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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

定编制。

本文件共分9章，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符号、站址选

择和站区布置、电气部分、系统及电气二次、土建部分、环境保护及节能、劳动安全

和职业卫生等。

本文件由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深圳供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共同起草编写，并

负责本文件修编及解释工作。如有建议请反馈（寄送）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基建部（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一路 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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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归口深圳市电力行业协会。

本标准于2020-12-29首次发布，2021-1-1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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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推动深圳电力高质量发展，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协调电力设施与城市建设融合

发展，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服务深圳“双区”建设，依据国家和行业相关法规、

标准，融入变电站数字化、智能化、消防、隔振、降噪等新技术，达到附建式变电站

建设及运营安全可靠、先进适用、经济合理、环境友好的要求，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已有科研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

并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

附建式变电站非独立占地布置，建设规模依据深圳中长期电网规划及电网结构布

局确定，工艺布置按南方电网标准设计模块进行优化组合。

深圳220/20kV附建式变电站工程的设计除应执行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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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220/20kV 附建式变电站设计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220/20kV附建式变电站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设计。

与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建筑贴邻布置的附建式变电站不适用本标准。

注1：遵循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5.2.6条的规定。

注2：与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建筑贴邻布置的附建式变电站应按消防审查规定的特殊流程申

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6《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8702《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23864《防火封堵材料》

GB 5000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5《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5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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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0064《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

GB/T 50065《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1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 50222《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9《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GB 50370《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1251《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09《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DL/T 860《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

DL 5002《地区电网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

DL 5003《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

DL/T 5136《火力发电厂、变电站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DL/T 5155《220kV～1000kV变电站站用电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02《电能量计量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8《220kV～750kV变电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22《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

DL/T 5242《35kV～220kV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

DL/T 5352《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DL/T 5390《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

DL/T 5457《变电站建筑结构设计技术规程》

3 术语和符号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附建式变电站

按变电站终期规模组成集约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化方案，与主体建筑统一设

计、同步建造的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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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建式变电站分为嵌入式附建变电站、贴邻式附建变电站。

3.2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

全部或部分嵌入主体建筑的地上主体正投影下方或其裙房中的附建式变电站。

3.3 贴邻式附建变电站

与其它建筑贴邻建造或相邻建造，两者之间的间距小于现行 GB 50016《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规定的最小防火间距，其上方无其它建筑的附建式变电站。

4 站址选择和站区布置

4.1 站址选择

4.1.1 站址选择应满足其生产、运行、检修、运输等条件。

4.1.2 附建式变电站应与主体建筑统筹布局，场区地面道路、地下管线、电缆通道

等，应满足变电站设备运输、吊装和电缆线路进出的要求。

4.1.3 设备运输道路的转弯半径、宽度、限高等应满足大件设备运输、试验、检修

要求。道路下方有地下设施的部位，应校核其承载能力。

4.1.4 站址场区设计标高应高于重现期频率为 1%的洪水水位及历史最高内涝水位。

4.2 总体布置

4.2.1 附建式变电站总体布置及疏散布置应符合现行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229《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的相关规定。

4.2.2 附建式变电站与主体建筑应统筹设计、同步施工，土建工程应按终期规模一

次建设完成。

4.2.3 总体设计方案应结合变电站终期规模、工艺布置、设备运输、消防、建筑通

风、环境保护等因素综合确定。

4.2.4 附建式变电站布置应优先考虑贴邻式布置。采用嵌入式布置时，应优先布置

在主体建筑的裙房，且宜布置在地上到地下一层之间，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

一层、下一层或贴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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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附建式变电站与主体建筑相邻侧应采取隔离措施。嵌入式布置时，变电站上

部应设置架空隔离层。

4.2.6 场区竖向布置宜采用平坡式，综合坡度不应大于 2%，室内外高差不宜小于

300mm。

4.2.7 附建式变电站建筑宜至少两侧紧邻道路，道路与外墙之间距离应满足电气设

备临时堆放、组装和转运的要求。

4.2.8 场区绿化不应影响变电站的运行和检修。

4.2.9 事故油池的设置应符合现行 GB 50229《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的相关规定。

4.2.10 附建式变电站的进出线应采用电缆。

4.2.11 主体建筑项目红线范围内应预留变电站配套电缆和管线通道。

5 电气部分

5.1 电气主接线

5.1.1 电气主接线应符合现行 DL/T 5218《220kV～750kV 变电所设计技术规程》的

相关规定。

5.1.2 在满足电网规划和可靠性要求的基础上，220kV 配电装置宜采用双母线双分

段接线。20kV 配电装置宜采用单母线分段环形接线。

5.2 电气平面布置

5.2.1 电气平面布置应符合现行 DL/T 5218《220kV～750kV 变电所设计技术规程》

的相关规定。

5.2.2 电气设备布置应布局紧凑合理，设备房间在满足改扩建、安装、运输、维护、

检修试验的前提下，应与主体建筑的结构柱网相互配合。

5.2.3 主变压器宜采用本体和散热器分体布置于地面层，并设置防火墙隔离。

5.2.4 干式铁芯并联电抗器宜设置独立的设备基础。

5.2.5 无功补偿装置应与主变对应分组布置在独立的设备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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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主变压器

5.3.1 主变高压侧宜通过架空转电缆与 220kV 配电装置连接。

5.3.2 对于新建/扩建主变，宜进行直流偏磁电流计算评估。计算评估的直流偏磁电

流超过 10A 时，应配置直流偏磁抑制装置；对于可能受城市轨道交通（如地铁）影响

的主变，经专题研究后认为有必要时可配置直流偏磁抑制装置。

5.3.3 变压器中性点应允许长时通过不超过 10A/台的直流偏磁电流，而不影响变压

器的正常运行。

5.3.4 附建式变电站应采用节能环保的电力变压器。

5.4 高压配电装置

5.4.1 配电装置设计应符合现行 DL/T 5352《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

5.4.2 配电装置宜采用数字化、智能化、小型化设备。

5.4.3 GIS 室宜设置设备吊装用的挂点或轨道等辅助设施取代行车。

5.4.4 20kV 配电装置室应按管理需要进行物理空间划分。

5.5 无功补偿装置

5.5.1 无功补偿装置设计应符合现行 DL/T 5242《35kV～220kV 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

设计技术规定》的相关规定。

5.5.2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的无功补偿设备应采用不燃介质的设备；贴邻式附建变电

站的无功补偿设备可采用常规设备。

5.5.3 动态无功补偿设备宜采用水冷方式，并布置在通风条件良好的位置，不应布

置在地下层。

5.6 站用电系统

站用电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DL/T 5155《220kV～1000kV 变电站站用电设计技术规

程》的相关规定。

5.7 导体

导体设计应符合现行 DL/T 5222《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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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过电压保护和接地

5.8.1 过电压保护和接地应符合现行 GB/T 50064《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

缘配合设计规范》、GB/T 50065《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

5.8.2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的建筑防雷应与主体建筑统筹设计，并应满足两者中设防

级别较高的要求。

5.8.3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接地网应与主体建筑统筹设计，设计使用年限应与主体建

筑寿命相同。

5.8.4 人工接地网应采用铜导体。嵌入式附建变电站室内接地母线及设备接地线应

采用铜导体。

5.8.5 人工接地网宜独立布置在变电站投影正下方；当接地电阻值不满足要求时，

人工接地网可与主体建筑的接地网连接，连接点不少于 8个并确保可靠连接。主体建

筑的接地网金属体需可靠连接。

注：可靠连接指金属之间的连接需多点焊接。

5.8.6 附建式变电站接地网可与站外电缆沟内接地导体相连，且应设置连接点，连

接点设置断接卡。

5.8.7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应在变电站正下方主体建筑内均匀设置地网试验检测点，

不少于 4个。

5.8.8 附建式变电站接地网与主体建筑的接地网连接时，应考虑跨步电压、接触电

势、接地故障地电位升高对主体建筑内设备的影响。

5.9 电缆选择与敷设

5.9.1 电缆的选择与敷设应符合现行 GB 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的相关规

定。

5.9.2 附建式变电站应采用铜芯 A级阻燃电缆。嵌入式附建变电站的控制电缆和 1kV

以下动力电缆应采用低烟无卤电缆。

5.9.3 站内高压电缆不应设置电缆中间接头。

5.9.4 进出线涉及穿越主体建筑的应选择最短路径。线路通道应采取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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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防火封堵

5.10.1 附建式变电站电缆防火及防火封堵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GB 50016《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 50229《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 50217《电力工程

电缆设计标准》的相关规定。

5.10.2 附建式变电站防火封堵材料应符合现行 GB 23864《防火封堵材料》的相关

规定。

5.11 照明

5.11.1 附建式变电站电气照明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GB 51309《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DL/T 5390《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的相

关规定。

5.11.2 附建式变电站室外区域照明应由主体建筑统一设计。

6 系统及电气二次

6.1 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

附建式变电站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GB/T 14285《继电保护和安

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GB/T 50062《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的

相关规定。

6.2 调度自动化

6.2.1 附建式变电站调度自动化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DL 5002《地区电网调度自动化

设计技术规程》、DL 5003《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6.2.2 附建式变电站电能计量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DL/T 5202《电能量计量系统

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6.2.3 附建式变电站二次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国能安全［2015］36 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方案和评估规范的通知》、《南方电网

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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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计算机监控和二次接线

6.3.1 附建式变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DL/T 5149《220kV～500kV

变电所计算机监控系统设计规程》、DL/T 5103《35kV～220kV 无人值班变电站设计技

术规程》、DL/T 860《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的相关规定。

6.3.2 附建式变电站测量与计量装置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GB 50063《电力装置的电测

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DL/T 5137《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

规定。

6.3.3 附建式变电站时间同步系统的时钟天线宜设置在主体建筑屋顶信号接收良好

处，并按需要设置防雷及安防设施。

6.3.4 附建式变电站二次接线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DL/T 5136《火力发电厂、变电站

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

6.4 通信

6.4.1 附建式变电站系统通信的设计应符合现行DL/T 5391《电力系统通信设计技术

规定》的有关规定。

6.4.2 附建式变电站远动、继电保护和电话的通道宜采用光纤通信方式。变电站至

上级调度至少应有两个独立的通信通道。

6.4.3 附建式变电站通信设备应具有两路独立的电源供电。

6.5 直流系统及不间断电源

6.5.1 附建式变电站直流电源的设计应符合现行DL/T 5044《电力工程直流电源系统

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6.5.2 附建式变电站不间断电源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DL/T 5491《电力工程交流不

间断电源系统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6.6 辅助控制系统

6.6.1 附建式变电站应设置辅助控制系统。辅助控制系统由视频及环境监控、火灾

自动报警、一次设备在线监测子系统组成。

6.6.2 附建式变电站应设置一套视频及环境监控系统，满足全站的安全、防火、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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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及环境监控功能。宜具备与变电站内事件、设备操控、事故处理、照明控制协同联

动功能，并具有就地、远程视频巡检、红外测温及视频工作指导的功能。视频及环境

监控系统信号应上传至变电站视频监控中心。

6.6.3 附建式变电站采用六氟化硫设备的房间，应分别在其设备室及与设备室有空

间连通的房间配置六氟化硫气体监测装置。

6.7 二次设备布置

6.7.1 附建式变电站二次设备室的位置选择应综合考虑便于疏散、节省控制电缆和

有较好的朝向等因素，应考虑防尘、防潮，避开强电磁场、强振动源和强噪声源的干

扰。

6.7.2 附建式变电站宜综合考虑控制、保护、远动和通信等二次设备的布置。继电

器室和通信室宜合并设置。

6.7.3 附建式变电站二次设备室应按管理需要进行物理空间划分。

7 土建部分

7.1 建筑

7.1.1 附建式变电站的建筑设计应符合现行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的相关规定。

7.1.2 建筑设计：

1）附建式变电站应与主体建筑统一设计，统筹利用共用设施和公共资源；

2）嵌入式附建变电站建筑设计应满足变电站和主体建筑中建筑类别等级较高者

的要求；

3）附建式变电站平面及竖向布置不应穿插布置变电站以外的其他设施和房间；

4）主体建筑应为附建式变电站提供电气设备安装、检修及运输的便利条件；

5）附建式变电站主要设备室净高根据规模和工艺要求确定

6）附建式变电站不宜采用开启式外窗。变电站底层不宜设窗，如确有需要应设

置具备防盗措施的高窗。门窗设置应符合南方电网《变电站附属设施防台风加固指导

意见》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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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建筑装修：

1）附建式变电站建筑内装修应安全、实用、经济、美观，其装修材料应符合现

行 GB 50222《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的相关规定；

2）附建式变电站室内、外装修应采用燃烧性能为 A级的装修材料；

3）嵌入式附建变电站与主体建筑之间的架空层不应设置可燃材料装饰物。

7.2 消防

7.2.1 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 GB 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的相关规定。

7.2.2 附建式变电站可视为主体建筑的附属设施。贴邻式附建变电站和火灾危险性

为丁类的嵌入式附建变电站，其防火设计应按照丙类火灾危险性厂房的要求进行设

防。

注：按照GB 50229《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11.1.1条的规定，嵌入式附建变电

站采用不燃介质设备时，火灾危险性为丁类。

7.2.3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所有设备房间均应采取自动灭火设施。

7.2.4 附建式变电站与主体建筑相邻侧应采取隔离措施：

1）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2）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楼板。

7.2.5 附建式变电站应设置不少于 2 个独立的安全出口。楼梯间应符合主体建筑的

防火设计要求。

7.2.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 GB 501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的相关规

定，变电站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应独立配置，其消防报警信号应同时上传供电局安

防系统和主体建筑消防控制中心；主体建筑的消防报警信号应上传供电局安防系统。

7.2.7 附建式变电站与消防相关的负荷应按一级负荷供电。

7.2.8 附建式变电站消防泵房宜独立设置。

7.2.9 附建式变电站宜利用主体建筑的消防水池，其容量应满足变电站消防要求。

7.3 结构

7.3.1 结构设计应符合GB 500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0《混凝土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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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规范》、GB 5000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L/T 5457《变电站建筑结构设计

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7.3.2 附建式变电站的结构安全等级、设计使用年限应满足变电站及主体建筑两者

等级较高的设计要求。

7.3.3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结构应与主体建筑整体计算。

7.3.4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整体结构自震频率与电气设备自震频率相近时，电气设备

安装时应采取隔振减振措施，避免电气设备与建筑物产生共振。

注：电气设备自振频率为50Hz的倍数。

7.3.5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宜设置2个独立的沉降观测点。

7.4 建筑防水

7.4.1 建筑防水设计应符合SJG 19《深圳市建设工程防水技术标准》的相关规定。

7.4.2 附建式变电站防水应符合下列原则：

1）屋面宜采用倒置式屋面做法，按照 I 级防水等级，A 类防水设防；

2）外墙防水设计应由主体建筑统一设计；

3）地下工程按照 I 级防水等级，A类防水设防。

7.4.3 电缆、接地线和其它管道穿越建筑外墙、屋面时，应在穿越处设置防水法兰

或防水套管。

7.4.4 附建式变电站地下层应设置自动排水系统，机械排水的出水管段上应采取防

止废水回灌措施。

7.5 通风和空气调节

7.5.1 通风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火

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 50019《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的相关规定。

7.5.2 附建式变电站应设置独立的送、排风系统。

7.5.3 附建式变电站具备自然进风条件时，宜采用自然进风、机械排风的方式。排

风口应远离人员活动区域并作消声处理。

7.5.4 变压器室应设独立的通风系统。变压器室之间的通风系统不应合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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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设备房间的通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表7.5.5 的要求，其余房间的通风、

空气调节应符合DL/T 5218《220kV～750kV变电站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表 7.5.5 变电站主要设备室的通风、空气调节要求表

序

号
主要功能房间

空气调节

要求
通风要求 备注

1 电缆夹层 / 6 次/h

2 GIS 室 /
正常 4次/h（下部）

事故 6次/h（上、下部）

事故通风由下部正常通风系统

和上部事故排风系统共同保证。

3 20kV 配电装置室 ≤35℃ 事故 12 次/h 事故风机可兼做正常通风风机，

4 免维护式蓄电池室
≤30℃

≥20℃

正常 3次/h

事故 6次/h
注 1、2

5
主变室（无油）

/油浸
/

夏季排风≤35℃/40℃，

进排风温差≤15℃

6 电容器、电抗器室 /
排出室内设备余热（夏季

排风≤40℃）/ 12 次/h

排风量取排出室内设备余热所

需风量和 12 次/h 两项较大值

7 接地变室 /
排出室内设备余热（夏季

排风≤35℃）/ 12 次/h

排风量取排出室内设备余热所

需风量和 12 次/h 两项较大值

8 继电器及通信室 24～28℃ ≥6次/h 相对湿度≤40～65%

9
动态无功补偿

装置室
≤35℃ 事故 12 次/h 设备余热由其自配装置排出

注 1： 正常排风风机风量宜按 2×100%配置，事故排风机可由 2 台平时排风机共同保证

注 2： 通风风机应为防爆型

7.5.6 火灾后通风的换气次数应符合 GB 50229《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

准》、GB 50370《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

7.5.7 主变室、电容器室、电抗器室、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室通风量应按排除设备发

热量计算值与表 7.5.5 中规定的较大者取值，其参数的选择应符合现行 GB 50019《工

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

7.5.8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室应采用机械通风，室内气流组织应均匀，避免气流短路

或死角，且室内空气不应再循环。室内正常通风系统的吸风口应尽量靠近地面布置，

排风口应设在室外，远离人员活动区域，并应考虑防止气流短路。

7.5.9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室应装设六氟化硫及氧气含量检测装置，室内空气中六氟

化硫含量不得超过 6000mg/m³。正常运行时的通风换气次数按不少于 4次/h 计算，吸

风口应设置在室内下部。事故排风宜由正常通风的下部排风系统和上部排风系统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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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事故通风量按换气次数不少于 6次/h 计算。

7.5.10 通风口等墙上开孔部位应采取防雨、防小动物及滤尘的措施。

7.5.11 出风口下檐高出室外地坪不宜小于 1.2m；当出风口外侧为公共人行通道时，

出风口下檐高出人行道不应小于 2.0m。

7.5.12 通风空调设备在断电恢复供电时，应具备自启动功能。

7.5.13 风机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当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切断火灾区域的通风

风机电源，同时开启疏散通道排烟风机，并配合消防系统进行火灾区域的防火隔断和

事故后的通风。

7.5.14 设置气体灭火设施的房间，所有与外部连通的通风管道上均应设置与消防系

统联动关闭的电动防火阀，通风百叶窗应具有电动关闭的功能。当火灾发生时，在消

防系统喷放灭火气体前，通风设备的防火阀、防火风口、电动风阀及百叶窗应能自动

关闭。

7.5.15 嵌入式附建变电站的空气调节可采用多联机或中央空调。

7.6 给水与排水

7.6.1 给水与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GB 50015《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的相关规定。

7.6.2 附建式变电站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及雨水采用分流制，应与主体建筑统一考

虑。

8 环境保护及节能

8.1 电磁环境与噪声

8.1.1 附建式变电站应符合现行GB 8702《电磁环境控制限值》的相关规定。

8.1.2 附建式变电站应整体屏蔽，主变室、继电器及通信室应局部屏蔽。

8.1.3 附建式变电站厂界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符合现行GB 3096《声环境质量标

准》、GB 1234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相关规定。

8.1.4 噪声应从声源上进行控制，宜选用低噪声设备。

8.1.5 对运行时产生振动的电气设备、大型通风设备等，应设置减振降噪措施。

8.1.6 附建式变电站宜利用站内设施如建筑物、绿化等减弱噪声对环境的影响，主



T/SDL 2-2020

14

变室应采取消声、隔声、吸声、减振等噪声控制措施。

8.2 污水排放

附建式变电站排出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应符合现行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的相关规定，并与主体建筑统一设计。

8.3 节能

8.3.1 附建式变电站的节能设计应与主体建筑节能统一设计，并应符合国家和深圳

市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以及现行DL/T 5218《220kV～750kV变电所设计技术规程》的

相关规定。

8.3.2 附建式变电站应符合深圳市政府253号令《深圳市绿色建筑促进办法》及《南

方电网公司3C绿色电网建设指南（变电站绿色部分）》的相关规定。

9 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

9.1 一般规定

9.1.1 附建式变电站设计应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的法令、标准和规定，并

应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9.1.2 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设施应与主体建筑统一设计、同步施工、统筹管理。

9.2 劳动安全

9.2.1 生产场所和附属设施等场所及建筑的防火分区、防火分隔和安全疏散等的防

火设计，应符合现行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火力发电厂与变电

站设计防火标准》的相关规定。

9.2.2 安全疏散的设施应符合现行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1309-201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DL/T 5390《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

设计技术规定》的相关规定。

9.2.3 防电击保护设计应符合现行 GB 5005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DL/T 5218

《220kV～750kV 变电所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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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职业卫生

9.3.1 职业卫生应符合现行DL/T 5218《220kV～750kV变电所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

规定。

9.3.2 电磁防护设计应符合现行GB 8702《电磁环境控制限值》、DL/T 5218《220kV～

750kV变电所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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