.0.4 通航建筑物工作闸门液压启闭机宜采用电比例泵调速运行工作闸门卷扬启闭机

宜采用变频调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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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和辅助生产建筑

7 生产和辅助生产建筑

7.0.1 建筑节能设计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在保证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室内环境参数

和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降低建筑的供暖、空调、通风和照明系统的能耗。

7.0.2 建筑总平面设计应合理确定能源、设备机房的位置冷热源机房宜位于或靠近冷热

负荷中心集中设置。

7.0.3 建筑总平面设计和建筑设计应根据建筑气候分区特点有利于冬季日照、夏季自

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等，合理利用当地主导风向，选择最佳朝向、建筑间距等。

7.0.4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自然采光、通风，结合围护结

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建筑体形宜规整紧凑，避免过多的凹凸

变化。

7.0.5 生产和辅助生产建筑的节能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

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 GB 51245 ）、《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 GB 50189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6 ）、《夏热冬暖

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75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34）、《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475 ）的有关规定。

7.0.6 建筑设计应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大跨度或大进深的生产建筑和工业类辅助生产

建筑宜采用顶部天窗采光或导光管采光系统等装置也可采用反光板或棱镜玻璃等侧面

采光装置。

7.0.7 生产建筑和工业类辅助生产建筑宜采用预制装配式外墙围护结构。

7.0.8 生产建筑和工业类辅助生产建筑元特殊工艺要求时，外窗可开启面积不宜小于窗

面积的 30% ；开启有困难时，应设置相应通风装置O

7.0.9 民用类辅助生产建筑节能改造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

术规范》 (JGJ 176）和《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JGJ/T 129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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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供热、通风和空气调节

8.0.1 建筑供热、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应根据建筑的使用要求、环境条件以及能源

状况，结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节能政策，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8.0.2 夏热冬冷地区的中、小型建筑宜采用空气源热泵或土壤源地源热泵系统供冷、

供热。

8.0.3 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建筑可采用江河海水地源热泵系统供冷、供热。

8.0.4 采用蒸汽为工艺和暖通空调热源，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应回收用汽产生的凝

结水。凝结水回收系统应采用闭式系统。

8.0.5 常年存在生活热水需求的港区候工楼等建筑，当采用电动蒸汽压缩循环冷水机组

空调设备时，宜采用具有冷凝热回收功能的冷水机组。

8.0.6 集中供热工程设计应进行水力平衡计算。当设计工况下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

的相对差额超过 15% 时，应采取水力平衡措施。

8.0.7 港口室外供热管道采用地下敷设时管道应采用钢管、保温层、保护外壳结合成一

体的预制保温管道，管道接口保温做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技

术规程》（ CJJ/T 81 ）的有关规定，并宜设置管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8.0.8 干散货码头干式除尘系统应选用高效低阻的除尘器，并应与设备运行联锁。袋式

除尘器宜采用压差自动控制技术进行清灰，终阻力不应超过 1500Pa0

8.0.9 变配电室宜采用通风消除室内余热，可根据房间温度自动控制通风设备运行，变

配电室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低于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8.0.10 生产和辅助生产建筑中使用空调时间不同的区域，应分别设置空调系统。

8.0.11 集中供热系统在热源出口、生产和辅助生产建筑热源人口应设置热量计量装置。

8.0.12 供暖空调系统应设置自动室温调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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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给排水及污水处理

9 给排水及污水处理

9.0.1 生活给水水源宜采用城市自来水。与人体非接触的生产用水、生活用水、景观用

水，宜采用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

9.0.2 给水管网控制点的压力确定应遵循系统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

9.0.3 生活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市政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给水管网应维持在较

低压力下运行，对供水压力要求较高的局部区域宜采取单独加压的措施；当市政条件允许

时，宜采用管网叠压技术。

9.0.4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热源宜利用稳定、可靠的余热、废热、可再生能源等。局部热水

供应系统的热源宜采用太阳能及电能、燃气等。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管网及设备应采取

保温措施。

9.0.5 排水宜采用重力流排水，管道应合理布置，按管线短、埋深小、自流排出的原则确

定，并宜充分利用地形高差，减少中间提升环节。

9.0.6 给排水设施应采用低阻力、低水耗产品。水泵宜选用高效节能的变频调速泵。

9.0.7 卫生器具和配件应选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T 164 ）规

定的节水型产品。

9.0.8 生产、生活用水应设置水表计量。计量水表应根据建筑类型、用水性质和管理要

求等因素分别进行设置。

9.0.9 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应纳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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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供电、照明

10.0.1 供电系统应安全可靠、经济合理、高效节能。

10.0.2 供电系统应选用技术先进、损耗低、谐波发射量少和能效高的节能产品。

10.0.3 港区建筑屋面等空间宜布置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港区道路照明宜利用小型风

光互补发电装置。

10.0.4 除油气化工码头外新建、改建和扩建码头工程应同步设计、建设岸电设施。

10.0.5 港区宜设置设备和车辆的充电设施。

10.0.6 供电系统设计应根据港区用电负荷分布情况合理确定降压站、变电所的数量和

位置。降压站、变电所宜靠近负荷中心。

10.0.7 供电系统应简单可靠，同一电压等级的配电级数高压不宜多于两级，低压不宜多

于三级。

10. 0. 8 200kW 及以上带式输送机电机和装机功率在 400kW 及以上的大型机械，宜采用

高压供电；200kW 以下电机和装机功率在 400kW 以下的大型机械，应结合线路损耗和变

压器损耗等因素确定供电电压等级。

10.0.9 供电系统设计应根据负荷性质及运行方式合理确定变压器负荷率。

10.0.10 设备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0.0.10.1 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的有关规定。

10.0.10.2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机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GB 18613 ）的有关规定。

10.0.10.3 有连续调速运行要求的电动机采用变频调速装置时，变频器的谐波限值、

能效等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变频调速设备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NB/T 10463 ) 

的有关规定。

10.0.10.4 大电流稳定负荷供电线路宜按经济电流密度校验导体截面。

10.0.11 供电系统 lOkV 及以上的功率因数应满足供电部门规定，0.4kV 的功率因数不

应低于 0. 90 

10.0.12 用电设备自然功率因数达不到要求时，应设无功补偿装置，当采用并联电力电

容器作为无功补偿装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0.0.12.1 低压部分的无功功率应由低压电容器补偿。

10.0.12.2 高压部分的无功功率宜由高压电容器补偿。

10.0.12.3 容量较大、负荷平稳且经常使用的用电设备的无功功率宜单独就地补偿。

10.0.12.4 补偿基本无功功率的电容器组应在配电所内集中补偿。



10 供电J且明

10.0.12.5 负荷变化剧烈时应采用微机控制的动态无功补偿o

10.0.13 供电系统应采取抑制谐波的有效措施。

10.0.14 照明设计应合理选择照度标准并合理进行照明设施的选型和布置。

10.0.15 室外大面积照明应能够分组控制，并宜根据生产作业、保安和道路安全的要求，

采用光控、定时等自动控制方式或集中控制方式进行控制。

10.0.16 大型机械作业区域应充分利用机上照明。

10.0.17 室内外照明应采用高效节能型光源节能型镇流器并应选择相适应的高效节

能型灯具。

10.0.18 气体放电光源应进行就地无功补偿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90

10.0.19 变电所应设置电气综合自动化系统，并预留与管理信息系统的接口，变电所主

要出线回路应配置有测量电度功能的多功能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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