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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生产、生活中的电力资源应用需求不断提升,使得电力供应

工作面临着诸多的压力。并且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线损问题的存在,对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电网运

行的稳定性、环境保护等方面均有着不良影响。为此,需要重视这类问题,对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线损

管理的内容、现状以及具体问题进行总结分析,结合发展需求研究线损管理工作的要点。基于此,本文

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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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deman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ower resources in production and life is increasing, and the work of power supply faces many pressures. The 

existence of line loss in power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project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ower enterprises, the stability of power grid op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such problems,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content, current 

situation and specific problems of line loss management in power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projects, and study the key points of line loss manage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development need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launches a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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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电力行业发展迅速,其中发电、输电相关的

技术以及管理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升。然而,输配电及用电的相

关技术以及管理工作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情况影响到我国的配

电网线损率。通过有效的线损管理工作,能够降低电能损耗率,

更好地适应于电力供应的需求,并促进电力企业的效益提升。为

此,需要对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的线损管理工作给予充分的重视。 

1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线损管理的内容 

1.1线损的相关概念 

线损产生的原因多样,电力传输过程中产生的电能损失均

可以称为线损。具体来看,电力企业往往将供电量与售电量之间

的差额,视为线损。线损率往往是评价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管理水

平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各类方式减少线损就意味着电网整体

运行性能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较为常见的线损原因,可以分为

技术原因与管理原因两个部分[1]。其中技术线损与现有的技术

水平以及技术应用方式相关,电力系统中各元件中均会产生损

耗,也可以称之为理论损耗,这类线损受到元件自身电阻与磁场

的影响。管理原因造成的线损则更为复杂,管理的每个环节以及

各类细节问题,均可能会影响到线损率,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进

行分析。 

1.2线损管理 

线损管理工作与电力企业运营的各环节均有所联系,线损

管理的目标是降低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的电力损耗。需要通过

管理协调以及技术控制等方式,实现管理的目的。然而,在现实

的环境中,线损管理工作需要面对着复杂的外部以及内部的环

境状况,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考虑到线损管理的

实际现场状况。整体而言,当外部以及内部因素对于管理工作的

影响减少,管理工作的效果就将会有所提升。 

2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线损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2.1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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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输配电及用电工程发展,与电力应用量的持续提升、

电力供应需求的日益多样存在着矛盾。因此,整体上的水平仍旧

较为落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这使得电力企

业难以应用统一的方式与理念开展管理工作,严重影响线损管

理的有效性。此外,我国的电网结构合理性不足,配电自动化的

程度偏低,这与电力建设中的资金、技术经验等均存在着关联,

这同样会影响到电网线损管理的有效性。另外,电网的信息化水

平不足,影响到电网数据信息的融合与共享,这对于明确线损原

因,把握管理细节有着不利的影响。 

2.2问题 

2.2.1材料设备的问题 

首先,在材料与设备的选择阶段,如未能严格按照相关的要

求进行完成材料与设备的筛选,就容易导致材料、设备质量不

佳、适用性不足等问题出现,进而可能会导致输配电及用电系统

运行的异常,带来较为严重的线损问题。其次,材料与设备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影响到其应用的状态。如材料的存储环境不

佳,导致其绝缘性能受到影响,这就容易带来额外的损耗。同时,

如存在设备维护与实际需求不符合,未能及时更换设备零部件

等问题,也容易导致设备运行异常,影响线损管理的有效性。 

2.2.2管理制度的问题 

在用电需求急速增加,电力工程建设范围不断拓展的过程

中,传统的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管理工作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于当

前变化后的管理工作需求。整体来看,许多企业的管理工作制度

建设重点,都在于电力生产的相关关注,对输配电与用电工程管

理制度的关注程度有所不足,未重视线损对企业运营与发展的

影响。同时,许多电力企业的下游企业或者社区供电的工作中,

也存在着管理制度问题,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会导致管理松懈,容

易出现窃电等问题。 

2.2.3电网构架的问题 

电力工程的建设通常是在不同时段、不同地点开展的,电网

的构架会受到这类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电力生产能

力存在明显差异,许多地区需要通过较长的路线完成输配电工

作。事实上,输电线路长就意味着电流受到电阻的影响较大,线

损问题也会更为严重。在电网构建的过程中,部分地区的电力企

业未重视实时监控系统的建设,电网日常运行中出现的各类线

路损耗原因难以明确。另外,电力设施的维护与更新缓慢,也会

影响到其构架的合理性。 

3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线损管理的要点 

3.1优化材料与设备管理 

为了使得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线损管理工作水平有所提升,

需保证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良好的物质基础。首先,在电力材料

以及设备的选择上,需要明确材料与设备的具体应用需求。在材

料方面,尤其需要重视电缆材料的选择。电缆材料需符合我国电

缆的相关生产标准,可通过资质审核、市场口碑调查、经验总结

以及应用试验等方式,确定电缆的状况能够符合应用的要求。在

电缆性能正常且质量良好的情况下,系统线路运行的安全性将

会得到保障,可有效避免由于线路材料质量问题导致的线损[2]。

就实际的经验来看,在导线绝缘性能良好的情况下,其应用的寿

命较长,电力系统的维护需求会有所减少,电网运行可保持长期

的稳定性。其次,在设备管理工作中。同样需要工程设计的方案

以及设备的应用经验,选择 为适用的电力设备。在不同的自然

环境以及电力供应需求下,具体的适用设备类型会有所变化。在

设备的应用中,同样需要结合自然与应用的因素,确定设备的维

护周期,并定期完成设备的检修与维护,对存在问题的零部件进

行及时的更换,以保证设备运行状态的正常。同时,还需要定期

对设备的整体适用性进行审核,根据审核的结果完成设备的升

级维护。 

3.2建立完善管理制度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损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对于明确管

理工作的重点、工作的方向以及工作的标准,均有着积极的影

响。首先,需要对现有管理制度的适用性进行审核。不同地区的

电力企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线损管理工作中的管理制度建设

受到企业综合管理水平的影响。如在审核中发现制度不能适应

于目前的需求,就需要分别对制度的框架以及管理制度的细节

要求进行优化建设。其次,管理制度的建设中可参考两方面的重

要信息。一,直接通过制度对比的方式,将本企业的线损管理制

度与我国其他地区先进制度、别国的类似管理制度进行比较研

究,通过这种方式更换管理工作的重点。二,可根据现实的环境

状况以及现实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管理制度的优化研

究。这类制度研究,能够确保制度的细节符合输配电及用电工程

的发展要求[3]。另外,在完成管理制度的建设后,需保证管理制

度的有效运行。需建设专门的线损管理工作团队,选择具有相关

管理工作经验以及技术知识背景的人员参与管理。可融合责任

制度,将具体的管理责任以及管理工作目标细化,确保制度能够

有效地落实。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奖惩制度的设置,对相关人

员的管理工作行为进行限制。 后,还要关注到管理制度与信息

化管理机制的融合。在自动化以及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可实现电

路运行的实时监控与数据信息收集。为保证线损管理工作的有

效性,需完成数据信息监控、信息收集以及信息分析等工作,定

期根据这些信息完成对管理的有效分析。 

3.3完善线路布局 

在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下,我国各地区的电力资源应用需

求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城市地区以及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中,

电力资源的应用需求大,反之则需求较少。随着城市发展规模的

扩大,电力工程建设与覆盖范围随之有所扩大,这就容易导致电

网设计、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出现,重复、繁杂的电网系统,会使

得电力传输的时间与距离有所增加,进而带来严重的电力损耗

问题[4]。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需审视现有的线路布局结构

问题,根据问题以及实际的应用要求,对电力线路的布局进行整

体性的调整,减少因布局因素带来的线损。首先,在布局的优化

设计中,需要考虑到安全因素。电力工程的建设以及维护中人

员、设备的安全均需要有所考虑,可通过实时测压的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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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以及设备的检查。其次,可通过优化调整、重构的方式,改

变现有的线路结构布局状况。例如,许多城市的老城区均存在着

线路分布混乱等问题,可通过统一改造的方式,提升线路布局的

合理性。另外,还要重视用电设备与供电设备之间的关系。在电

力供应中,用电设备与供电设备的距离影响着电阻,如减少用电

与用电设备中的距离,也可以有效减低线损,提升能源应用的效

率。需要注意的是,线路布局的调整与完善,并非一蹴而就的,

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可通过定期关注的方式,了解线路布局的

整体状况,并在这一时间周期内进行完善与调整。 

3.4升级计量设备 

计量设备的升级,能够使得计量的结果更为准确。传统的电

能计量设备计量的精度有限,且还需要通过人工抄表等方式进

行数据信息的收集,这就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成本,也难以避免人

工作业中出现的误差。通过升级设备,能够使得电力计量的结果

更为准确,也可以减少电力企业在人工方面的成本支出,提升企

业的效率。通过系统网络,设备能够自动将用电数据信息等传输

至其他设备与平台中。需要注意的是,电能表并非能够完全脱离

人工工作,需由专门的技术人员对电能表进行定期检查、维修,

如果发现问题需要及时更换[5]。其次,电力企业需要重视计量设

备运行中的能源损耗状况,设备本身的能效以及运行状态,对能

源消耗量有所影响。事实上,单个计量设备所消耗的能源量较为

有限。然而,在应用设备应用数量多且集中的情况下,设备运行

中整体的能源消耗就较为可观。可通过两种方式减少设备运行

中的能源消耗,如选择新型的节能设备,以此来降低设备的能

耗；通过对设备运行的有效管理,降低设备运行中的能耗。另外,

计量系统终端的应用,也能够减少数据信息不准确的情况,降低

人为作业带来的电力损耗。 后,在计量设备的管理中需要重视

设备的安全管理,避免出现窃电等问题。为此,与电力企业合作

的下游企业需做好工作的配合。 

3.5更改因数电压 

通过提高功率因数、进行电网的改造升级等方式,均能够实

现更改因数电压的目的。首先,可提高功率的因数。负荷功率就

是有功功率,是系统运行中所需的功；无功功率就是损耗的部

分。在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的负荷不变,同时功率也不发生变化

的情况下,要想减少无功功率对应的数值,需要提高功率因数。其

次,可通过改造电网升压的方式,达成这一目的。发动机的功率

包括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分别是无功功率、有功功率以及视在功

率。为了实现有效的线损管理,需在有功功率未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完成电网的电压提升。这种方式,能够减少电网运行中元件

的电流。具体的升压措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如,可以

通过减少线路电流密度的方式,完成对负荷的有效分流；也可以

通过整体或者大范围置换变压器的方式,选择节能型的变压器。

另外,还要重视对布局线路的优化与调整。 

4 结束语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的线损管理工作,对于优化电力系统

运行,提升电力企业的综合效益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需要重视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的线损管理工作,关注影响线损管理的因

素以及各类问题,选择合理的策略提升线损管理的水平。在管理

中,需要优化材料与设备管理与设备的管理工作,确保设备与材

料状况能够符合应用续期。在技术与设计方面,还需重视线路布

局的科学性、计量设备的选择与升级以及因数电压的更改。在

制度建设方面,需要审视现阶段存在的各类制度问题,进行管理

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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