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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台区线损异常分析及处理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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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供电系统的运行是通过电能向设备进行能量传输进而保持设备的规律运转，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线损故障。如

果发现线损情况就要立即进行排线更换，否则会影响电路的正常使用，在日常工作中，线损程度通常是由企业的经济效益决

定的，只有在可控制范围内对线损消耗程度进行把控，才能进一步地推进电力企业的正向运转。如果对线损程度的控制工作

置之度外，相关企业也会有更多的损失，电能的传输质量更是无法得到保证，广大用户共同需求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供电

台区线损异常状态进行研究分析，并根据原因制定相应的治理计划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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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supply system is achieved by transmitting energy to the equipment to maintain its regular 

oper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line loss faults are prone to occur. If line loss is found, it is necessary to immediately replace the wiring, 

otherwise it will affect the normal use of the circuit. In daily work, the degree of line loss is usually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enterprise. Only by controlling the degree of line loss consumption within a controllable range can the positiv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enterprise be further promoted. If the control of the degree of line loss is disregarded, relevant enterprises will 

also suffer more losses, and the quality of power transmiss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The common needs of users will also be affected.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abnormal status of line loss in the power supply area, and develop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plans based on the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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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想要在线损问题上进行更专业化的探究，就

需要具备高超的线损相关管理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

保障企业的经济效益。线损管理是每个企业都应该重视的

工作，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发生线损的情况容易被

大众忽略，有时候危险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由于人们的不

重视，安全意识较低，才使得隐患问题被日益放大。因此

我们更需要建立安全责任信心，突破技术上的缺陷，对线

损管理工作进行创新和优化。 

1 供电台区线损的分类 

1.1 管理性线损 

管理性线损指的是由于企业管理工作做得不完善导

致设备出现线损问题，如果不及时发现进行整改便会有更

大的风险，这类线损问题主要出现在管理层，管理人员监

督不到位，对各类设备设施投入精力不充分，再加上工作

人员技术不纯熟，整体素质略低等多种问题混合一起，为

供电部门的设备运营方面增加了很多隐患。一般来说，管

理性线损与人员控制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比如工作人员操

作问题、负荷分割问题、表计计量问题、表计载波频率不

等问题等，这些问题产生原因均来自人工操作失误，
[1]

很多问题只隐藏在内在，并不能直接用肉眼看出来，因此

在日常隐患排查工作中要具备更加专业的技术手段，通过

高标准高要求的检查程序，将供电工作中比较容易忽视的

问题找出，避免其他安全事故问题发生。 

1.2 技术性线损 

技术性线损指的是设备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运营

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消耗与磨损，根据磨损程度的加深导致

线损问题的发生，这种情况也是电能在进行传输过程中形

成的必然结果。技术性线损在整个电路传输中会有受到不

同方面的影响，正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结合导致线损程度不

一致，设备也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运行状态，比如计量装置

与线路电阻等。其中电力传输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第二种问

题，这种设备可以有效的对所产生的电流进行分流和降压。

而计量装置设备会随着使用时间变长而促进设备老化的

速度，长期下去内部构件使用的工作效率也会逐步降低，慢

慢地会失去原有效力，如果设备不能发挥出原有效力就无法

有效统计线损程度，工作进度也会被拖滞。还有一种是因为

传输距离产生的线损问题，这层因素主要是由于当初对台区

进行设计时没有考虑全面，很多重点因素没能认真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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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台区设置出现不合理，线路长度被拉长，就会对电力传输

距离有作用。传输距离越远，产生线损程度就越高。 

2 供电台区线损异常分析 

2.1 配网结构方面的缺陷 

配网结构设置不合理能够造成供电台区线损异常状

态，由于国内土地面积辽阔，地势相对复杂，其增加了电

网铺设的难度，展现了电网结构的多样化。我国海南地区

的配网工作受到森林树木的影响，其配网线路较长而且距

离设置十分不合理，平原地区相对好一些。但是现如今经

济发展离不开电力系统，人们用电需求在日益增长，如果

还在利用原来的电网系统根本无法支撑用电压力，电网发

展正在迈向新的台阶，随着新时代设备的更新发展，老旧

设备根本无法适应如今的用电需求，电量一直处于超负荷

状态，长期下去线路受损也成为必然结果。
[2]
与此同时很

多输送电的线路较长，变压器与负荷中心的距离较远，当

集中于类似早晨 7：00-9：00 或者晚上 17：00-20：00

等高峰时段，部分线路就会出现高负荷运行的情况，电流

无法得到分流导致线损情况发生。 

2.2 电网建设设计不合理 

在我国本土存在很多农村地区的变压器多年没有进

行更新，当进行用电时电压转化较慢，非常不稳定，很多

用户在使用电时受到了很多限制。有时候电网还会出现负

荷不均匀的情况，这都是由于当时电网建设设计不合理造

成的，这样长期下去很容易出现线路受损情况，尽管国家

已经在近几年来对用电线路进行过统一排查，安排相关部

门对受损设备进行统一检查与更换，但仍然存在很多地区

此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2.3 电力企业线损理论计算不完善 

在整个用电过程中，出现线损的因素有很多，当遇到

线损情况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不能从单一方面考虑，由

于线损管理理论依据没有得到充分的掌握，相关人员在进

行配电设备数据统计的时候没有提供有效参数，使计算出

来的数据与实际线损率出现较大差异。除此之外，在发现

理论与实际不符时，相关技术人员并没有认真对待，更没

有展开充分的数据差异分析报告，最终成效不达标。因此

通过多种因素的分析，传统的电力设备无法经常性地进行

超负荷工作，很多地区的用电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很大方

面原因是电力企业线损理论计算不完善导致。 

2.4 设备老化，忽略安装过程 

有些供电接地故障防控方案中的故障信息总结很不

完善，新印刷的数据中缺乏一些关于设备老化的预测影响

和方法，对一些新型的故障处理无法明确辨别，间接地也

无法明确供电设备的运行状态。有些设备受到环境影响，

导致故障检验技术无法继续为零序电流保护提供帮助。一

些设备受到元件老化影响，其电路器受到反馈阻碍，不能

及时跳闸，使零件保护构建方案无法继续实施，如果出现

单相接地故障，其电容电流会发生极大作用阻碍电能传导

继续接收继电保护装置的操作信息，一些供电设备不能实

现对零序电路保护的敏感度，
[3]
在特殊情况下，过渡电阻

值不能合理设置，以至于不能实现对接地线路敏感难度的

全面分析，因此供电台区线损故障率也大大增高。 

3 线损异常的处理方式 

3.1 提高员工整体水平，责任到个人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前进，人们的用电需求也越来越

高。供电单位在进行电力输送过程中随着用电量的消耗必

然会出现线损故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供电过程中

也要做好线损治理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因线损发生故

障的概率，对用电传输的质量也会相应的提升，为用户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在电力企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是为用户

提供基本服务，满足广大用户需求，而后期维保技术的提

升也备受关注，电力企业在此方面也应为广大客户提供更

好的服务，多进行线损故障的分析会议，降低线损情况的

发生率，也能够减少企业因线损问题产生的投资，经济效

益也会因此提升。通过研究和分析，管理工作方面的线损

没有办法彻底消除，只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受损率降到

最低。
[4]
为了能够对线损工作提高负责意识，就需要对供

电台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统一管理，严格落实安全责任，规

范操作流程，给员工们展开线损故障相应培训，从根本上

提升员工技术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得到优质发展。除此之

外，在进行供电台区线损治理过程中，要实施责任分配制

度，将各个区域进行人员划分，并安排区域负责人对现有

线损数据进行日常更新，如果区域负责人未能履行相应责

任，就要总负责人设置奖惩规则对现有区域负责人进行惩

罚，直到恢复正常为止。 

3.2 合理规划导线，改进供电半径 

通过研究与分析，电能在进行输送过程中发生线损故

障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导线过长导致电能输送效率

降低，并且对线路损坏的程度更深。第二种是线径的横切

面积越大，损耗程度就越小。因此可以将一些易于合并的

线路进行统一合并，对导线的路径进行充分完善，进而对

供电线的半径进行优良改进措施。由此可得，用电过程中

电阻越大，线损程度就越深，所以通过对线路进行改造使

电阻降低，就能够充分地保护线路不受损坏，面对低压线

路，要规范进行电网架构总体设计，不断的优化内部结构，

使新型线路满足均匀分布的特征，在整体上实现总电源与

线路的统一发展，进而降低线路受损概率。 

3.3 更新老旧设备，改变整体运营 

如果对老旧设备没有及时更换，很容易发生电能极度

损耗的情况。电力企业在进行线损管理过程中需要针对线

损情况制定相应计划，对部分地区的老旧设备进行统一更

换，将一些高能耗的设备进行取代，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线

损故障发生率。还可以在更换设备的同时采用更先进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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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计量装置，一方面为电力企业提供管理工作上的便利，

也能够有效的提高计量数据的准确程度。在电力系统进行

设备更换过程中改用直流输电可以使直流输电技术应用

得更加充分，而且对供电设备的主接线形式进行更新，可

以在创新方面入手，更换换流器，使换流器突破原有的封

闭性质，通过结构改造，对换流器的电压进行合理调整，

在某种意义上也为电力线路的调整提供了帮助。
[5]
调整设

备供电的方式有很多，不同方式获得不同导电效果，因此

更新老化陈旧的设备对整体电网运营的创新工作很有帮

助。若要保证整个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就要将陈旧的设

备及时更换，对线损供电设备进行有效管理，对于一些关

键设备要判断其设备激活时间。除此之外，要特别关注设

备关键性能及时更换过时设备，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一些适

时的设备扩展，避免发生其他故障。 

3.4 加强配电网经济运行管理 

要加强配电网经济运行管理的提升，首先要对配电变

压器的负荷率以及三相负荷平衡率进行提高，有些电网结

构相对复杂，电力运行系统和其他系统不一样，采用的是

三相三线系统，短期的线路故障不会对其他运行设备造成

影响，但若对这种问题视若无睹，忽视问题的严重性就会

加剧本身危害并引起重大问题。时间一长就会造成线路短

路而无法进行工作，这不但阻碍了工作发展进程，也对自

身供电系统造成影响。遇到故障问题就要及时解决并处理，

进一步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机能维护设备安全性和稳定性。

在线路发生故障时，详细考察其电压故障情况，有效识别

故障既有线路，判断内部结构中换流器装置是否可以应用，

并根据正极电容特征满足负电容放电的控制。工作人员需

要对故障点位的寻找加强重视，联合变压器的应用构建回

路放电状况，可以使故障点位更有效的识别。以换流器为

基础，要对多种电流形式制定换流器侧接方案，便于电流

通过零序电压时可以找出故障的正确位置，在处理线损故

障恢复过程中，对零序等效电路进行放电程序，这样能够

长期地保证接地线路的稳定性。定期地进行线损理论计算，

能够更加直观地对数据实施监控，其中的差异性一目了然，

对后期数据统筹管理有很大的帮助。 

3.5 完善健全工作制度 

电力系统管理有特殊要求，目的是促进故障问题得到

解决的有效性，更进一步推动电力系统发展的安全维稳性，

因此对企业员工进行完善监督检查工作，实行先监督后考

核的闭环管理方式。向下散发工作任务，根据实际工作内

容对供电所发布相应清单，并加以规定必须在合理时间范

围内完成所列任务，最后由相关管理人员对其工作表现进

行考核打分制，传统治理方式繁琐复杂，这种管控方式大

大降低了传统上的繁杂程度，提高了治理工作的效率，同

时供电单位对治理工作的关注度也有了相应的提升。还可以

建立一种机制，类似每日监控，每日打卡等，能够有效地提

升企业线损治理工作的效率，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6]

通过每日监控进行数据的收集和记载，列出表格，能够清

晰地将数据变化读取成功，因此根据向下下发的工作任务

进行监督可以有效地提高治理效率，除了每日监控还有每

周上报制度，这种制度就是能够随时将任务清单上的任务

进度进行了解和掌握，将本周的工作进展进行全面汇总与

分析，才能更好地制定下一个环节，为各部门后续工作开

展计划提供思路。在台区受损治理工作的深入推动下，每

个时期都会有相应的问题产生。因此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动

态调整工作制度，对考核规则做出更加人性化的创新，能

够大大降低台区线损问题的不合格率。 

4 结束语 

在整个电力运输过程中，发生线损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无论是哪种原因都需要针对不同状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

加强对每个供电台区的应对力度，在进行线损处理时，要

汲取多种经验，从容地应对各种线损问题，从根本上提升电

力运输质量。还需要进行电力安全保障工作，在此基础上要

加强供电台区线损问题工作的管理力度，不断优化创新技术

手段，完善运转设备，才能从整体上推动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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