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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网存在的问题及配电线路安全运行管理措施
欧阳斌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梅州梅县供电局 广东 梅州 514700

【摘 要】国内电力配电线路结构正积极进行调整，线路覆盖范围不断增加，并且在电力配电系统运作过程中，

因为长度与供电范围都相对比较大，所以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干扰，从而引发各式各样的问题，对此也就使得电

能的质量供给要求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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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力配电线路故障及原因

1.1.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发生的原因较为复杂：(1)是自然方面的因

素，电力配电线路大多架设于野外，翻山越岭穿越荆棘

丛林，存在树木等倒断压在线路上造成单相或多相接地

等现象，长期运行在复杂的环境中，容易遭受气候条件、

地理特征以及自然因素的干扰，例如，洪水、地震、山

体滑坡等，使得杆塔、导线等设施发生倒塌、断折等问

题，使得配电线路的安全运作受到严重影响，而且还让

其维护工作面临诸多阻碍，不便开展；(2)是人为方面的

因素，若是维护人员个人质量意识欠缺，所做的检修、

检查工作落实不充分，也就无法及时发觉线路运行中存

在的异常问题，比如，通道清理不及时、杆塔倾斜、拉

线断裂等金具损坏问题；(3)在进行配电线路的施工作业

时，所采取的施工技术不规范，施工质量不合格，比如，

线路埋设深度不够、杆塔不垂直、导线连接位置不稳固

等，都会对线路的安全运行带来一定影响；(4)线路在运

行过程中也会受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干扰而发生损

坏，使其无法安全运行。

1.2.短路故障

电力配电线路运行过程中出现短路故障：(1)即为人

为操作不当所致，比如，在施工作业中，将低压电接通

到高压设备，使得线路荷载太高，此时，就容易发生设

备短路故障情况；(2)因为我国绝大多数配电线路都分布

在野外，长时间外露在自然环境下，极易发生自然受损、

绝缘老化、雷电击穿绝缘等情况；(3)由于配电线路架设

在户外，翻山越岭穿越荆棘丛林，存在树木等倒断压在

线路上造成相间短路或单相接地等现象。以上因素都是

容易引发线路设备短路的关键因素，严重时甚至有可能

发生火灾、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

1.3.线路损坏

配电线路长期处于自然环境下，容易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干扰，比如，空气或雨水中自带的酸碱性气体或物

质导致线路腐蚀、老化、动物啃食等情况，再加上线路

敷设范围比较广、档距大，在进行监督管理时难度较高，

容易发生偷窃或者断线等问题，从而导致电路存在受损

的情况。

2.强化电力配电线路维护管理的几点对策分析

2.1.做好输配电线路工程设计的相关准备工作

在对输配电线路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审核时，需要

有关运行单位积极参加线路的设计、规划审核工作，并

且，按照当地区域特征提出适当的调整意见；在进行设

计工作中，运行单位还要参加线路相关的选址勘察工作，

把采集的当地地质、地理、水文等资料作为设计工作实

施的核心参考依据；落实好验收工作，选取具有丰富经

验的专业人员负责工程的验收、检查工作，严格遵照线

路设计的有关规定开展，保证工程项目不会留下任何安

全隐患；在线路投入运行前，有关部门也要做好必要的

准备工作，配置好人手充足的管理人员、合适的通信与

仪表设备等；在输配电线路的试运行环节，需要加大巡

检与监督力度，对于试运行环节发生的问题，做到第一

时间发现与迅速处理，不给隐患留任何一点存活的机会，

确保线路健康、安全、经济运行。

2.2.尽可能地促进自然灾害防范能力的提升

因为自然灾害会使得电力配电线路运行受到重大

影响，因此，为了能把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控制在最低

水平，就要最大程度上提升自然灾害的防御水平。(1)需
要尽量把线路杆塔的避雷设施电阻值调低，从而让雷击

造成的破坏控制在最小，并且还可以使得线路杆塔电阻

值控制到最小，以此使得输电线路的抗雷击能力得到有

效提高；(2)就是针对特殊条件下，如果采取减小杆塔电

阻值无法取得理想效果时，就要在导线中设置耦合地线，

以此把配电线路的抗雷击能力提升。

2.3.坚持定期巡检与检修

如果电力输配电线路发生故障，必定会带来重大的

损失，同时，也会给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都带来一定

的影响。所以，要加强对输配电线路的检修，切实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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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理念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主

要需做好的就是日常巡检、定期检修两方面的工作。通

过巡检，能够事先察觉可能引发线路故障的因素，并及

时加进行处理，如此方可确保输配电线路始终维持正常

运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稳定、可靠的电能。对此，

一方面，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日常巡检与定期检修方案，

有关部门也要严格督促检修人员将此方案执行到位。另

一方面，则要对检修内容加以清晰确定，需要全方位考

虑输配电线路中牵涉的设备、元件等，做到全面覆盖所

有应当检修的内容。

2.4.科学设计防雷装置

在雷雨季节，如果线路遭到雷电击中，就会发生短

路、火灾等事故，不利于电力系统的安全、经济、稳定

运作，容易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影响人们的日常工作、

生活，更会给人们的人身安全带来一定威胁。所以，要

采取可靠的对策，对雷电故障进行全面防范和控制，降

低其对总体配电线路的影响，比如，可以联系实际状况

装设防雷设备，从而降低雷电气候给配电线路带来的影

响，同时，还能防止配电线路受到严重损坏。另外，也

可采取耦合电线的措施，加强线路运行期间的耦合作用，

如此便可充分防范电压问题导致的绝缘子风险，同时，

将线路内的电压适当分流，保障其安全运作；安设自动

重合闸，能够提高线路的防雷性能，确保供电可靠性。

3.结语

为保证电力配电线路的安全、经济、可靠运行，要

采取可靠的措施，加强维护管理力度，比如，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机制，提升检修人员的专业素养，合理安装防

雷设备，加强防风防污措施，改进日常巡检方式等，以

此实现对线路运行中安全因素的有效规避，保证其稳定

运行，同时，为人们提供更高质量的电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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