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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
技术指引（第三部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为高质量完成深圳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户内整治任务部分，即楼栋内用户侧部分整治工作，指导深圳城中村供

用电安全专项整治，保证整治工作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质量，结合深圳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和国家、行业、地方等标准，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适用范围】适用于深圳市城中村既有建筑的供用电安全改

造建设、检测和验收。本指引未涉及的内容，应执行现行的国家规范、

地方规程、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基本规定】深圳市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应坚持“生

命第一，人民至上”原则，围绕“识别大风险、消除大隐患、杜绝大事

故”这条主线，推动居民既有建筑用电安全，尤其是触电、电气火灾等

突出风险隐患问题。

（一）既有建筑供用电安全改造工程可按照接地改造、等电位联结

改造、开关和保护元器件改造的次序执行；

（二）居住建筑应由建筑本身的接地装置加以保护；

（三）整治施工中所用电线电缆、开关插座、插线板等输电用电设



2

备和相关设备产品，均要符合国家产品质量安全要求，严禁使用假冒伪

劣的产品；

（四）鼓励安装智慧用电安全监测终端，实现对户内电气线路、用

电负荷、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等安全隐患的采集监测和预警报送。

第二章 接地装置改造

第四条【新设接地极】居住建筑无独立可靠接地极的，应新设接地

极，新设接地极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居住建筑应优先利用建筑物、构筑物基础内金属体及建筑物户

外地下的金属体等自然接地极；既有建筑基础钢筋与接地导体连接方法

见附件 1；当利用混凝土中的单根钢筋或圆钢作为接地装置时，钢筋或圆

钢的直径不应小于 10mm；

（二）可以新增人工接地极作为居住建筑接地极的补充；

（三）新增接地极材质和型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气装置

的接地设计规范》GB／T 50065 第 8.1.2 条规定；

（四）新增接地网的埋设深度不宜小于 0．8m，新增垂直接地极与建

筑外墙距离不小于 1 m；

（五）用于输送可燃液体或气体的金属管道，供暖管道、供水、中

水、排水等金属管道，不应用作接地极；

（六）接地装置采用不同材料时，应考虑电化学腐蚀的影响；铝导

体不应作为埋设于土壤中的接地极、接地导体和连接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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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单根垂直接地极接地电阻不大于 100 Ω，连接建筑整体后接

地电阻不应大于 4 Ω；

（八）接地极插入的一端，可以装上一个坚硬的钢头；

（九）在附近以清楚易读及不小于 10 mm 高的字体书明“安全接地

终端-禁止拆除”。

第五条【新设总接地端子】居住建筑无总接地端子的，应新设总接

地端子，新设总接地端子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总接地端子与总等电位联结母线集成，为同一处。用于保护

等电位联结，保护接地导体和接地导体的共用接地连接。接到总接地端

子上的每根导体连接应牢固可靠，并应能够单独拆开；

（二）总接地端子与建筑物总配电箱就近布置；总接地端子连接接

地极或接地网的接地导体，不应少于 2 根且分别连接在接地极或接地网

的不同点上；

（三）总接地端子母线（也是总等电位联结母线）应该用 50 mm×4 mm

紫铜板；

（四）接地导体应与总接地端子母线采用螺栓压接，并提供连接处

的检验和更换垂直接地极的措施（该措施应仅在使用工具的条件下才能

被执行）；

（五）接地导体应采用与接地极同样材料，黄绿相间标示，导体截

面积不小于 50 mm
2
，与垂直接地极连接应采用放热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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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新设接地干线】居住建筑无接地干线的，应进行新增或改

建，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接地干线是总接地端子的延伸，与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接地

端子排相连；

（二）接地干线宜采用聚氯乙烯绝缘铜导线，黄绿相间标示，对于

七层以上的建筑，铜截面不小于 50 mm
2
，对于七层以下的建筑铜截面不

小于 35 mm
2
；接地干线也可采用 50mm

2
的镀锌圆钢；如采用裸导线，应对

保护穿管做绝缘耐压试验；

（三）接地干线可穿 PVC 管沿墙穿洞敷设。

第三章 等电位联结改造

第七条【新设总等电位联结】居住建筑无总等电位联结的，应新设

总等电位联结，新设总等电位联结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设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箱内放置总接地端子（总等电位

联结母线），尺寸方便导体引入及在端子排上进行螺栓压接操作；

（二）总等电位端子箱采用墙上明装，并在电源进线附近，底边距

地面不小于 0.4 m；

（三）自然接地极（或基础钢筋）引至总等电位端子箱的内的总接

地端子母线的接地线不应少于 2 根。接地线采用不锈钢或热镀锌钢，截

面积不应小于 100 mm
2
，且厚度不小于 3 mm。既有建筑基础钢筋与接地导

体连接方法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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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建筑物有多个电源引入点时，由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始，

沿建筑物外墙做环形的等电位联结导体，在需要的地方设置等电位联结

端子箱，与需要联结的设施和就近的钢筋结构体相连接，连接方法见附

件 2。等电位联结导体外部应有绝缘保护；

（五）需要联结的设施包括：金属给水管，金属排水管，金属燃气

管，其它外界可导电部分。

（六）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箱体上以清楚易读及不小于 5 mm 高的字

体书明“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禁止拆除”，并涂装或贴装等电位联结标

示符，等电位联结标示符样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等电位联结标示符

（七）端子箱需要工具或者钥匙才能打开。

第八条【新设辅助电位联结】居民无辅助电位联结的，应新设辅助

电位联结，新设辅助等电位联结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建筑每一层新设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箱，内置辅助等电位

联结端子排（或接地端子排），端子排采用铜制；

（二）等电位联结端子排/接地端子排与总接地干线、等电位联结导

体、保护导体相连接，连接方式采用螺栓；

（三）等电位联结端子排/接地端子排通过 PE线连接到相应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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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MCB 箱接地端子排；

（四）等电位联结导体采用聚氯乙烯绝缘铜导线，导体横截面不小

于 6 mm
2
，但不需要超过 25 mm

2
；

（五）等电位联结线应有黄绿相间的色标；

（六）PE线应有黄绿相间的色标;

（七）浴室等电位联结端子箱设置位置应方便检测；

（八）等电位联结端子排与给排水系统的金属部分、热水器金属部

分、用以支撑抽气扇或空调或靠近插座的金属窗框、其它外界可导电部

分、插座的 PE端子相连接（不需要与孤立的金属（采用非金属的水管接

的金属龙头、花洒等）连接）。

第四章 配电箱、插座和保护元器件改造

第九条【配电箱】居住建筑应在建筑入口和每套出租屋入口处安装

合适的配电箱，配电箱及内部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每一栋建筑入口，应至少安装一个总配电箱；

（二）每一个出租单元（或家庭单元），应安装一个独立的配电箱；

（三）配电箱内应设置接地端子排，接地端子排应通过保护导体（导

体截面不小于 4 mm
2
的黄绿色绝缘铜导线）与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箱中的

等电位联结端子排/接地端子相连接。如果配电箱外壳为金属，则配电箱

的门与金属框架应也用上述的保护导体相连接；

（四）配电箱所有输出电路配有 PE线供用电设备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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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电箱内微型断路器应按照一般插座回路，专用插座回路（用

于空调、热水器、电磁炉等高功率设备）和照明回路分别布置。专用插

座回路出线导线截面不小于 4 mm
2
；

（六）每一个插座回路需要安装额定动作值不大于 30 mA 的剩余电

流保护装置（RCD）；

（七）如有专供热水器、洗衣机电路, 需要安装额定动作值不大于

30mA 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RCD）；

（八）剩余电流保护装置（RCD）应每月进行动作特性测试；

（九）各级配电箱内安装的计费电能表应满足本栋、本出租单元（或

家庭单元）最大负荷需求，禁止超负荷运行；

（十）配电箱进出线口应进行封堵，配电箱内部及周边严禁堆放可

燃物；

（十一）安全疏散通道、楼梯间内不应设置影响安全疏散的配电箱；

（十二）宜在配电箱内安装自动灭火装置。

第十条【专用插座】居住建筑户内应配置足量的专用插座，专用插

座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插座应稳固的固定在墙面或地面上，禁止悬吊；

（二）位于阳台、浴室、卫生间的插座应采用防水插座，或加装防

水盒，且应安装在 0区和 1区以外；

（三）单相三孔插座的保护导体（PE）应接在上孔，并从新设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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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内的接地端子排引来，插座的保护接地导体端子不得与中性导体端子

连接；

（四）保护导体（PE）在插座之间不得串接；

（五)保护导体（PE）应采用黄绿色绝缘铜导线。截面应满足规范要

求，且不小于 2.5 mm
2
。

第十一条【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居住建筑应配置分级剩余电流保护

装置，分级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应采用分级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对居住建筑物进行接地故

障的保护；

（二）第一级保护为间接接触保护，兼电气火灾保护。在供电公司

电表箱前，安装可报警式四极四线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保护方式可选择 s

型（延迟型），整定值为 300 mA（7 层楼以下建筑）或 500 mA（7 层楼

以上建筑）。推荐使用基础剩余电流阀值可整定，有通讯功能的智能剩

余电流保护装置；

（三）第二级的保护为末端的后备保护，直接接触保护兼间接接触

保护。配电箱内的每一个照明回路、插座回路，以及其他高触电风险电

路,比如专供热水器、洗衣机电路需要安装额定动作值不大于 30 mA 的剩

余电流保护装置（RCD）。

第五章 智慧安全用电监测

第十二条【一般要求】鼓励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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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采取政府投资、委托运营等方式，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消防大数据

应用平台建设，开展全时段、可视化的消防安全监测、评估和预警。。

第十三条【智慧用电】智慧用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鼓励运用技防手段，进一步提高电气火灾防范水平，推动城

中村加装智慧用电探测装置、传输终端和监测平台，实时掌握供用电安

全情况；

（二)推广应用“智慧用电”技术，提升对用户侧供用电安全的实时

监测，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实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三）鼓励安装使用智能安全终端、灭弧式用电管控、电力指纹管

控等新科技产品，鼓励家庭实施用电安全监测，实现对复杂电路系统、

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等严重安全隐患行为的实时监测，提升城中村

用电安全水平。

第六章 城中村居民既有建筑电气部分安全检验程序

第十四条【一般要求】检验分为视检和测试两个部分，用于判定目

标建筑物是否在用电安全方面达到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测试应在切断

电源后进行；检验完毕后应编写检验报告，对检验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改

正意见，并以此为依据填写安全隐患告知函。按照产权关系，检验分为

建筑公共部分和户内部分；检测应按照建筑公共部分到建筑户内部分依

次进行，如果测试的任何一项出现故障，则该测试及以前的任何与该测

试显示的故障有关的测试，应在消除缺陷后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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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居住建筑公共部分视检】居住建筑公共部分的视检应符

合下列规定：

（一）对于直接接触触电事故的防范应采取了合适的隔绝措施，如

绝缘、遮拦、外护物，阻挡物；

（二）配电箱、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等配电装置应与保护导体可靠

连接，门和金属框架的接地端子间应选用截面不小于 4 mm
2
的黄绿色绝缘

铜芯软导线连接；

（三）居住建筑应有独立的接地系统，接地系统布置应符合表 1要

求；

（四）居住建筑应有总等电位联结，总等电位联结应符合表 2要求；

（五）居住建筑的总配电箱内应提供充足容量的总开关及出线回路；

（六）居住建筑的总配电箱内应配置接地故障（剩余电流）保护。

配电箱内应设置接地端子排，接地端子排应通过保护导体（导体截面不

小于 4 mm
2
的黄绿色绝缘铜导线）与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箱中的等电位联

结端子排/接地端子相连接。如果配电箱外壳为金属，则配电箱的门与金

属框架应也用上述的保护导体相连接；

（七）配电箱所有输出电路配有 PE线供用电设备接地；

（八）配电箱内微型断路器应按照一般插座回路，专用插座回路（用

于空调、热水器、电磁炉等高功率设备）和照明回路分别布置。专用插

座回路出线导线截面不小于 4 m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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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每一个插座回路需要安装额定动作值不大于 30 mA 的剩余电

流保护装置（RCD）；

（十）如有专供热水器、洗衣机电路, 需要安装额定动作值为 30mA

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RCD）；

（十一）剩余电流保护装置（RCD）应每月进行动作特性测试；

（十二）各级配电箱内安装的计费电能表应满足本栋、本出租单元

（或家庭单元）最大负荷需求，禁止超容运行。

（十三）配电箱进出线口应进行封堵，配电箱内部及周边严禁堆放

可燃物；

（十四）疏散通道、疏散楼梯间内不应设置影响安全疏散的配电箱；

（十五）供、用电线路应根据国家电气技术标准，采取穿金属管、

封闭式金属线槽或者难燃 PVC 管、难燃 PVC 线槽等保护措施，不应直接

敷设在可燃物上；

（十六）电线、电缆等穿越不同防火分区的隔墙、楼板及开孔部位，

应进行防火封堵；

（十七）当电井为强弱电共用时，强电和弱电线路应分别布置在竖

井两侧，弱电线路应敷设于金属槽盒之内;

（十八）疏散通道、疏散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内不应安装电动自行车

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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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接地系统布置要求

条目 要求

接地极属性 自然/人工/无

人工接地极材质/尺寸/位置 见第二章第四条

接地导体材质/尺寸/标示

接地导体应与总接地端子母线采用螺栓压接，并

提供连接处的检验和更换垂直接地极的措施；黄

绿相见标示；接地导体应采用与接地极同样材

料，导体截面积不小于 50 mm
2
；与垂直接地极连

接应采用热放焊接。

总接地端子材质/尺寸 应采用铜，铜截面不小于 100 mm
2

接地干线材质/尺寸/标示

与每层楼的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接地端子排可

靠连接；黄绿相间标示；七层以上的建筑，铜截

面不小于 50 mm
2
，对于七层以下的建筑铜截面不

小于 35 mm
2

标示和警示
接地极附近以清楚易读及不小于 5 mm 高的字体

书明“安全接地终端-禁止拆除”

表 2 总等电位联结要求

条目 要求

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

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内放置总接地端子（总等电

位联结母线），尺寸方便导体引入及在端子排上

进行螺栓压接操作；采用墙上明装，并在电源进

线附近，底边距地面不小于 0.4 m

等电位联结导体

由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始，沿建筑物外墙做环形

的等电位联结导体，至少与一处钢筋结构体相连

接；等电位联结导体采用 40*4 mm
2
热镀锌扁钢，

黄绿相间标示

需要等电位联结的设施
金属给水管，金属排水管，金属燃气管，金属防

盗门，金属防盗窗，其它外界可导电部分

标示和警示

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箱体上以清楚易读及不小

于 5 mm 高的字体书明“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

禁止拆除”，并涂装或贴装等电位联结标示符

第十六条【居住建筑公共部分测试】居住建筑公共部分的测试应符

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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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电位联结导体的连续性测试；确认总等电位联结端子与各

等电位联结端子，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需要联结的设施保持联通；采

用等电位联结电阻测试仪进行导通性测试，测试用电源采用空载电压为

4～24 V 的直流或交流电源，测试电流不小于 0.2 A，当测得等电位联结

范围内的金属管道等金属体末端之间的电阻不超过 3 Ω时，可认为等电

位联结是有效的；

（二）等电位联结（建筑金属结构体—混凝土钢筋）对接触电压抑

制有效性测试；在既有建筑增补等电位联结措施后，采用拥有四级法测

试土壤电阻率的测试仪进行接触电压抑制有效性测试，分别测试居住建

筑的接地电阻 和转移电阻 ，当接地电阻 小于 4Ω且转移

电阻 小于 1Ω时，则判定总等电位联结有效，具体做法见附件 3；

（三）电气装置的绝缘电阻测试；测量每一个配电箱的绝缘电阻，

采用 500 V 的直流电源，最低绝缘电阻不小于 0.5 MΩ。应在装置与电源

隔离的条件下进行测量。通常在装置的电源进线端进行；第一步：测量

配电箱相线、中性线与地线之间的绝缘电阻。可先将相线与中性线后短

接，测量与地线之间的绝缘电阻。如果测试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则进行

第二步，分开中性线和相线后再进行测试；第二步：测量相线 1及相线 3，

相线 1及中性线，相线 1 及地线，相线 2 及相线 3，相线 2及中性线，相

线 2 及地线，相线 3三及中性线，相线 3及地线与中性线及地线重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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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四）导体连续性回路阻抗测试；采用多功能环路阻抗测试仪对配

电箱末端回路相导体和保护导体的电阻值。测试在室温、小电流条件下

进行。测试前应确认总配电箱内的接地极和接地端子不与供电公司提供

PE导体或接地极相连通；当第一级保护采用额定剩余电流分断值为 100

mA 的 RCD 时，最大接地故障回路阻抗 Zs=500 Ω；当第一级保护采用额

定剩余电流分断值为300 mA的RCD时，最大接地故障回路阻抗Zs=167 Ω；

当第一级保护采用额定剩余电流分断值为 500 mA 的 RCD 时，最大接地故

障回路阻抗 Zs=100 Ω；

（五）保护器件的灵敏性测试；采用多功能 RCD 测试仪对保护器件

的灵敏性进行测试。若设定漏电电量为 IΔn（额定剩余电流值）的 50 %，

该装置不应动作；对于第一级保护（间接接触保护及电气火灾保护），

其最小分断时间不大于 0.1 s，最大分断时间如表 3；对于第二级保护（直

接接触保护及后备保护），其最大分断时间如表 4；

（六）配电箱工作温度检测；对配电总箱断路器接线端子工作温度、

配电总箱进线电缆工作温度、每户配电箱进线电线工作温度进行检测，

工作温度不应超过表 5、表 6 有关要求。

表 3 第一级保护（间接接触保护及电气火灾保护）最大分断时间

IΔn/A In/A
最大分断时间/s

IΔn 2IΔn 5IΔn

0.1/0.3/0.5 任何值 0.3 0.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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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二级保护（直接接触保护及后备保护）最大分断时间

IΔn/A In/A
最大分断时间/s

IΔn 2IΔn 0.25A

0.03 任何值 0.1 0.08 0.04

表 5 接线端子的允许温升值

导线、接线端子材料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 40C 的允许温升/K
裸铜 60
裸黄铜 65
铜(或黄铜)镀锡 65
铜(或黄铜)镀银镀锡 70

表 6 导线芯线长期工作最高允许温度

类型 长期工作最高允许温度/℃
交联聚烯烃绝缘电线 90
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70
橡皮电线 65

第十七条【居住建筑户内部分视检】居住建筑公户内部分视检应符

合下列规定：

（一）居住建筑户内应提供足够数量的插座；

（二）所有的带电部分应被绝缘或位于外护物之外；

（三）无护套电缆线是应被套管或槽盒等外护物保护；

（四）与其它用电设备的终端应连接牢固且连接不受应力；

（五）回路保护导体应直接连接至插座的接地端子。

第十八条【居住建筑户内部分的检测】居住建筑户内部分的检测应

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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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电位联结导体连续性测试；确认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楼梯

间）与用户配电箱 PE端子保持连通；确认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浴室）

与任意一个插座回路的地线保持连通；确认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浴室）

与给排水系统的金属部分、浴盆金属部分、洗手盆金属部分、金属龙头、

金属花洒、热水器金属部分、用以支撑抽气扇或空调或靠近插座的金属

窗框、其它外界可导电部分保持连通；采用专用的测试仪表（例如等电

位联结电阻测试仪）进行导通性测试，测试用电源采用空载电压为 4～24

V 的直流或交流电源，测试电流不小于 0.2 A，当测得等电位联结范围内

的金属管道等金属体末端之间的电阻不超过 3 Ω时，可认为等电位联结

是有效的。

（二）保护导体的连续性测试；应在关闭入户配电箱总开关后，在

入户配电箱位置，将中性线与 PE线相连接，然后使用多功能环路阻抗测

试仪在户内每一个插座位置，对地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阻进行检测，其

检测读数应接近于零，可认为保护导体的连续性是有效的。居住建筑户

内应提供足够数量的插座。

附件：1.既有建筑基础钢筋与接地导体连接方法

2.总等电位联结平面示意图

3.等电位联结（建筑金属结构体—混凝土钢筋）对接触电压

抑制有效性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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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既有建筑基础钢筋与接地导体连接方法

一、保护接地导体和接地导体之间可以采用放热焊或冷压接进行连

接，当采用冷压接时，冷压铜管与接地导体之间应采用钎焊套接的方式

预先焊接，铜管与接地导体的套接钎焊长度不应小于铜管直径的 2 倍，

冷压接位置不小于 2 处，当采用放热焊时，焊点直径不应小于圆钢直径

的 1.8倍，长度不应小于圆钢的 4 倍，连接示意图见图 8。

图 1 驳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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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混凝土开孔直径 70-100 mm，混凝土开孔须使用环氧砂浆加

抗渗剂修补。

三、接地导体与建筑地梁主筋焊接长度不小于圆钢直径的 6 倍，圆

钢直径最小不低于10 mm,并采用电弧焊双面满焊,圆钢与建筑地梁主筋焊

接后需去除焊药并在焊口处涂防锈漆，防锈漆不可涂在混凝土断面上。

四、接地线与接地极连接处防护应便于检查，不应妨碍检修和运行

巡视。

五、与接地导体连接的保护接地导体截面积不小于 16mm
2
铜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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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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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等电位联结（建筑金属结构体—混凝土钢筋）
对接触电压抑制有效性检测方法

一、采用接地电阻测试仪，利用三极或四极法，测量接地体上的电

阻 。接线示意图如图 1。接地电阻测试仪度数为该建筑接地系统接地电

阻 。

图 1 测量 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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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用接地电阻测试仪，利用三极或四极法，测量建筑物低楼层、

中楼层、高楼层四周外露金属体上的电阻 。接线示意图如图 2，接地电

阻测试仪度数为转移电阻 。

图 G.2 测量 接线示意图

三、当接地电阻 小于 4Ω，且转移电阻 小于 1Ω时，则判定总等

电位联结有效；当接地电阻 大于等于 4Ω，或转移电阻 大于等于 1Ω

时，需按照附录 1再补充一个等电位联结点位，直到测试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