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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问题及改善措施 
向军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秭归县供电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443600） 

摘要：现阶段，电力作为我国发展重要能源之一，得到广泛关注。电力系统是支撑电力供应的基础，其运行过程
中，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均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保证其安全性和稳定性对电力供应质量有直接影响。基于此，文
章从线路安全运行问题角度出发，围绕问题分析成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旨在为我国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提
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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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现代社会中，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对于维

持正常生活和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然而，输配电及用电
工程线路的安全性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由于各
种原因，包括设备老化、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电力线
路可能面临着潜在的安全隐患。因此，文章深入探讨输
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一
系列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确保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
实现安全可靠运行，对保障电力能源供应有重要意义。 

1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存在的问题 
1.1 材料质量问题 
线路质量对线路安全运行有直接影响。结合实际来

看，材料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存在制造瑕
疵。在线路元件制造过程中，存在生产设备故障或人为
操作错误，从而导致材料出现瑕疵，例如常见的裂纹、
不均匀的材料结构或者连接点不牢固等，均会影响线路
的整体强度和稳定性。第二，材料选择不当。在设计和
建造阶段，应用的材料选择不当，也可能导致线路安全
问题。例如，选择不能很好抵抗恶劣气候条件或电流负
载的材料，可能使线路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从
而降低其安全性。第三，供应商质量管理不完善。电力
工程应用材料采购过程中，选择的供应商资质不够或者
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规范要求，均会影响电力线路运行。
上述三种常见的材料质量问题均会导致线路安全性能下
降，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引发安全事故。 

1.2 气候环境问题 
常见的气候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空气流动等均

会影响线路运行状态，如空气流动过于缓慢，会导  致
线路散热出现问题，进而出现线路过热情况，严重会导
致线路自然或者绝缘外皮加速老化；温度过高，导致线
路绝缘结构加速老化，防护性能会有所下降；湿度过高
会增大线路击穿风险。除此之外，极端气候如沙尘暴、
暴风雪、台风、雷击等也会对线路安全运行产生干扰，
例如台风容易导致线路被压断；雷击容易导致线路起火
等[1]。  

1.3 人员能力问题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运行中，部分环节无法脱离

人力支持，因此，人为因素也会对电力线路安全运行产
生影响。例如线路运行监管和特殊情况处理时，都需要
人力辅助，如果负责人员能力不足、素质较差，很容易
导致失误发生，进而对线路运行产生干扰。         

1.4 线路维护问题 
为了保证线路安全运行，线路维护是不可忽略的重

要工序。尤其随着现代化技术持续化发展，越来越多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中发挥
效用，此时线路设计相关参数发生变化，各项性能也得
到提升，但无形中也为线路维护带来更多挑战，例如防
雷击措施升级优化，势必导致维护流程、维护方法更为
复杂。另外，由于多种因素干扰，也会出现地面下陷而
导致线路运行故障的问题，此时线路维护也面临难度。 

2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保障技术概述 
2.1 防风技术 
配电系统防风技术是确保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

全运行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强风和极端天气条件可能
对电力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采取相应的防风技术对
于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应用防风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选择布线路径。在线
路设计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台风高发区域或者风力较大
区域，避开地质灾害容易发生区域，可以有效保证安全，
如果无法避开，则依据规范要求，对该区域线路进行加
固。 

第二，选择线路材料和计算荷载。布线路径设计完

成后，为了有效预防风力因素干扰，应合理借助如下公

式计算风荷载：
qmam 2

0 sindLWW Zs=
。其中输配

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地线或者导线风荷载标准数值用 W 表

示。 

上述式子中各项含义如下：q 为风向和线路之间夹

角； 0W
代表基本风压；L 为水平档距；d 为线路外表面

直径； sm 和 Zm 分别代表风荷载系数和风荷载高度变化

系数；a 代表台风影响风压改变的不均匀系数。确定风

荷载数值后，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材料。同时需要注意，

风荷载系数与研究线路的外直径存在联系，如果线路外

直径高于 15mm，风荷载系数按照 1.1 进行计算；外直径

低于 15mm 则按照 1.2 进行取值。除此之外，风压不均匀

系数取值和风速和水平档距有关，一般按照如下表 1 所

示的参考范围进行取值[2]。 

表 1  不同风速、不同水平档距下风压不均匀系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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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研究因素 具体项 
不均匀系数取值

（a 范围） 

20á  1.00 

35~20  0.85 风速/（
1-× sm ） 

35ñ  0.75 

100£  0.95 

200 0.90 

250 0.84 

300 0.73 

350 0.65 

水平档距/m 

400 0.55 

2.2 防雷技术 
防雷技术在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的安全运行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应用之前，需要合理对区域雷
电等级进行分级，确定不同区域遭受雷击最强等级，然
后分析地闪密度和设备遭受雷击情况，科学选择最适宜
的防雷技术。现阶段，雷区分为少雷、中雷、多雷和强
雷四个等级，不同等级适宜应用不同的防雷措施。 

常见的防雷措施包括避雷器、引下线、接地系统、
防雷装置等，其中避雷器是一种常见的防雷措施。避雷
器能够迅速将雷电过电压引导到大地，保护线路设备免
受雷击的影响。所谓的引下线是指在高耸的输电塔或建
筑物上设置引下线，将雷电引向地面，减少雷电对线路
设备的影响。这样的引下线通常与避雷器协同工作，共
同确保雷电能够迅速、有效地被释放。除此之外。有效
的接地系统是防雷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确保设备和结
构的良好接地，可以减小雷击对设备的损害，并加速雷
电过电压的释放。这些防雷技术的综合应用可以有效降
低雷击对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的风险，确保系统在雷
电活动时保持安全。 

3 保证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的可行措施
分析 

3.1 重视恶劣气候影响，通过防范体系保障线路运行
安全 

在面对恶劣气候条件时，采取防范措施是确保输配
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的重要步骤。以下是一些可
行的措施：第一， 建立先进的气象监测系统，实时追踪
气象条件的变化，包括风速、温度、湿度等。这有助于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情况，为采取应对措施提
供时间窗口。第二，重视并科学进行风荷载计算，确保
线路结构能够抵御强风、暴雨等恶劣气候条件。通过加
强杆塔、绝缘子等部件的设计，也是保证线路安全运行
的保障。第三，对关键设备进行防护措施，例如安装防
风设备、设备罩等，减小恶劣天气对设备的直接影响。
通过上述措施，可以有效保证线路安全运行[3]。 

3.2 提升人员综合素质，通过加强培训构建专业规范
型队伍 

人员的综合素质对于确保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的

安全运行至关重要。基于此，通过定期的专业培训，确
保工程人员了解最新的安全标准和操作规程。培训内容
应包括线路安全管理、紧急处理流程等方面。同时，定
期组织人员参与紧急情况模拟演练，可以让工作人员更
熟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操作步骤，这有助于提高应急
响应的效率和准确性。另外，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安全意
识培养，使其充分认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鼓励员工
主动报告潜在的安全隐患，形成安全管理的良好氛围。
上述措施可以有效助力打造专业规范型队伍，降低人为
失误发生概率。 

3.3 严格把控安全风险，重视技术创新并深度开展安
全管理  

严格把控安全风险也是确保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
安全运行的可行措施。在重视风险把控的同时，重视技
术创新，深度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可以有效降低线路发
生故障的概率。第一，在工程规划和设计阶段，进行全
面的风险评估，识别潜在的安全隐患。建立科学的风险
管理体系，采用适当的措施降低或消除风险。第二，通
过引入新技术和工程创新，提高线路的安全性能。例如，
采用先进的材料、监测设备和智能系统，以及使用先进
的施工方法，减小工程风险。第三，重视安全管理，确
保施工人员遵循规范操作，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及时
解决施工中的安全隐患。严格落实上述措施，可以有效
保证线路运行安全[4]。 

3.4 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制定的预案具备可行性
和实用性   

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对于确保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
路安全运行至关重要。结合以往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
维护经验，考虑各种可能的应急情景，包括自然灾害、
设备故障、人为错误等，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可以确
保预案的全面性和适用性。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
作，如政府部门、应急救援部门等，构建良好合作关系，
借助现代化技术实现信息共享和流畅交流，可以显著提
升其应对复杂情况的综合实力。     

结语 
在电力系统运行的复杂环境中，输配电及用电工程

线路的安全性始终是关注焦点。文章在此结合实际，全
面阐述输配电及用电系统线路安全运行存在的问题，并
总结当前常用的两种保障技术，最终针对性提出四点切
实可行的建议。希望本文研究，可以为保证电力系统始
安全、稳定运行提供更多支持。 

参考文献： 
[1]彭世亮.试分析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J].

电气技术与经济,2023，43(3):135-137. 
[2]王乙淳.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的问题

及其技术探究[J].电气开关,2021,59(6):72-74. 
[3]唐建军.浅析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技术构

建[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21，29(12):146-148. 
[4]范欣悦.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运行的影响因素

以及管理措施[J].中国新通信,2019,21(24):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