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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压线损管理是供电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其直接关系着企业实际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是供电企业

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低压线损管理工作比较复杂,涉及的技术,流程较多,因此,在低压配网管理中,必须先明确低压线损的影响

因素,再提出合理有效的降损措施,文章主要分析了低压线损的影响因素和降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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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压电网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线损问题,并且会对

电网的稳定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低压线损可以客观地出反

映低压配网的技术结构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质量,所以,相

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降损措施,通常来讲,低压线损的影

响因素主要来源于低压配电网络,设备以及人为线损管理等

面,为了有效降低低压线损,首先就应该仔细分析这些影响

因素。 

1 低压线损的主要影响因素 

1.1 低压配网设备影响因素 

(1)城乡电网配置不对称,目前,我国城乡建设不断加快,

但在城乡电网配置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问题,例如农村

地区在低压配网规划布局方面相比于城市大幅度落后,从低

压配网的历史状况来看,我国首期农网改造完成于 2002 年,

在变压器设计标准方面主要按照负荷增长的 1.5 倍进行设

计,此外在导线与设备控制方面也完全根据该标准来选定,

但15年内城乡用电量增长已经超过4倍,这种用电量的自然

增长迫使农网改造不得不进一步加速推进,但迫于农村自然

条件的客观限制,原有的农村低压配网电压器负荷中心随农

村地理位置发生严重偏移,供电半径不断扩大,供电电压的

大幅度降低,使得线损率越来越高。 

(2)低压表计计量误差影响,目前一些地区仍有50%以上

的低压表计是机械表,由于机械表灵敏度差,精度低,功耗约

为每月 0.8～1kWh,对于拥有几十万只电能表的县级低压电

网而言,损耗是非常大的,而且机械表发生故障和窃电现象

时不易被发现,进而也提升了线损率。 

1.2 人为管理影响因素 

(1)线损在管理制度不完善,这是目前低压配网人为管

理过程中所存在的工作执行缺陷,即对低压配网的管理流程

与管理界面无法进行准确的划分,且对于规章制度的遵守执

行也都并不到位,无法有效做到降低损失。 

(2)审核管理不完善,审核管理主要是审查核实线损管

理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资料,数据,工作日志等,目前,供电企

业在这方面的工作上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对相关数

据信息录入系统之前没有进行审核,不少人员是在数据录入

系统之后才进行审核,这样就可能出现遗漏,使得错误数据

存在于系统中,不仅如此,对数据信息的分析和考核不严格,

没有充分挖掘数据信息的利用价值,造成管理漏洞。 

2 降低低压线损的措施分析 

2.1 做好低压电网规划与改造在电网规划 

要想有效降低压线损,供电企业就要以提高低压电网供

电可靠性,降损增效为原则,对电源点和配电网网架结构规

划进行细化,优化,逐年修编配电网的滚动规划,在技术改造

项目立项时把节能降损提高到重点工作的层面,其中节能降

损项目投资比重应大大提高,使节能降损项目措施落实到位,

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结合城,农网改造,对

部分超负荷配变及线路进行改造,依据负荷发展情况,及时

增加新的电源布点,缩短供电半径,减少迂回供电,以提升变

压器负载率,减少变损。 

2.2 加强设备维护管理 

加强对低压线路设备的维护管理是线损管理顺利进行

的有效保障,首先,相关人员应该加强对设备的巡视检查,检

测器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其次,需要做好线

路和设备维护,定期对老化,故障的线路设备进行维修和更

换,保障其始终能够保持在较高的运行状态,将线损控制在

较低的水平,最后,要做好清障工作,在低压线路中必定存在

不少的障碍物,在人为因素或自然因素下会对线路造成危害,

所以,要及时清除线路周边的障碍,保障线损管理的有效进

行。 

2.3 优化抄表换表 

抄表换表所造成的数据误差,会影响线损管理的效果,

所以,需要加强抄表换表的优化,首先,由于抄表工作范围广,

难度大,所以需要加强智能电表的运用,以智能电表取代老

式电表,如此不仅可以大大降低相关人员的工作量,还能保

证电量计量的精准,目前,智能电表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已经

实现了普及运用,用户通过电卡实现电费缴纳,用电量也可

以自动传输到电力部门,不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进行抄表,

对于尚不具备更换智能电表条件的地区,则需加强对抄表人

员的培训,提升其责任心和职业素养。 

2.4 做好低压线路和设备的巡视工作 

对于低压线路和设备巡视工作,应采取属地维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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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线路维护巡视责任区,坚持一年二次线路砍青的线路维

护工作,保障通道畅通不挂青,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保障安全,

可靠的供电,应该对特殊巡视和夜间巡视进行有效区分,若

线路和设备在运行中出现异常现象时(速断、接地等),就应

该及时安排特殊巡视,以便于查找隐患,制定防范措施,并开

展跟踪检查,分析原因,及时排除故障和隐患,夜间巡视,应

选择不定期的和阴雨天气进行,巡视线路和设备的运行状况,

做好检修工作,减少电能损失。 

2.5 降低导线上电流的损耗 

导线上所产生的电能的消耗同电流的平方是正比例的

关系,因此当三相电流保持平衡时,中性线没有出现电能的

损耗,按照这个原理,就可以采取下面的方式来进行导线上

线损的降低,首先要尽量使得三相的负荷保持平衡,将中性

线的电流加以减少,通常的情况之下中性线的电流不应该超

过相电流的四分之一,中性线电流如果过大,那么就会产生

比较大的电能的损耗,此外还可以采用钳形的电流表或者是

采用多种用途的线路测量仪,对各个相电流和中性线电流进

行检测,在变压器的出现部位以及低压线路的分支部位都要

进行仔细的测量,如果三相电流出现不平衡的现象,那么就

要对单相负荷的接线进行调整,使其能够保持平衡,在为单

相的用户进行接电时,还要将负荷平衡的问题充分的考虑在

内。 

2.6 降低未计入售电量设备的损耗 

加强对计量工作的管理力度,严格执行校验制度以及轮

换制度,对已经老化的表计就要进行及时的更新和淘汰,尽

量避免感应式电能表的使用,尽量地更换损耗比较低并且具

有较高灵敏度的电子式电能表,如果客户长期不用电,那么

可以将其电能表的电源加以断开,等到用电时再恢复供电,

还要加强对设备的检修,将由于线路接头接触不良所造成的

发热等方面的隐患降到最低,合理地运用钳形的电流表来对

台区低压线路出现的漏电现象进行检查,并且采取有效的措

施加以消除,通过对无月光黑暗夜晚的巡线进行仔细的检查,

来有效地将线路放电的现象加以消除,还要对台区电能表进

行巡视,及时地发现电能表存在的故障,对应该补收的电量

进行及时的补收,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电量的损耗,在日常

的运行之中,电能表出现故障的现象是十分的常见的,如果

没有及时地发现或者是补收的日数不足,都会造成电能的损

耗。 

2.7 加强日常的检查 

管理人员还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日常的检查,对

线路之下的树木以及攀藤等植物进行及时的清除,这样就可

以防止由于线路接近树木而造成的漏电和放电等现象,确保

整个线路的安全运行,还可以避免由于树木的安全距离不够

而造成一系列的安全事故,经常展开营业检查,对于窃电等

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打击,严格地按照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来

对违章用电等现象进行查处,提升相关部门的执行力度,确

保对窃电行为的查处具有有效性和合理性,对用电查处的方

式以及用电检查的程序进行规范,严格地按照规定的日期来

进行抄表,提升抄表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最大限度地防止出

现错抄和漏抄的情况,还要防止电能表由于出现误差造成电

能损耗,将误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电能表同电流互感

器之间的接线要保证正确,加强对台区之内临时用电的监管

力度,特别是用电量比较大的临时用电,例如：基建用电以及

小型桥梁工程的用电等,将分级管理制度加以落实,对用电

大户的用电情况进行分析。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电网系统的快速发展,增大了低压线损的管

理难度,低压线损管理属于一项系统性的工作,相关企业应

该结合现阶段低压线损的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线损管理措

施,以提升低压线损管理的效率,降低线损率,进而提升企业

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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