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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电力系统发展迅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促使电力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农村低压电网的线损管理中,管理线损是影响线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整个线损中,其中因管

理不到位而造成的电能损失占有较大的比重,线损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成为了供电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

反映了供电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文简要分析了农村低压线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降损措施,希望可以提供一

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 低压线损管理；降损措施；问题 

 

1 农村供电所线损分析的目的 

农村供电所线损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农村配电系统结

构运行的合理性,找出配电系统结构,配电系统运行,设备性

能,计量装置,用电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以便采取相

应的降损措施,线损分析的方法主要是采用对比的方法,并

与理论计算相结合,与查阅有关技术资料及营业账目相结合,

还应进行实地调查等,农村配电网运行中线损分析是线损管

理的基础环节,并为线损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积极的指

导,通过线损分析,可以深入了解本单位线损的起因,性质,

各组成部分所占比例等因素,找出影响损失的主要因素,并

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降损效

果和经济效益,通过线损分析能够对配电网线损率有个准确

的把握,同时还能更清晰地认识配电网中负荷的分布情况,

了解配电网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判定其是否处在合理的

范围之内,为寻找有效的降损措施提供参考, 终达到提高

电能的利用率的目的。 

2 目前农村供电所低压线损管理的特点 

2.1 整体管理模式上发生变化 

农网改造,农电体制改革相继进行完毕,基层电管站撤

站建所,农村集体电力资产进行移交,城市和农村推行“三公

开,四到户,五统一”,线损电量不能再依靠村委来调节或消

化,整个管理模式的主体发生变化。 

2.2 低压线损状况的好坏与公司的利润挂钩 

供电所低压线损的完成情况,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为了促进线损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大,供电所想尽各种办

法降低线损,包括直接的奖惩兑现,改造老旧设备,加装无

功补偿等,从全年的线损完成整体安排到逐月的线损分析,

从上到下全力以赴,改善线损完成情况,促使企业效益的增

长。 

3 农村低压线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没有充分重视低压线损管理工作 

在电网建设中,没有将线损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样

就增大了高压电网的投资,中低压电网却没有较多的投资,

没有合理分配各电压等级的投资比例,这样整个电网就有较

大的理论线损,生产部门在对运行方式和停电计划进行安排

时,往往将安全作为唯一考虑因素,这样电网就有着较多的

非经济运行时间,经济运行和停电管理没有足够的精细化程

度,虽然供电所对降损节能管理组织进行了构建,但是却没

有将其作用给充分发挥出来,各个成员的职责没有切实履行

下去。 

3.2 线损管理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线损管理的动态管理无法实现,没有充分应用远抄技术,

在线损管理中,往往还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人员,电网结

构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供电设备存在着严重老化问题,客户

用电计量表计没有足够的精确度,存在着较大的表损比

重,10kv以下无功补偿欠补,只有较低的功率因数,这样就会

损失很多的有功电量,低压无功补偿还没有得到实施。 

3.3 没有科学的计算低压线损 

理论低压线损值没有得到科学的计算,那么就无法合理

的制定线损考核指标,因为有不准确的因素存在于线损理论

计算中,无法准确的预算各单位供电量和供电结构,同时,采

用的综合线损指标,无法将线损管理的实际水平真实反映出

来,没有合理的线损考核指标。 

4 降低农村低压线损的管理对策 

4.1 完善组织管理机构 

为了控制低压线损,必须要成立线损管理机构,农村各

个供电所要成立以所长为组长,全所人员共同参与的线损管

理机构,对供电所管辖区域的线路技术数据,基础数据等进

行收集,整理和统计,以各台区的线路长度,电量,导线型号,

配变容量等参数资料为指标,测算出各个台区的线损指标,

各成员在开展这些活动的时候需要明确自身责任,层层把关,

另外在线损管理小组中必须由专人对高压,低压配电网的线

损进行协调管理。 

4.2 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低压线损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要切实实现管理

效果,必须进行规范管理,统筹协调,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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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首先必须要建立线损管理责任制,按照实事求是的

原则确定线损管理目标,将线损管理目标层层分解,逐级落

实,其次,要改进计量管理制度,采取相关措施,确保各段线

路的电量计算准确无误,同时加强对线损情况的观察,开展

针对性的反窃电管理。 

4.3 重视营销管理 

营销管理中的漏洞会产生线损波动,重视营销管理就是

要从抄表,计价,用电检查等方面采取措施,在抄表过程中为

了避免抄表时间差导致的线损波动,必须要按照规定时间抄

表,抄表要到位,切勿存在估抄,错抄,漏抄等情况,在计价中

要全面推行计算机计价,保证计价的准确性,确保电量,电价

准确无误,减少错误,除此之外,要做好用电检查,当前农村

窃电行为越来越隐蔽,针对此种情况要不定期突击检查,并

对严重窃电行为进行曝光,作为管理者要加强学习,不断提

高自己的防窃电技术。 

4.4 调整电网结构,合理运行电网 

根据农村地区的负荷分散,负荷率低,线路设备老化,运

行环境恶劣的特点,应按照“多布点,短距离,小容量”的原

则调整电网结构,布置配电变压器,供电电源点应深入负荷

中心,低压供电线路宜采用辐射形供电网络,尽量避免采用

单边供电的接线方式,以缩短供电半径,制定合理的电网运

行方式,改造“卡脖子”线路,减少线路迂回供电。 

4.5 积极完善台区管理 

调整计量装置配备不合理状况杜绝互感器“小马拉大

车”和“大马拉小车”的现象,使其与负荷相匹配,校验和安

装关口电能表时,同一条 10kV 线路关口电能表装设的应是

允许误差都为上限值或都为下限值的表计,表计允许误差不

能一只偏上而一只偏下,杜绝人为线损的增加。 

4.6 实现农村电网的经济运行 

为了实现农村电网的经济运行,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措施,

第一,对变电站主变压器的电压分接头进行调整,确保配电

线路的运行电压达到规定值；第二,对用户的用电负荷进行

调整,对重负荷线路采取避峰和错峰用电措施,对轻负荷线

路采取轮流定时供电措施,从而实现均衡用电；第三,对具备

双主变并列运行的变电站,进行主变经济运行的分析和计算,

通过合理投切两台主变,使其处于 经济运行状态。 

4.7 要开展线损的理论计算工作 

在线损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理论计算线损的结

果,如果这个目标可以实现,那么管理线损就为零,电网并不

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就需要经常进行线损理论计算工作,结

合相关的要求,每隔三年就需要进行线损理论计算工作,如

果有着较大变化出现于电网中,需要及时进行计算,对线损

指标重新制定,如果理论损失率比一定的数值大,那么就需

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调整或者改造电网结构,促使电网运行

状态的经济程度得到提升,线损理论计算较为复杂,有着较

大的工作量,为了促使计算的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在线损管

理中将计算成果的作用给充分发挥出来,就需要将计算机线

损理论计算工作给积极推行下去。 

4.8 建立线损考核制度 

建立线损指标体系,定期开展线损考核,实施相应的奖

惩措施,将线损指标的完成情况与供电所负责人,成员以及

农电工的工作业绩挂钩,而工作业绩直接与他们的工资福利

挂钩,按照每季度的考核结果实施奖惩措施,对于线损指标

完成情况较好的人员给予奖励,对于未完成线损指标或是弄

虚作假的人员给予处罚,追究他们的责任,充分调动供电所

人员和农电工的降损积极性。 

4.9 加强农电人员的培训 

针对农电人员对线损管理知识了解不深入,不全面的情

况,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根据农

电工所缺线损管理方面的重点知识和重点工作情况,加大专

项培训力度,针对性地开展事故处理及反事故演戏活动,使

农电人员线损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有机结合,保障农电工作

优质,高效完成。 

5 结束语 

调查分析得知,如今在农村低压线损管理中,还是存在

着诸多的问题,没有对其产生足够的重视,需要引起人们的

注意,结合具体情况,将科学的降损措施给应用过来,完善电

网结构和相关制度,基层职工也需要积极主动的参与过来,

以便提升线损管理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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