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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益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规范工程设计工

作，提高设计能力，全面推广应用国家电网公司标准化建设成果，推进基建新技术应用，适应坚强智能

电网的建设要求，对原《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架空输电线路）》（Q/GDW 
166.1-2007）进行修订，形成以下系列标准： 
    Q/GDW 166.1-2010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 1 部分：110（66）kV 架空输电线路 

Q/GDW 166.6-2010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 6 部分：220kV 架空输电线路 
    Q/GDW 166.7-2010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 7 部分：330~750kV 交直流架空输电线路 

本次修订，紧紧围绕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加强设计管理，强化应用全寿命周期管理理念和方法，依

托“三个目录”（标准化建设成果目录、基建新技术研究目录、基建新技术推广应用实施目录），提高“三

通一标”应用率，推进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进一步提高工程设计的精益化、标准

化水平。 
本次修订，为适应电网建设新的要求，认真总结了输电线路工程设计经验，广泛征求网省公司、建

设管理、设计、设计评审等单位意见。增加在线监测等智能电网线路环节设计技术要求，深化、细化走

廊清理设计，增加了防舞动、防强风、防闪络等抵御灾害的技术措施要求。对于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已确

定的结论，如电力系统部分，本次修订进行了简化。 
本规定共分 24 章，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总则、总的部分、线路路径、气象条件、导

线和地线、绝缘配合、防雷和接地、绝缘子串和金具、导线对地和交叉跨越距离、杆塔和基础、在线监

测、对电信线路和无线电台站的影响及其防护、环境保护、劳动安全、运行维护、主要设备材料表、特

殊施工方案、专题报告、图纸、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概算部分、附件。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归口。  
本规定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北京市电力公司、北京电力设计院 
本规定参加单位：江苏省电力公司、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河南省电力公司、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本规定主要起草人：孙竹森 张强 史梓男 李东亮 李显鑫 夏泉 刘昱 李志鹏 郭庆宇 张慧

翔 朱占巍 吕健 陶礼学 郭咏华 安巍 李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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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 1 部分：110（66）kV 架空输电线路 

1 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 110（66）kV 交流架空输电线路(以下简称线路)新建工程的初步设计。技术改造

线路工程可参照执行。大跨越设计参照 33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中相关章

节执行。 
本规定只对设计的内容深度作出要求，不作为各设计单位内部专业分工和卷册划分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国家电网公司标准化成果（输变电工程通用设计、通用设备）应用目录 
国家电网公司基建新技术研究及应用集约化管理办法 
电网工程限额设计控制指标 
Q/GDW 248-2008 输变电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管理规程 

3 总则 

3.1 应遵守的规定和程序 

3.1.1 国家各项技术方针、政策、法规，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以及上级部门对工程建设的要求。 
3.1.2 国家及其有关部门颁发的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规定。 
3.1.3 “三通一标”和“两型三新”建设原则。 
3.1.4 城乡规划、建设用地、水土保持、环境保护、防震减灾、地质灾害、压覆矿产、文物保护及劳

动安全卫生等相关要求。 
3.2 初步设计文件内容 

3.2.1 线路初步设计文件内容 

a) 设计说明书及图纸； 
b) 专题报告； 
c) 概算书； 
d) 勘测报告(水文气象、岩土工程等报告)。 

3.2.2 初步设计说明书内容应包括下列部分 

a) 总的部分； 
b) 线路路径； 
c) 气象条件； 
d) 导线和地线； 
e) 绝缘配合； 
f) 防雷和接地； 
g) 绝缘子串和金具； 
h) 导线对地和交叉跨越距离； 



Q / GDW 166.1 — 2010 

2 

i) 杆塔和基础； 
j) 在线监测； 
k) 对电信线路和无线电台站的影响及其防护； 
l) 环境保护； 
m) 劳动安全； 
n) 运行维护； 
o) 主要设备材料表； 
p) 附件。 

3.3 内容深度的基本要求 

3.3.1 对重要技术方案应进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提出推荐方案。 
3.3.2 具体的内容深度在本规定各第 5 章～第 25 章节中分别说明。 
3.3.3 本规定未能涉及的问题，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加以说明。 
3.3.4 当采用现行的通用设计时，相应部分可适当简化。 
3.3.5 结合工程具体情况，在相关章节论述抵御自然灾害的措施（防闪络、防舞动、防强风倒塔等）。 
3.3.6 初步设计文件应包含外委项目的评审意见或报告，主体设计单位应负责概算汇总。 
3.3.7 设计文件齐全，计算准确，文字说明清楚，图纸清晰、正确。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初步设计

文件可分册出版。 

4 总的部分 

4.1 工程设计的主要依据 

4.1.1 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核准的工程文件。 
4.1.2 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评审文件。 
4.1.3 设计中标通知书或委托文件。 
4.1.4 工程设计有关的规程、规范。 
4.2 工程建设规模和设计范围 

4.2.1 线路起落点、额定电压、输送功率、导线型号、线路长度和回路数(是否同杆并架)、中间落点

及引接方式。 
4.2.2 线路的本体设计及其影响范围内的电信线路和无线电台（站）的干扰与危险影响的保护设计、

工程概算、以及运行维护的辅助设施等。 
4.2.3 线路走廊清理设计。 
4.3 接入系统概况及建设期限 

4.3.1 接入系统概况（简述必要性和建设规模）。 
4.3.2 两端发电厂或变电站进出线规模以及 T 接点概况。 
4.3.3 建设期限。 
4.4 主要技术经济特性 

4.4.1 线路路径长度、曲折系数、杆塔数量（直线塔、转角塔等）。 
4.4.2 沿线地形、地貌分布和交通概况。 
4.4.3 主要造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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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造价表                

造价 

项目 

可研 

(万元) 

初设 

(万元) 

初设-可研 

(万元) 

初设单位造价 

(万元/km) 

一般线路本体工程投资       

大跨越本体工程投资     

辅助设施工程投资     

场地征用及清理费     

静态投资       

动态投资       

 
4.4.4 主要工程量单公里指标。 

表 2 主要工程量单公里指标  

项目名称 导线 地线 金具 
接地 

钢材 
绝缘子 塔材 基础钢材 

混凝 

土量 
土石方

量 

单位 t/km t/km t/km t/km 片/km t/km t/km m³/km m³/km

本工程          

通用造价          

注：绝缘子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分类统计。 

 
4.4.5 走廊通道清理及协议 

a) 厂矿企业拆迁数量，跨越民房户数，民房拆迁面积及结构类型，三线（电力线、通信线、广播

线）拆迁数量，其它拆迁数量。 
b) 林区主要树种自然生长高度、长度，树木跨越长度及砍伐数量等。 
c) 涉及补偿费用较高的项目情况说明（资金、协议内容）。 

4.5 造价分析 

4.5.1 与通用造价指标定量对比分析，说明工程量与造价的合理性。 
4.5.2 与可研指标对比分析，说明工程量增减情况。若初设概算超可研投资，应进行专项分析。 
4.6 通用设计应用情况  

4.6.1 杆塔通用设计应用情况说明，包括线路总塔数、采用杆塔通用设计的数量及模块、未采用通

用设计的塔数等。若工程未采用杆塔通用设计应说明原因，并说明是否按照杆塔通用设计原则进行

设计。 
4.6.2 金具通用设计应用情况说明，包括线路总串数、采用金具通用设计的串数量，未采用通用

设计的串数量等。若工程未采用金具通用设计应说明原因，并说明是否按照金具通用设计原则进

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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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通用设计应用情况 
电压等级 110kV 

架设回路数    

线路长度（km）  

导线型号  

气象条件（风速/覆冰）  

地形条件    

工程概况 

杆塔总数（基）  

通用设计模块编号    

塔型模块应用数量    

自行编制塔型模块应用数  
杆塔设计 

其他（以大代小等情况）  

附注：表中模块编号应对照《国家电网公司标准化成果（输变电工程通用设计、通用设备）应用目录》进行选取。 

 
4.7 “两型三新”应用情况 

说明工程应用国家电网公司“两型三新”线路设计建设导则的情况。 
4.7.1 线路规划。 
4.7.2 路径选择。 
4.7.3 电气部分。 
4.7.4 杆塔。 
4.7.5 基础。 

5 线路路径 

5.1 变电站进出线布置 

变电站本期和远期间隔排列，进出线终端塔布置和方向；与已有和拟建线路相互关系，远近期过渡

方案。 
5.2 线路路径方案 

5.2.1 路径复杂或拆迁量较大的工程应采用全数字摄影测量技术进行路径方案优化选线。 
5.2.2 路径方案应满足与铁路、高速公路、机场、雷达、电台、军事设施、油气管道、油库、民用爆

破器材仓库、采石场、烟花爆竹工厂等各类障碍物之间的安全距离要求或相关协议要求。 
5.2.3 路径方案应结合林区、重冰区、舞动区、微地形、微气象等因素进行优化调整。 
5.2.4 详细描述各路径方案，包括线路走向、行政区、沿线海拔高程、地形、地质、水文、交通运输

条件、林区、重冰地段、舞动范围及等级、主要河流、城镇规划、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区其它重要设

施及重要交叉跨越等。 
5.2.5 各路径方案技术经济比较和论证结果。 
5.2.6 路径推荐方案简要说明，包括行政区、地形比例、林区长度及重要交叉跨越等。 
5.2.7 列表说明沿线主要单位协议情况。 
5.3 走廊清理 

5.3.1 说明线路走廊清理原则（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环评报告和批复、规程规范的要求）。 
5.3.2 对线路经过走廊清理费用较高的地区，宜采用卫片、航片、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等手段，对走

廊清理工程量进行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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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走廊清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应说明拟拆迁或跨越的房屋情况,包括建筑物的属性、规模、结构分类、价格。 
b) 拆除或迁移“三线”（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线）的情况说明。 
c) 林区主要树种自然生长高度、长度，树木跨越长度及砍伐数量、价格等。 
d) 拟拆迁、压覆厂矿的类型、所属单位、规模、数量、费用。 
e) 拟拆除或迁移改造道路或管线的所属单位、类型、等级、数量、费用。 
f) 对导航台、雷达站、通信基站等特殊障碍物的影响。 
g) 当走廊清理规模较大时，应提供相应专题报告或由建设方委托第三方完成的评估报告。 
h) 其它。 

6 气象条件 

6.1 气象条件的选择 

6.1.1 气象资料来源，包括气象台（站)）的名称，周围环境，与线路的相对距离、风速记录表、记录

方式等。 
6.1.2 根据气象资料经数理统计并换算为线路设计需要的基本风速计算值，结合所经地区荷载风压图

和风压值换算的基本风速、沿线风灾调查资料以及所经地区已有线路运行经验，综合分析提出设计采用

的基本风速值和区段划分，以及必要的稀有验算风速，宜采用典型气象区。 
6.1.3 调查沿线冰凌情况，结合附近已有线路采用的设计覆冰值与运行经验，提出设计选用的覆冰值

及需验算的稀有覆冰值和区段划分。 
6.1.4 收集路径所经地区 高气温、 低气温、年平均气温、雷暴日数和土壤冻结深度。 
6.1.5 调查沿线已建成线路运行情况(风灾、冰灾、雷害、沙尘、舞动等)，必要时专项论述。 
6.1.6 对线路沿线微地形、微气象情况进行调查描述，明确需要采用的加强措施或说明进行避让的情

况。 
6.2 设计采用的气象条件一览表 

表 4 设计采用的气象条件 
项  目  气温（℃）  风速（m/s）  覆冰厚度（mm）  

高气温     

低气温     

平均气温     

基本风速     

操作过电压     

雷电过电压     

安  装     

带电作业     

覆  冰     

平均年雷暴日数（d）   

冰的密度（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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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导线和地线 

7.1 导、地线选型 

7.1.1 新建线路根据系统要求的输送容量确定导线截面。对高海拔、重冰区、大气腐蚀等地区，应对

不同材料结构的导线进行电气和机械特性比选，采用年费用 小法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导线

型号、分裂根数。论述分裂间距和排列方式。推荐方案应满足输送容量、环境影响、施工、运行维护的

要求，体现可靠性、经济性和社会效益。 
7.1.2 增容改造线路应对增容导线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比较，确定导线型式。 
7.1.3 根据系统通信、导地线配合和地线热稳定等要求确定地线型号，如采用良导体地线时，应论证

其必要性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如采用 OPGW 光缆，应论证其选型及分流地线。 
7.1.4 列表给出导线和地线（含 OPGW 光缆）的机械电气特性。 
7.2 导、地线防振 

7.2.1 确定导线和地线的 大使用张力，平均运行张力及其防振措施。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择防振

锤的型式。 
7.2.2 分裂导线采用的间隔棒型式及布置方式。 
7.3 导、地线防舞 

7.3.1 结合工程具体情况，论述舞动区范围及等级确定。 
7.3.2 根据舞动区等级划分，采取相应的防舞措施。 

8 绝缘配合 

8.1 确定污区划分原则 

8.1.1 参照电力系统污区分级与外绝缘选择标准的有关规定。 
8.1.2 污区划分按沿线等值附盐密度、附灰密度、污湿特征、运行经验，并结合各省 新污区分布图

的定级来确定污秽等级。 
8.2 污区划分 

8.2.1 沿线污染源、污湿特征、沙尘天气等调查及分析。 
8.2.2 根据邻近线路运行经验，结合污秽发展情况，确定污区等级及泄漏比距。 
8.3 绝缘子选型 

分析瓷、玻璃、棒式（复合、瓷棒）等绝缘子技术特点，结合运行经验（污闪、冰闪等）和工程实

际情况，推荐绝缘子型式。 
8.4 绝缘子片数选择 

8.4.1 按照泄漏比距法确定绝缘子片数。 
8.4.2 校核操作过电压要求的绝缘子片数。 
8.4.3 校核雷电过电压要求的绝缘子片数。 
8.4.4 在覆冰严重的地区还应满足冰闪对绝缘子片数的要求。 
8.4.5 高海拔地区绝缘子串的片数按相关规定进行修正。 
8.4.6 列表给出绝缘子配置及绝缘子机械电气特性。 
8.5 空气间隙 

8.5.1 提出各种运行工况下相应的空气间隙值。 
8.5.2 高海拔地区的空气间隙值按相关规定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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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雷和接地 

9.1 防雷设计 

9.1.1 调查沿线雷电活动情况和附近已有线路的雷击跳闸率。 
9.1.2 根据防雷需要，确定地线布置型式和保护角，以及档距中央导线与地线间的 小距离。对雷电

活动较多地区应采取相应措施。 
9.1.3 耐张塔跳线防雷保护设计。 
9.2 接地设计 

9.2.1 因地制宜采用不同接地装置型式。 
9.2.2 高土壤电阻率地段采用环保的降阻措施。 
9.2.3 论述特殊地区（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强雷电活动地区等）的接地设计方案。 

10 绝缘子串和金具 

10.0.1 导线和地线的悬垂串、耐张串组装型式和特点。 
10.0.2 说明导线和地线的悬垂串、耐张串组装型式和特点；提出各种工况下绝缘子串和金具的安全系

数；说明接续、防振等金具的型式及型号。 
10.0.3 新设计金具的名称、作用及其机械电气特性。 
10.0.4 说明工程中金具通用设计的应用情况，所用模块和应用率，未采用通用设计的原因。 
10.0.5 节能型金具使用情况说明。 
10.0.6 线路经过舞动区时应对绝缘子串型及金具进行论证说明。 

11 导线对地和交叉跨越距离 

11.0.1 导线对地 小距离。 
11.0.2 导线对各种交叉跨越物的 小距离。 
11.0.3 说明树木跨越的主要原则。 
11.0.4 线路工程安装或预留防舞装置时，应校验导线安全系数及对地和交叉跨越距离。 

12 杆塔和基础 

12.1 杆塔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用相应的通用设计模块并进行说明。新设计塔型应论证其技术经济特点和使用

意义，采用通用设计的原则，并对以下内容进行说明： 
12.1.1 杆塔规划。 

a) 直线塔系列规划。 
b) 耐张转角塔系列规划。 
c) 特殊杆塔规划（直线转角塔、高跨塔、电缆终端塔等）。 
d) 杆塔规划成果及杆塔使用条件。 
e) 杆塔间隙圆图。 

12.1.2 杆塔荷载。 
对于新设计的杆塔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说明： 
a) 杆塔正常、事故、安装工况下的荷载及其组合。 
b) 杆塔设计荷载在断线、不均匀覆冰或脱冰及施工临锚等工况下的纵向张力，直线塔、耐张塔采

用纵向张力的数值。 
c) 说明安装条件和附加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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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有其它特殊荷载工况应进行说明。 
12.1.3 杆塔选型。 

a) 比选杆塔型式。 
b) 说明杆塔构件的材质和截面类型。 
c) 杆塔防腐措施、登塔设施；螺栓的防卸、防松。 
d) 提出全线杆塔汇总表，包括各种杆塔使用条件、呼称高及材料用量。 
e) 需做试验的杆塔，应给予说明，并提出专项立项报告。 

12.1.4 线路经过舞动区时，应对杆塔荷载、杆塔型式、杆塔构造及防松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证。 
12.1.5 结合运行经验和沿线灾害调查，论证局部地段防强风倒塔措施。 
12.2 基础 

12.2.1 说明沿线的地形、地质和水文情况、土壤冻结深度、地震烈度、施工、运输条件，对软弱地基、

膨胀土、湿陷性黄土等特殊地质条件作详细的描述。  
12.2.2 综合地形、地质、水文条件以及基础作用力，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基础类型，优先选用原状土

基础。说明各种基础型式的特点、适用地区及适用杆塔的情况。对基础尺寸应进行优化。 
12.2.3 线路通过软地基、湿陷性黄土、腐蚀性土、活动沙丘、流砂、冻土、膨胀土、滑坡、采空区、

地震烈度高的地区、局部冲刷和滞洪区等特殊地段时，应说明采取的措施。 
12.2.4 对新型基础应论证其技术特点和经济效益、安全性和施工可行性。需做试验的基础，应给予说

明，并提出专项立项报告。 
12.2.5 说明基础材料的种类、强度等级。 
12.2.6 线路经过直流接地极附近时，应论述基础防腐措施。 
12.2.7 如需设置护坡、挡土墙和排水沟等辅助设施时，应论述设置方案和对环境的影响。 

13 在线监测 

13.0.1 对新建线路，在运行巡视、应急抢修特别困难的局部线段，跨越主干铁路、高速公路等设施的

重要跨越段，大跨越、重覆冰、易发生舞动地区，微地形、微气象、采空区或地质不良地区等可能影响

线路安全运行的地区，论述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的类型及其必要性。 
13.0.2 结合工程实际，针对监测装置的工作环境、布点方式、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实施费用等进行

说明。 

14 对电信线路和无线电台站的影响及其防护 

14.1 设计原则和依据 

14.1.1 中性点接地系统单相零序短路电流计算结果及所依据的电力系统发展规划的期限。 
14.1.2 线路沿线大地电导率的分布及取值。 
14.1.3 收集输电线路影响范围内电信线路、无线电台站的位置及资料，绘制沿线影响范围内与各部门

电信线路(含架空线与地下电缆)接近位置平面图。 
14.2 计算、分析及推荐意见 

14.2.1 对临近线路进行危险和干扰影响计算，并对有关参数如屏蔽系数、降低系数等进行分析和采用。 
14.2.2 结合工程具体情况，对采用的防护措施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提出推荐方案。 
14.2.3 列出对沿线各电信线路的影响计算结果及其防护措施一览表，其中包括电信线路所属单位、电

信线路型式、等级，感应纵电动势、对地电压、杂音电动势的 大值，防护措施、协议情况等。 
14.2.4 列出对沿线无线电台站的影响计算结果及其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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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环境保护 

15.0.1 说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土流失区、生态保护区、植被保护措施情况。 
15.0.2 说明区域环境影响程度，提出减小对环境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15.0.3 为了减小输电线路对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提出生态保护及水土保持的措施，施工和运行的注

意事项。 

16 劳动安全 

16.0.1 说明输电线路工程应满足国家规定的有关劳动安全与卫生等要求。 
16.0.2 工程在特殊条件（高海拔、高寒等）下施工，应对施工人员劳动安全做专门论述，说明采取的

防护措施，并计列费用。 

17 运行维护 

17.0.1 配备的交通工具。 
17.0.2 运行维护及检修的通信方式和设备。 
17.0.3 检修工器具及备品，备件的配置与数量。 

18 主要设备材料表 

18.0.1 设备材料内容 

a) 线路本体部分：导线、地线、绝缘子、间隔棒、金具、钢材(杆塔、基础、接地)、螺栓、防盗

（防松）螺栓、混凝土等； 
b) 通信保护所需材料。 

18.0.2 主要设备材料表应包括名称、规格、数量等栏目，并说明是否包括运行维护工器具和备品备件，

以及是否计入设备材料损耗等。 

19 特殊施工方案 

19.0.1 一般线路不单独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大纲。 
19.0.2 对于采取人力、畜力方式难以运输的施工地段，应编写索道运输等方式的特殊施工方案，并计

列相关费用。 
19.0.3 对投资影响较大的施工方案应在初步设计说明书中进行专项论述。 

20 专题报告 

20.1 试验研究项目 

20.1.1 概述 

a) 目的和意义 
b) 工程应用及预期达到的社会经济效益 

20.1.2 研究内容及项目经费 

a) 实施方案 
b) 依据的理论及所采用的技术原理、方法 
c) 主要技术性能与指标 
d) 项目的进度计划（通过表格、甘特图等形式表示） 
e) 项目经费预算情况 

20.1.3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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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果内容及形式 
b) 研究成果在本工程的应用及效益 

20.1.4 相关文件 

a) 业主单位对项目的意见 
b) 主管单位对项目的审查意见 

20.2 其它专题 

对于其它专题项目，专题报告中应详细论证设计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性分析（达到概算深度）。 

21 图纸 

21.1 必备图纸 

a) 线路路径方案图(视线路长度情况可按 1：5 万、1：1 万、1：2 千或 1：1 千等，推荐路径方案

图一般按 1：1 万)； 
b) 杆塔型式一览图；  
c) 基础一览图；  
d) 变电站进出线规划图； 
e) 导线特性曲线或表；  
f) 地线或 OPGW 光缆特性曲线或表；  
g) 绝缘子串及金具组装图(主要型式)； 
h) 输电线路单相接地零序短路电流曲线； 
i) 接地装置图。 

21.2 视情况需要的图纸 

a) 拥挤地段平面图和走廊清理平面图； 
b) 特种(或新设计)金具图； 
c) 与线路路径方案相关的其它图； 
d) 沿线海拔高程图； 
e) 主要新设计杆塔的间隙圆图； 
f) 电力系统现状地理接线图（在初步设计报告中插图）； 
g) 电力系统远景地理接线图（在初步设计报告中插图）； 
h) 输电线路与电信线路接近位置平面图； 

22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22.1 初步设计阶段计算项目 

可参考表 22.1-1，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增减。计算书底稿不列入设计文件，一般只引述计算条件和计

算结果。 
 

表 5 计算项目 

序号 计算项目名称 
1 基本风速统计计算 
2 导线、地线或 OPGW 光缆机械特性计算 
3 电磁环境计算 
4 导线选型技术经济比较计算 
5 各路径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计算 
6 地线或 OPGW 光缆热稳定计算 
7 绝缘配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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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8 摇摆角计算 
9 对电信线路危险影响和干扰影响计算 
10 杆塔荷载条件计算 
11 杆塔计算 
12 基础计算 
13 其它工程需要的计算 

22.2 计算项目深度 

22.2.1 基本风速统计计算 
按规程规定的高度、重现期及方法进行计算。 

22.2.2 导线、地线或 OPGW 光缆机械特性计算 
包括各工况比载计算、弧垂应力计算，满足工程要求。 

22.2.3 电磁环境计算 
对高海拔地区，采用相关规程规定的公式对电晕、电磁场、无线电干扰、可听噪声等进行计算。 

22.2.4 导线选型技术经济比较计算 
对高海拔、重冰区、大气腐蚀等地区，应对不同材料结构的导线进行如下计算： 
a）技术计算： 
输电线路条件，包括机械特性、荷载特性、覆冰过载能力，对杆塔设计的影响，对施工、运行维护

的影响等。各导线方案技术计算，必须满足相关规程规定或标准的要求。 
b）经济计算： 
估算各导线方案本体投资、静态投资、损耗及运行费用等并进行经济比较。 
c）通过综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推荐导线方案。 

22.2.5 各路径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计算 
一般宜对技术和经济作综合性比较，并列表表示。对重大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宜做到概算深度。 

22.2.6 地线或 OPGW 光缆热稳定计算 
根据系统提供的等值阻抗和单相故障零序电流，计算地线和 OPGW 光缆电流分配，按系统故障切

除时间，选择地线和OPGW光缆热稳定所需要的截面；参考线路所经地区的雷电情况，确定地线和OPGW
光缆的结构型式和单丝直径。 
22.2.7 绝缘配合计算 

根据规程规定进行绝缘配合计算，确定雷电过电压、工频（或工作）电压、操作过电压时需要的绝

缘子片数及相应的空气间隙。 
22.2.8 摇摆角计算 

摇摆角计算参数按规程规定选取，提出计算条件及间隙圆图。 
22.2.9 对电信线路危险影响和干扰影响计算 

对平行及交叉的电信设施，进行危险影响和干扰影响计算，提出处理意见。 
22.2.10 杆塔荷载条件计算 

按杆塔规划成果，提出杆塔荷载条件，提供给结构专业进行杆塔计算。 
22.2.11 杆塔计算 

布置出各塔型的单线图，对典型直线塔和耐张塔按荷载条件进行计算，以此推算出各塔型的重量，

为杆塔工程量计算提供根据。 
22.2.12 基础计算 

根据全线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杆塔类型规划基础型式，对每种型式的典型基础进行计算，以此

推算出工程的基础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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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概算部分 

23.1 概述 

23.1.1 工程概况：应说明工程建设的起点和终点、路径和地理位置、额定电压、导地线截面、回路数

等情况。 
23.1.2 工程资金来源：应说明融资方式、资本金比例、融资利率、计算方法。 
23.1.3 主要技术特征： 

a) 应说明线路路径长度、曲折系数、直线塔数量、转角耐张塔数量、采用基础类型、特殊的地基

处理、土石方工程量（尖峰、基面、风偏、基坑、接地）。 
b) 应说明沿线地形分布、土质、地震烈度、地基承载力、污秽条件、设计风速、覆冰、通讯干扰。 
c) 应说明沿线交通运输情况、运输地形、运输方式、运输距离及超距离运输。 
d) 应说明路径走廊状况、植被、林木、交叉跨越、厂矿房屋拆迁、线路改造等重要的障碍物。 
e) 主要材料每公里用量。 

23.1.4 应说明项目业主、项目建设工期、可行性研究核准或批复的总投资，本期设计概算编制价格水

平年份，线路工程概算工程本体投资、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静态投资、动态投资和单位公里造价。 
23.2 编制原则和依据 

23.2.1 应说明采用的工程量、指标、定额、人工费调整及材机费调整、装置性材料价格、地方材料价

格、材料运输、编制年价差、价差预备费、取费标准、特殊项目、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等各种费用的

取用原则和调整方法、计算依据。 
a) 工程量：应有提资单及计算依据。 
b) 概算定额、预算定额：所采用的定额名称、版本、年份，采用补充定额、定额换算及调整应有

说明，定额人工费、材机调整应说明所执行的文件。 
c) 人工工资：应说明建筑、安装人工工资编制依据，人工工资调整系数及计算公式。 
d) 材料价格：应说明装置性材料价格采用的依据及价格水平年份、线路工程材料价格采用的依据，

以及信息价格采用的时间和地区，国外进口材料价格的计算依据。 
e) 材料运输：应说明材料运输的计算依据，超距离运输的计算方法。 
f) 编制年价差：应说明材料价差的调整和计算方法。 
g) 价差预备费：应说明计列价格上涨指数所采用的计算方法。 
h) 取费标准：应说明其它直接费、间接费的编制依据。其它费用应着重说明超出行业标准规定的

费用编制依据。 
i) 特殊项目：应有技术方案和相关文件的支持，按概算要求编制。 
j) 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应说明建设场地征用及场地拆迁赔偿所执行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和各

项费用的单价、数量及价格计算依据。 
23.2.2 其它有关说明：主要说明概算中未曾统一、待定工程和费用，设计未予确定的暂列费用等问题，

提请设计审查时核定。 
23.3 投资分析 

23.3.1 对工程初步设计概算与可行性研究估算投资进行分析比较，阐述其增减原因。 
23.3.2 与通用造价进行对比分析。 
23.4 概算表及附表、附件 

23.4.1 初步设计概算的表格形式及分类，参照采用《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附录 E 电网

工程建设预算表格形式。 
23.4.2 初步设计概算表包括：概算编制说明书、工程概况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表五丙)、总概算表

(表一乙)、安装工程部分汇总概算表(表二乙)、单位工程概算表(表三丙)、辅助设施工程概算表(表三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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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费用概算表(表四)、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用概算表（表七）、综合地形增加系数计算表（附表一）、

线路工程装置性材料统计表（附表二）、土石方量计算表（附表三）、工地运输重量计算表（附表四）、

工地运输工程量计算表（附表五）、杆塔分类一览表（附表六）。 
23.4.3 初步设计概算附件包括：涨价预备费计算表、建设期贷款利息计算表、编制年价差计算表、勘

测设计费计算表、可行性研究与概算投资对比表、本工程与通用造价对比分析表、特殊项目的依据性文

件。 

24 附件 

初步设计附件应附以下内容： 
a）与工程有关的上级部门文件和批文。 
b）工程设计委托文件、项目核准批复文件。 
c）城乡规划、建设用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地质灾害、压覆矿产、文物保护、防震减灾和劳

动安全卫生等相关有效文件。 
d）输电线路建设所涉及到有关单位的协议和会议纪要，如：政府、规划、国土、建设、矿产、军

事设施、航空、航道、河道、通信、公路、铁路、管道、电力、水利、供水、林业等。 
e）与有关单位的设计分工协议。 
f）外委项目的评审意见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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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益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规范工程设计工

作，提高设计能力，全面推广应用国家电网公司标准化建设成果，推进新技术应用，适应坚强智能电网

的建设要求，对原《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架空输电线路）》（Q/GDW 
166.1-2007）进行修订，形成以下系列标准： 
    Q/GDW 166.1-2010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 1 部分：110（66）kV 架空输电线路 

Q/GDW 166.6-2010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 6 部分：220kV 架空输电线路 
Q/GDW 166.7-2010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 7 部分：330~750kV 交直流架空输电线路 
二、编制主要原则 

    紧紧围绕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加强设计管理，引导设计理念和方向，强化应用全寿命周期管理方法，

依托“三个目录”（标准化建设成果目录、基建新技术研究目录、基建新技术推广应用实施目录），提

高“三通一标”应用率，推进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进一步提高工程设计的精益化、

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三、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规定系统规范了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内容和深度要求，符合现行的有关国家标

准和电力行业标准。本规定对以往工程设计深度的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加强，是对现行国家、行业

及企业标准、规程、规范关于控制施工图设计深度的补充、细化和完善。 
    四、主要工作过程 
    本次修订采用统一组织、分工负责、定期协调的方式来完成。修订工作由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统一

组织，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牵头协调，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北京电力设计

院分别负责 330kV～750kV、220kV、110（66）kV 专项的修订工作。 
2010 年 4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修订工作启动会，征求了部分网省公司、建设管理、设计、设计评审

等单位意见，明确了本次修订的目的意义、修订内容、工作分工和时间进度。 
2010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修订工作第二次讨论会，明确了变电站和架空线路共 6 个专项的整

体框架和章节安排，并对各设计院完成的初稿进行了评审。 
2010 年 5 月 6 日，在南京召开修订工作第三次讨论会，对修改稿逐条进行了讨论，深化细化部分专

业内容，对部分章节进行了简化。 
2010 年 5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修订工作第四次讨论会，对初步设计深度规定修改稿进行了统稿。 
2010 年 6 月 1 日，在北京召开修订工作第五次讨论会，对初步设计深度规定初稿进行了逐条逐句的

统稿，突出规定的统一性、适应性、先进性、可操作性，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结构和说明 

     110（66）kV 部分共分 5 章，各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线路施工

图设计内容及深度要求。各章节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总则 
线路施工图设计内容及深度要求 

    六、条文说明 
为适应电网建设新的要求，深化、细化了标准化成果及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内容，强化了线路安全

运行的设计要求。增加了在线监测等智能电网线路环节设计技术要求，深化、细化走廊清理设计，增加

了防舞动、防强风倒塔、防闪络等抵御灾害的技术措施要求。对于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已确定的结论，如

电力系统部分，本次修订进行了简化。为进一步规范工程设计，提高规定的适用性，按 330～75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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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kV、110（66）kV 三个专项进行划分。 
除执行“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相关标准规定外，本规定参考同时如下文件制定：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通用设计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通用造价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标准工艺 
国家电网公司标准化建设成果（通用设计、通用设备）应用及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电网公司“两型三新”线路设计建设导则 
国家电网公司新建输电线路防舞设计要求 
国家电网公司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 
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电力建设工程概预算定额价格水平调整系数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勘测设计费概算编制办法和监理费编制办法 
（一）章节划分 
110（66）kV 部分共分 24 章，本次修订与原规定相比，增加了在线监测和特殊施工方案等章节，

取消了地线绝缘设计、导地线换位及换相、大跨越设计、施工组织设计大纲等章节。各章节分别为：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总则、总的部分、线路路径、气象条件、导线和地线、绝缘配合、防雷和接地、

绝缘子串和金具、导线对地和交叉跨越距离、杆塔和基础、在线监测、对电信线路和无线电台站的影响

及其防护、环境保护、劳动安全、运行维护、主要设备材料表、特殊施工方案、专题报告、图纸、计算

项目及其深度要求、概算部分和附件。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遵守国家、行业标准的基础上，贯彻执行国家电网公司标准化建设相关成果、管理规范以及智能

电网建设的有关设计规范。 
（三）总则 
1. 明确初步设计应采用 “三通一标”、“两型三新”等标准化建设成果，积极推广新技术。 
2. 修订了初步设计文件内容及深度的要求，适应建设坚强智能电网的需要。 
（四）总的部分 
1. 本次修订对电力系统部分进行了简化，不要求详细论述，仅表述可研阶段的结论。 
2. 根据工程建设外部环境变化要求，增加造价对比表及通道清理内容。 
3. 增加了通用设计及“两型三新”应用情况说明。并与通用造价进行投资对比分析，说明控制工程

造价的措施。 
（五）线路路径 
根据工程建设外部环境变化情况，细化了收资协议单位及内容要求。 
1. 明确了路径方案应满足与各类障碍物之间的安全距离要求或相关协议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林

区、重冰区、舞动区、微地形、微气象区等因素进行优化。 
2. 增加走廊清理内容说明。 
（六）气象条件 
加强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线路安全运行可靠性的地形、气象设计条件专项调查。 
1. 经综合分析后的气象区划分，宜采用典型气象区。 
2. 增加对线路沿线微地形、微气象情况进行调查描述，明确需要采用的加强措施或进行避让的情况

说明。 
3. 增加对线路沿线易舞动区域进行调查论证说明。 
（七）导线和地线 
1. 新建线路根据系统要求的输送容量确定导线截面。对高海拔、重冰区、大气腐蚀等地区，采用年

费用 小法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导线型号、分裂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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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容改造线路应对增容导线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比较，确定导线型式。 
3. 增加对舞动区范围及等级的论证要求，并开展防舞设计。 
（八）绝缘配合 
1. 增加污闪、冰闪等事故调查，综合比较确定绝缘子型式。 
2. 确定按照泄漏比距法确定绝缘子片数。 
（九）防雷和接地 
1. 针对线路雷击闪络事故情况的统计分析成果，增加耐张塔跳线防雷保护设计，提高线路安全运行

水平。 
2. 减少对基本塔型的耐雷水平和雷击跳闸率计算要求。 
3. 对高土壤电阻率、强雷电活动等特殊地区接地方案设计。 
4. 取消地线绝缘设计。 
（十）绝缘子串和金具 
1. 增加工程中金具通用设计的应用情况，所用模块和应用率，未采用通用设计的原因。 
2. 取消金具、绝缘子串的防电晕设计。 
3. 增加节能型金具使用情况。 
4. 增加舞动区线路绝缘子串及金具选型的论证。 
（十一）杆塔和基础 
要求积极采用通用设计，提高应用率。 
1. 符合通用设计条件的工程必须采用相应的通用设计模块，并说明应用情况。 
2. 新塔型应采用通用设计的原则设计，在杆塔规划、杆塔荷载、杆塔选型等方面进行论述。 
3. 增加填写工程全线杆塔汇总表，包括各种杆塔使用条件、呼称高、通用设计模块杆塔使用数量及

材料用量。 
4. 增加线路杆塔防舞、防强风倒塔措施的论述。 
5. 增加新型基础的应用说明。优先选用原状土基础。对基础尺寸应进行优化。 
6. 增加对护坡、挡墙等辅助设施说明。 
7. 对滞洪区、采动影响区等特殊区段，要求说明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十二）在线监测 
结合坚强智能电网线路环节建设要求，要求对加装在线监测的位置、监测类型、监测必要性以及设

备的安装、运行、数据处理等方面进行说明，规范新建线路状态监测。 
（十三）环境保护 
根据工程建设外部环境变化情况，提出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应对措施，并结合工程区域环境影响程

度，提出减小对环境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十四）特殊施工方案 
一般线路不单独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大纲。特殊施工方案应进行专项论述并计列相关费用。 
（十五）专题报告 
1. 增加依托工程开展的试验研究项目内容，并明确了深度要求。 
2. 对工程中的其它专题，要求详细论证设计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性分析（达到概算深度）。 
（十六）主要设备材料表 
增加螺栓、防盗（防松）螺栓材料量统计；增加在线监测设备统计。 
（十七）概算部分 
增加与可行性研究估算和通用造价分别进行投资对比分析的要求，阐述差异原因，填写对比分析表。 
（十八）图纸 
视工程具体情况减少导线换位或换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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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工程具体情况增加走廊清理平面图。 
（十九）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减少导、地线电气计算、基本塔型或特殊地段耐雷水平和雷击跳闸率计算内容。 
视工程具体情况减少电磁环境计算内容。 
增加对杆塔和基础的计算深度要求。 
（二十）附件 
根据工程建设外部环境变化情况，强调城乡规划、建设用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地质灾害、压

覆矿产、文物保护、防震减灾和劳动安全卫生等相关有效文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