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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各行各业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与此同时生产建设活动的持续开展，使得人们对于电力

资源的需求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意味着电力行业将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相应的在电力资源的使用上也存在缺陷

和不足，尤其是电力线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且制约了我国电力企业的正常运营，导致其无法实现可持续

发展。因此本文研究将主要围绕电力线损展开，通过多元化分析，对日常工作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线损问题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

指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此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可行性建议。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level, various industries have achieved certain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has shown a clear upward trend in people's demand for power resources, which means that the power industry 

will have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market space. Correspondingly, there are also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use of power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long-term unresolved problem of power line losses, which to some extent affects and restricts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China's power enterprises, leading to their 

inabilit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mainly focus on power line loss. Through diversified analysis, different types of line loss 

problems that exist in daily work will be introduced. Based on this, targeted solutions will be pointed out to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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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电力企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创新升级，

正在结合时代的变化积极进行技术上的优化调整。从当前电力企业发展

的现实情况来看，虽然相比以往在运行模式上得到了改进，但是还是存

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线损问题上。电力线损如果得不到有

效的控制，将会直接影响整个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营，使其无法处于安全

稳定的工作状态，也会对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

响。因此电力企业在当前的运营管理中，需要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多

种影响因素，针对电力系统运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对

线损问题的个性化研究和处理，以此最大限度提高电力线路的可操作

性，为电力系统的运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使其价值发挥到最

佳，这一过程中也能为电力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真正促进它实现

可持续发展。 

一、电力线损产生原因分析  

电力系统在现阶段运营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耗，从

原因上进行分析研究，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看，造

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以及管理层面出现的问题，因此在具体

的工作研究中主要从这两方面出发展开分析。 

1.1 技术方面  

技术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电力设备的损耗。电力系统在现阶段的运营

中，所有实际参与应用的电力设备都需要根据自身的特性，在带电的情

况下实施相关操作，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工作状态下，电力设备运行过程

中很有可能出现不同电能的转换，这一阶段能量转化就会导致电能损

耗，与此同时整个和电力设备相互连接的线路也会受到负面影响，直接

导致线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在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营阶段，比较容易

出现电损的电力设备主要有调压设备和变压器等，和其他的设备类型相

比，这类设备通常功率较大，所以这就导致在使用中容易出现零件损失，

造成的损耗也相对较大。所以电力设备损耗对电力线损的影响是重大

的。其次就是复合的变动损失。电路在保持通电的状态下，内部的电荷

也容易产生变化，从而导致线路损坏。与此同时整个电力设备能耗的存

在更是会对电源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使其出现不同程度的损耗。在电

力行业往往将这种现象看做是可变损耗，需要注意的是和电力设备保持

连接的线路受到损耗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其他线路，调压器和变压器等

设备长期处于运行状态，对应的内部零件也容易出现损坏，这自然会进

一步加大设备的损耗，其直接作用在电荷特别容易发生欺负性的通电线

路上，从而造成一定的损失。除此之外，就是来自输电线路的损耗。输

电线路在具体应用中如果未能保持正常运行的状态，同样容易引发线路

损耗情况。对以往电力系统中输电线路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可

以发现之所以输电线路运行中很难达到理想化效果，主要在于整个输电

网的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相应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导致输电线路

电流持续加大，导致整个线路损耗情况十分严重[1]。 

1.2 管理方面  

对电力系统运行中的线路部分进行相关管理时，如果不能结合实际

情况对整个线路进行动态化监管和控制，那么也会由于管理不当导致出

现线路损耗，现阶段针对电力系统运行中出现的线损问题主要有以下几

种。首先是电力计量存在偏差。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对电力进行精确化

和准确性计算，可以切实保障整个电流互感器的正常运行，使其和电力

系统的运营要求保持一致，从而真正将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佳，有效降

低线损情况的发生，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一些电力系统

管理人员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由于自身综合素养较低，所以对于抄表

以及核对等工作在实际实施中，很难保持严谨的态度，这就导致店里计

算中容易出现误差，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以所获得的数据作为参考对整

个电流互感器进行调节，那么必定会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使其无法满足电力系统运营的现实要求，从而使得线路损耗不断提高。

其次，线损理论计算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如图一所示。电力系统运行

中，线损情况的发生是非常普遍的，为了切实降低系统运行中产生的损

耗，需要从实际出发，从线损理等层面进行系统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对

整个线损情况进行精确计算，从而切实了解电力系统运行中线损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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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为相关问题的优化解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但是目前一

些参与线损计算的管理人员在具体的计算阶段并没有遵循线损理论的

计算方法进行，这就导致整个计算中存在较大的误差，计算结果也无法

对整个线损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应的数据参考和支撑[2]。因此，线损理论

计算误差的存在也是导致整个电力线损问题无法得到切实解决的主要

原因，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加强该方面问题的处理应对。除此之外，

管理人员的意识薄弱。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对于电力资源的节约缺

乏正确认知，缺乏管理和降低电力线损方面的意识，这就导致实际工作

中容易出现一定的失误，从而导致出现线损问题。工作人员线路检查不

仔细以及工作中的敷衍了事都会在一定意义上导致线路受损严重。而且

需要注意的是，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低也会间接导致出现线损问题。专业

素质相对较低的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通常并不具备系统的分析线损

问题以及解决整个线损问题的能力，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主要是凭借

自身经验进行线损计算，这就导致整个计算结果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真

实性，提出的解决办法在实用性上很难达到理想的应用效果。所以当前

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使其可以增强意识，提高

能力[3]。 

 
图一：实际线损分类 

二、处理电力线损问题的有效办法  

2.1 技术方面  

针对当前电力系统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采取

个性化的解决和处理措施，从而确保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从技术层面

来看，需要对电网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对电力系统运行中存在的线损问

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时发现，如果在实际工作中整个科学技术得到了高效

化应用，但是电力系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升级和改造，那么也会间接导

致出现线损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和控制线损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

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通过科学技术的高效化应用从而对原本的电网

结构进行优化完善。这就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加大对电网的改造，

使其得到更加高效的应用。从分析配置网的内置电气资源着手，分析电

网系统运营中整个电力设备的具体运营情况，在此基础上明确电网结构

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从而通过使用网络技术等信息化手段，最终构建出

来一个全新的变电站，这一过程中需要将工作重点放在电网架构的布设

上，使其可以在相关设备的支撑和作用下得到更加灵活的应用，而且也

要结合线路负荷的现实情况，对整个负荷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规范，这一

阶段整个电网优化等级也会不断减少，线路的能耗也能控制在合理的范

围内。因此，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科学合理布设以及规划整个电网的

架构是当前有效解决电力损耗的主要措施。其次也要降低导线密度和变

压器损耗。在这一阶段，导线密度以及变压器通常存在能耗较大的情况，

这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出现电力线损，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

提高，在具体的工作优化中，需要通过降低导线密度等控制整个线路的

损耗。结合电力系统·运行的实际要求，对整个系统运营中包括的各种

线路进行重新布设，确保布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防止线路出现迂回的

情况。这样就能进一步降低线路运行中变压器的运营负担，相应的整个

变压器的能量损耗也会持续降低，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整个线路运行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4]。 

2.2 管理方面  

为了切实改善当前我国电力系统运行中存在的电力损耗情况，需要

在管理层面做出一定的改进和调整，主要要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对管理

人员的系统化培训和教育如图二所示，使其可以提高综合素养，在理论

知识以及实践技能等层面实现双重发展。电网设备技术改造过程中，工

作人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从电力系统运行的现实情况出

发，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宜的技术手段对整个电网线路进行调整优化，使

其可以得到稳定的发展。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时，主要需要从 1 思想上

改变管理人员的意识，使其增强对线损管理的重视，最大限度强化管理

人员的专业素质，使其对整个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做出突出贡献[5]。 

 
图二：线损管理人员 

三、结束语  

通过相关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导致电力线损的原因存在多样

化特征，因此在实际处理阶段，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化论述，主要

需要从技术以及管理上着手，对电网架构以及管理人员等进行相应的优

化调整，通过技术上的改进以及管理上的调整和升级，最大限度降低电

力损耗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切实提高能量转化率，确保电力系统始终处

于安全稳定运行的工作状态，为电力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企

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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