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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总则

（一）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武清区行政辖区范围，包括 29 个街镇，即：杨村街

道、徐官屯街道、下朱庄街道、黄庄街道、东蒲洼街道、大良镇、崔

黄口镇、梅厂镇、南蔡村镇、河西务镇、河北屯镇、大碱厂镇、下伍

旗镇、城关镇、黄花店镇、石各庄镇、王庆坨镇、汊沽港镇、东马圈

镇、泗村店镇、大孟庄镇、上马台镇、大王古庄镇、陈咀镇、白古屯

镇、高村镇、豆张庄镇、曹子里镇、大黄堡镇。总面积约 1574 平方

千米。

（二）规划内容

武清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以来，武清京津产

业新城逐步成为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重要平台，天津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走深走实的重点平台，通武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

台，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的重要组成和全国第二批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武清

致力于打造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新平台、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和

京津科技人才创新城，建设“新产业之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配合本次武清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进一步落实和深化天津市武

清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空间安排，为武清区电力设施建设活动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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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设施保护工作提供基本依据。提出 110 千伏等级公用站和 35 千伏

等级公用站的布局位置，结合已取得接入系统方案批复的新能源项

目，根据规划电网结构提出 110 千伏和 35 千伏等级电力廊道走向。

（三）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4—2035 年，近期到 2025 年，远期到 2035 年，

规划基准年为 2023 年。

二、规划目标和规划原则

（一）规划目标

建设与天津武清区定位相匹配的坚强智能电网。最终建成多端受

电、多电源支撑、结构科学合理、安全可靠、自动化程度高的现代化

城市电网。110 千伏电网形成以链式、双侧辐射结构为主的目标网架，

35 千伏电网以双侧辐射为目标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确保电力

受的进、送的出、落的下。城市供电可靠率 99.99%，达到国际先进

供电标准。

按照电网规划建设适度超前于城市建设的原则，依据市域 220 千

伏及以上电力走廊和武清电网 2035 年目标网架，科学合理地布置 110

千伏、35 千伏等级的电力设施和电力线路通道，将规划落实在用地

上，使土地资源的利用更加合理，使电网实施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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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原则

1、安全可靠，绿色高效。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电网网架坚强，确保可靠供电，减少电

能损耗，实现能源资源优化配置。

2、统筹规划，适度超前。

注重电源与电网、主网与配网协调发展，近远期衔接，电力保障

供应留有余量，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

求。

3、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规划电力架空走廊尽量沿道路、铁路、河渠

及现状电力线布置，满足电力设施建设和土地规划管理的要求。

4、合理布局，协调发展。

有效衔接电力规划与国土空间各级各类规划，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尽量避让城镇开发用地、尽量减少占压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证电力项目建设实施。

5、类型统一，界限清晰。

进行网格化规划，遵循土地利用和负荷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制定

目标网架和过渡方案。突出目标网架规划标准化及差异化、项目库管

控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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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学结构，智能处理。

配电网应具有科学的网架结构、必备的容量裕度、适当的转供能

力、合理的装备水平以及必要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以提

高供电保障能力、应急处置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实现区域能源管理

多级协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社会用能成本，优化电力营商环

境，推动源转型升级。

三、规划方案

（一）电力需求预测

到 2025 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03.45 亿千瓦时，预测 2035 年全

社会用电量为 223.18 亿千瓦时。到 2025 年地区最大负荷达到 2300

兆瓦，预测 2035 年地区最大负荷为 4495 兆瓦。

（二）电源规划

截止 2023 年底，全区已投产能源发电规模 750.51 兆瓦，其中集

中式 430.02 兆瓦，分布式 295.49 兆瓦，自备电厂 25 兆瓦。2020-2024

天津市发改委已批复的风光开发建设项目总装机规模 2389.9 兆瓦，

预计 2024-2035 年之间按规划并网运行。

（三）电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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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平衡方案以落实市级上位规划为准。

（四）电网规划

1、110 千伏电网

截至 2023 年底，武清地区 110 千伏公用变电站 33 座，主变 73

台，总容量 3650 兆伏安，主要以 220 千伏武清站、大孟庄站、石各

庄站、高场站、首驿站、济源路站等为电源，形成以双链、单链、双

辐射为主的网架结构。另有 4 座专用 110 千伏变电站。

根据武清区负荷预测，2035 年 110 千伏变电站容量按 8450 兆伏

安计算。110 千伏公用变电站 64 座，武清城区 25 座、崔黄口镇 3 座、

河北屯镇 1 座、大孟庄镇 1 座、大碱厂镇 1 座、高村镇 6 座、河西务

镇 1 座、梅厂镇 2 座、上马台镇 4 座、曹子里镇 2 座、陈咀镇 1 座、

石各庄镇 1 座、汊沽港镇 3 座、王庆坨镇 2 座、东马圈镇 1 座、泗村

店镇 2 座、南蔡村镇（不含城区部分）2 座、大良镇 1 座、白古屯镇

1 座、大王古庄镇 3 座、豆张庄镇 1 座。

2、35 千伏电网

截至 2023 年底，35 千伏公用变电站 19 座，主变 38 台，总容量

732 兆伏安，电源来自区域内 110 千伏以及 220 千伏公用变电站，形

成以双辐射为主的网架结构。另外专用变电站 26 座。

至 2035 年，35 千伏电网网架以 220 千伏变电站、110 千伏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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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为电源点，随着 220、110 千伏电网结构加强，35 千伏电网逐步弱

化，在保留现状 35 千伏电网的基础上随电源点变化进行优化改造。

规划新建 35 千伏变电站主要考虑解决供电半径过长造成线损过大的

问题。

至 2035 年 35 千伏变电站合计 17 座（仅公用变电站）。公用站按

各镇或地区分，武清城区 3 座、城关镇 1 座、崔黄口镇 2 座、河北屯

镇 1 座、大孟庄镇 1 座、大碱厂镇 1 座、高村镇 1 座、河西务镇 1 座、

黄花店镇 1 座、梅厂镇 2 座、下伍旗镇 1 座、泗村店镇 1 座、石各庄

镇 1 座。

（五）变电站和电力走廊规划

根据武清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武清区电网规划，全区共规划

110 千伏公用变电站 64 座、35 千伏公用变电站 17 座。形成以 220 千

伏变电站为中心、110 千伏电网为主体，向 10 千伏电网辐射供电的

网络结构。

根据规划电力高压走廊布置原则，全区范围内共规划架空线走廊

约 795 公里，走廊控制宽度为 20～24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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