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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kV 配电网线损管理及降损策略 
李进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苍溪县供电分公司  四川苍溪  628400） 

摘要：线损是影响供电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线损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我
国供电企业对线损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造成部分地区电网线损居高不下，线损管理水平较低。为此，本文首先
阐述了 0.4 kV 配电网线损问题出现原因，然后提出了一系列优化 0.4 kV 配电网线损管理的具体措施。通过对这些措
施的深入研究与分析，可以有效提升我国配电网线损管理水平，实现降损增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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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线损是指电能在传输过程中产生的能量损耗，包括

电力在输送过程中产生的电能损耗、电力在配电过程中
产生的电能损耗以及电力在终端用户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电能损耗等，线损管理是供电企业对电能进行调控、分
配和回收利用的过程，对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
影响。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供电企业对线损管理工作
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制定合理有效的线损管理方案，导
致线损管理水平较低，电能浪费现象较为严重。同时，
由于部分供电企业在配电网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缺乏专业
的技术人员参与，导致配电网存在较多安全隐患问题，
影响了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强化对 0.4kV 配电
网线损的管理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0.4kV 配电网降低线损的意义 
1.1 是提升供电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电力的需求

量越来越大，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相关部门需要不断优化电力设施，从而保证人们能够及
时地获取电能。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电力系统属
于一种公共设施，因此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损耗
现象。由于电力系统所具有的特殊性，其所产生的损耗
量往往比较大，因此需要供电企业加强对配电网线损管
理工作的重视。期间供电企业需要做好配电网线损管理
工作，就要明确线损产生的原因以及线损出现的情况，
通过对配电网进行优化设计、加强配电网运行维护等方
式来减少线损产生。 

1.2 是配电网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 0.4 kV 配电网线损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结

论，造成线损高的原因主要是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由于城市规划的局限性，导致配电网分布不合理，对于
一些电力需求比较大的地区，没有建立相应的电网配套
设施，导致电网结构不合理，配电网部分线路、设备陈
旧老化严重。第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们对用
电要求也越来越高，导致低压电力网络的负荷增加较快，
但没有相应的电网建设跟上。因此在实际用电过程中也
会出现线损高的情况。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分析可
知，要想有效降低线损就需要对配电网进行改造。 

1.3 是供电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电网线损率是衡量电网运行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

线损率越低，说明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就越好，供电企

业的经营效益也就越好。在国际上，英国、美国等发达
国家的电网线损率平均为 8%左右，而我国为 8%左右。
从我国电网线损率看，电网线损一直居高不下，供电企
业在经营中受到了很大影响，降低线损不仅可以提高供
电企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供电企业提供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0.4kV 配电网线损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2.1 电网结构缺乏科学性 
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电网结构已经较为完善，在

低压配电线路的建设方面也有了较为突出的进步，但是
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电网结构中也存在一些漏洞，不
能够有效地避免线路损耗。其中在当前城市配电网络建
设中，因为资金投入不足、技术力量不够等方面的原因，
很多地方的配电网建设工作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尤其是
一些郊区和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低压配电线路老化问
题，导致变压器功率过大、电流过大等问题出现，导致
供电不稳定和电能损耗过快。 

2.2 负荷电压不均衡 
在对 0.4 kV 配电网进行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对负荷

的电压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对供电的功率进
行合理分配，可以实现供电网络运行过程中的损耗问题。
对于 0.4 kV 配电网来说，当电网结构出现问题时，会导
致电压不均匀，从而导致线路出现过压和欠压的问题。 

在当前阶段，由于城市电网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导
致配电网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一些居民小区和企事业
单位已经将供用电线路延伸到了街道内的各个角落。随
着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不断完善，街道内的房屋越来越密
集，道路变得越来越拥堵，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电压不平
衡问题出现。 

2.3 缺乏电网的区域化管理 
在管理线损问题时，必须保证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

控制，首先就是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保证在配电网
运行过程中能够尽量地减少线损问题。这就需要建立起
相应的区域供电管理机制，并且对该机制进行合理的规
划和管理。 

从当前我国电网系统建设过程中来看，配电网区域
供电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在配电网运行过程中还存在
着一定的问题，进而导致了线损问题的出现。我国当前
部分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供电区域划分不合理情
况，在进行区域划分时没有能够结合实际情况和相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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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来进行合理的划分。 
3 0.4 kV 配电网降损策略 
3.1 优化电网地结构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配电网线路的负荷、导线

截面、变压器容量等因素均会对线损造成一定影响，所
以，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加强对电网结构的优化与调整。
如在 0.4 kV 配电网当中，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和先进设
备进行无功补偿，通过合理地安排无功补偿容量、安装
无功补偿设备等方式进行科学降损。 

（1）合理选择变压器的容量和型号：根据 0.4 kV 配
电网的实际情况进行变压器容量和型号的选择，保证其
与负荷相适应。例如，在进行配电变压器容量和型号选
择时，可以将 10 kV、35 kV 以及 110 kV 进行合理划分，
保证其能够与负荷相适应，并且在确保变压器运行安全
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对其功率损耗进行降低，从而提
高其运行效率。 

（2）调整电网的运行方式：在不同时间段内采用不
同运行方式，以提高其运行效率，从而降低供电网络损
耗。①在变压器运行过程中，若变压器负载率较低，则
会造成无功功率的增加，从而引起线路损耗；③在对供
电半径进行调整时，若其半径较大，则会引起供电电压
的降低；④在对低压配电柜进行安装时，需要尽量避免
安装在高压侧，以避免其出现短路故障；⑤若低压配电
柜安装在高压侧时，则会增加其短路电流，从而导致开
关设备发热； 

通过对电网运行方式的调整可以有效地降低配电线
路中的损耗，但这一过程中需要结合配电网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合理地进行规划与设计。 

3.2 均衡三相负荷电压 
在对 0.4 kV 配电网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三

相负荷平衡问题，这是因为在三相负荷平衡的情况下，
电压会更加稳定，线损也会更小，而在三相负荷不平衡
的情况下，电压不稳定，线损会相对较大。为了均衡三
相负荷的电压，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 

（1）针对三相负荷的不平衡问题，可以使用调压变
压器将不平衡的负荷调整到平衡状态，这样可以有效地
减少线损； 

（2）针对电压过低的情况，可以通过无功补偿来解
决。因为无功补偿可以有效地降低配电网的线损，通过
对无功补偿装置的合理安装，可以减少因无功功率不足
而导致的电压不稳定问题，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减少因无
功功率过大而导致的电压过高问题，从而降低线损； 

（3）针对电压过高的情况，可以使用调压变压器将
过高的电压降下来。通过调压变压器，可以将过高的电
压降低下来，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电能损耗，并且通过
对电压的调节，可以有效地降低配电网中的损耗，同时
还可以改善电压不稳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电压质量。 

（4）针对三相负荷不平衡问题，可以通过调压变压
器来均衡三相负荷。因为在使用调压变压器时，可以通
过调节变压器的位置来均衡三相负荷，这种方式不仅简
单易操作，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损耗，同时还可以有
效地防止三相负荷不平衡问题的出现，从而提高供电的

安全性。 
（5）对于小容量用户，可以采取增加其容量的方式

来均衡三相负荷。通过以上的措施来解决配电网三相负
荷不平衡问题，降低线损，提高经济效益。 

3.3 对 0.4KV 配电网进行区域化管理 
为更好地开展电网降损工作，提高线损管理的工作

效率，需将配电网的区域化管理工作融入其中。从某种
意义上来讲，在开展配电网线损管理工作时，若能将区
域化管理与配电网降损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则可以有效
降低供电企业的线损管理成本，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为实现降损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首先，应对区域内配网进行全面的调研和分析，对
供电线路的负荷分布、负载类型、电力线路的长度等进
行科学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降损措施。在
制定降损措施时，应根据区域内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对
配电台区的分布情况和供电半径进行合理调整，在满足
电力输送需求的基础上来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应采取科
学合理的方法来降低台区线路电流，避免出现因电流过
大而产生的线路损耗。 

其次，应将配网进行区域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配电
网管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配电网进行全面改造和升
级。同时应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对区域内配电台区进
行调整，提高配电台区的供电能力。 

最后，应将配网进行区域化管理，将配网中的供电
线路进行优化组合和科学配置，确保供电线路运行方式
更为合理。在配电线路的运行过程中，为了保证其安全
性和可靠性，应采取合适的运行方式来确保其稳定运行，
从而降低线路的损耗。对于运行方式的调整，应结合配
电网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保证线路运行方式更好的满足
配电网实际运行需求。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电能是一种重要的能源，也是人们生产

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当前，我国大部分供电企业
在配电网管理中，都没有充分认识到线损管理工作的重
要性，导致线损管理水平较低。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
供电企业需要对配电网线损管理工作予以重视，通过制
定合理有效的线损管理方案来提升配电网线损管理水
平，从而确保供电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此外，在实际
工作过程中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降低配电网
线损，如优化 0.4 kV 配电网供电可靠性、加强低压台区
计量管理、合理规划低压台区分布等。通过这些措施的
深入研究与分析，可以有效降低配电网线损，从而提高
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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