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港低压岸电系统技术要求(试行)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长江保护法》、《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上海市港口

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指导上海港低压岸电系统标

准化建设，特制订本技术要求。

一、适用范围

低压岸电一般可分为沿海大功率变频低压岸电设施、沿海

大功率工频岸电设施、沿海小功率工频岸电设施和内河小功率

岸电设施，低压岸电设施供电电压不高于 1000V ，频率为

50/60Hz，在进行设计选型使应选择与靠泊船舶相匹配的电压、

频率等级，当靠泊船舶用电涉及多个电压等级时，宜在同一岸

电供电设施内配备多电压等级的供电接口或者在不同泊位配

置不同电压等级的岸电供电设施。

沿海大功率变频低压岸电设施和沿海大功率工频岸电设

施主要向国内航航行船及部分国际航行船供电，系统设计应满

足 IEC80005-3: 2014 ((码头岸电系统第三部分低压岸电系统

一般要求》、 JTS 155-2019((码头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GB/T

36028.2-2018 ((靠港船舶岸电系统技术条件第 2 部分:低压供

电》的要求。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指导上海港沿海小功率工频岸电设施

以及内河小功率岸电设施建设。本技术要求不替代船舶靠港充

电设施的相关技术规范，不适用于危险货物码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51305-2018 ((码头船舶岸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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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S 155-2019 ((码头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JTS 155斗 -2019 ((码头岸电设施检测技术规范》

GB/T 36028.2-2018 ((靠港船舶岸电系统技术条件第 2 部

分:低压供电》

交通运输部《内河码头船舶岸电设施建设技术指南》

GB/T 11918.5-2020((工业用插头插座和精合器第 5 部分:

低压岸电连接系统 (LVSC 系统)用插头、插座、船用连接器

和船用输入插座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

GB 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T 6994-2006 ((船舶电气设备定义和一般规定》

GB/T 12325-2008 ((电能质量供电允许偏差》

GB/T 14549-1993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T 15543-2008 ((电能质量三相不平衡度》

GB/T 15945-2008 ((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

DL/T 448-2016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范》

GB 11 032-2020 ((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GB/T 14285-2006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范》

GB/T 4208皿2017 ((外壳防护等级》

GB 50217-2018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T 50065-201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三、-般要求

3.1 满足码头电力设施通用标准及岸电设施专用标准的技

术要求;

3.2 满足码头环境条件下防盐雾、防水和防尘的要求;

3.3 满足码头典型船舶的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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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满足不同地区通行船舶的匹配性要求;

3.5 满足上海港岸电数据平台(以下简称市级平台)通讯

要求;

3.6 平均无故障时间应大于 2000 小时，设计寿命不少于 5

年，质保期不少于 3 年。

3.7 低压岸电系统主要基本参数:

交流供电参数: 400V 50Hz 3Ph (或 440V 60Hz 3Ph) ; 

供电工作制式与船方电网制式一致。

3.8 岸电设施建设应保证岸电设施布局、供电连接方法合

理，使用安全、便捷。

3.9 除符合本技术要求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

规范。

四、性能要求

低压岸电设施用变频电源、变压器、接线箱及电缆管理系

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4.1 低压岸电变频电源应满足相关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

和设备安装位置使用环境的要求;

4.2 岸电变压器

低压岸电设施应配备专用岸电隔离变压器来满足电气隔

离和船侧供电系统的要求，相关设备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

准。隔离变压器应根据所在处所要求进行布置，满足通风散热、

安全距离、电气五防、消防等要求，若安装到码头前沿室外环

境，箱体和内部器件还需要考虑防腐及 IP 等级要求。

4.3 岸电接线箱

岸电接线箱的安装要满足《内河码头船舶岸电设施建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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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南》要求，安装在不被水淹到的位置，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并可靠接地。岸电电源接线箱壳体应采用全封问结构，在通电

使用时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5，外壳应选用物理性能优良、耐

腐蚀的金属材质，与强电接触部位采用非金属绝缘材质。

岸电接线箱分为立式和卧式两种，立式岸电接线箱接口分

布在箱体两侧，卧式岸电接线箱接口分布在箱体设备一侧，当

岸电设施配备多个输出接口时，应采用适宜的措施保证供电船

舶问的电气隔离。接口采用可防水插座(符合 GB/T

11918.5-2020，不低于 IP67 )，每组接口可配一个或多个插座，

接口载流量选用系列为: 63A 、 125A 、 250A 。

如需适配多种船舶，考虑安全性，可力口装标准接口转接装

置，保证船舶临时使用岸电。

岸电接线箱外形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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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岸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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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电箱参考型号、尺寸如下表所示:

对照尺寸 (mm)
型号

A B C 

立式 1400~1700 600~900 400~700 

卧式 lOOO~1200 600~800 300~500 

箱体统一喷涂白色油漆，箱体下方统一喷涂黑体深蓝色

"上海岸电"字样，箱体上应有醒目带电警示标识和操作使用

指导。

4.4船岸连接设备

船岸连接电缆及插头由船舶自配，码头应至少配备一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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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小于 30m 的船岸连接备用电缆。

船岸连接应采用整根软电缆连接，应选用耐油、滞燃、防

水护套的柔性铜芯电缆，根据船舶用电实际情况，从以下三种

规格 3 x 25mm2 、 3 x 70mm2 、 3 x 95mm2 中选取一种，并符

合相关船检规定。接插件应符合 GB/T 11918.5-2020<<工业用插

头插座和精合器第 5 部分:低压岸电连接系统 (LVSC 系统)

用插头、插座、船用连接器和船用输入插座的尺寸兼容性和互

换性要求》的有关规定，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67，插头和插座

应采用金属材料外壳。

船岸连接方式示意图如下图:

电.

/ 

飞』一一一咱γ一一…_.1

插队和锚晦

/ 

国;i

陆H崎 i在撒揣 能用输入tiII踉

j主:示意图中船用连接器为孔型，船用输入插座为针型。

五、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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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接地要求

1 )码头应在靠近船舶停靠的位置设置船岸等电位连接措

施，建立可靠的等电位连接;

2 )岸电电源设备应可靠接地，并做好标识。码头根据岸

电实际应用情况，宜采取防止码头构建筑物电腐蚀的措施;

3 )岸电系统应具备接地故障指示、报警和保护等安全功

能。

5.2 电气安全、保护要求

1 )系统各节点选用断路器分断能力不小于系统最大预期

短路电流;

2 )同一低压岸电设施不同输出接口应具备接口独立带负

载可分合电路，应具有输出过流、短路、过压、欠压、断相、

三相电压不平衡等保护功能;

3 )低压岸电设施应具备船岸的电气联锁功能，具备急停

按钮，在安全回路及供电电缆因任何原因断开时，能够立即断

电，空余不使用的插座应保持断电状态;

4 )室外安装的岸电设施周围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5 )船舶在使用低压岸电设施时应进行兼容性评估，在低

压岸电设施的许用范围内用电，严禁超负荷用电。

六、通讯、计量等要求

6.1通讯要求

岸电系统应具有本地控制终端，且本地控制终端应采用无

线通信接口。岸电系统应具有远程升级功能，能够采集岸电电

源设备的运行数据并实时上传，同时具备接收控制调节指令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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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电系统应与市级平台互联互通，具备运行数据实时上传

至市级平台功能。

6.2 人机交互功能

岸电接电箱上应安装触摸屏，应能实时显示岸电电源运

行、故障状态、供电电量等信息，可实现用户扫二维码使用，

在二维码扫描出现故障情况下，可本地手动供电输入(费用结

算无异议，特殊权限操作)，实现用电。

6.3 计量要求

岸电电源设备应具备计量功能，配备经有资质机构校验过

的交流电能表，且符合 DL/T 448-2016 ((电能计量装置技

术管理规程》的要求。

6.4计费及付款模式

计费模式为用电结束后结算费用，付款方式需包含扫码支

付选项，刷卡支付作为备选。

七、低压岸电设施的验收

7.1 低压岸电设施设备生产，应满足产品一致性要求，保

证产品的质量及耐用性，应通过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检验或认

i.íE ; 

7.2 低压岸电设施建设完成后，由市级平台组织对现场进

行踏勘。确认无误的，可将设备数据接入平台;

7.3 低压岸电设施接入平台后，由岸电建设企业自行组织

验收后方可使用，并保留设计资料、施工资料、船岸兼容性对

照表等资料，方便在实船供电时进行查阅。相关验收资料交所

在地港口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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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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