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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 (1)配电网布局和结构不合理： 超供电半径线路较多

，线路的空间距离超长，迂回和“卡脖子”供电线路多，配

电线路上负荷点多分散，配变供电点离用电负荷中心较远，

导线截面选择与载荷不匹配等。 (2)供电设备陈旧老化，损耗

严重： 高能耗配电变压器和用电设备仍在使用中，早期农村

架设的10kV线路的线径较细，导线截面小，载流量大，线路

损耗较为严重，农村中小型电灌站和排涝站则表现的尤为突

出。 (3)配电变压器的负荷轻、不平衡： 配电变压器空载运行

时间长，配电变压器的固定损耗大。农闲季节时，白天用电

负荷小，经常轻载或空载运行，晚间则负荷较大；农忙季节

时，白天负荷大，晚间经常轻载或空载。另外，还存在着配

电变压器容量与实际用电负荷不匹配，“大马拉小车”的现

象。 (4)电能计量装置造成的损耗： 大用户由于负荷变动大，

电流互感器变比偏大而实际负荷偏小。电压互感器二次压降

过大造成的计量精度下降，大量的照明户表由于设备老化存

在着计量精度不合格且偏慢的现象。 (5)管理上的损耗： 用户

违章用电和窃电损耗，抄表核收的差错损失，用户表计使用

和更换管理上的疏忽，容易造成电能损失，农村临时性季节

用电报装管理不严，存在无表用电以及其他的不明损耗。 2

．农网现阶段技术降损要点 (1)改善农电网络的布局和结构： 

从降损节能的角度考虑电网布局，关键是合理选择供电半径

和控制最长电气距离，供电半径应根据负荷分布并按电压降



进行选择，以损耗校核。在规划设计时，应考虑远期负荷增

长的需要，一般压降不应超过线路额定电压的5%，每回出线

输送功率一般不应超过2000kVA。若过大，则应考虑增加出

线回数或新增电源布点。作为配电线路其电能损耗的绝大部

分在主干线段，降低干线段上的电能损耗是线路降损节能的

一个主攻方向，减少干线段的电压降还能提高全线路的电压

质量。对于干线段的技术降损可采取多种方法，比如增大导

线截面，提前分流，转移负荷等。增大导线截面是降低干线

段损耗的一项切实可行、立竿见影的技术措施，但在实施时

，要作经济核算，以免资金回收年限过长造成经济上的不合

理。 (2)变压器经济合理的运行： 为提高供电可靠性和适应农

电网络季节性强，负荷波动大的特点，35kV变电所应两台主

变并列运行，两台主变的投切根据临界负荷确定，主变应强

调经济运行以减少主变损耗。当变化的负荷小于临界负荷时

，切除一台主变运行为经济，而大于临界负荷时则两台主变

运行较为经济。10kV配电变压器的损耗占配电网损很大的比

例，配电变压器运行不经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配变容量的选

择不尽合理，安装位置又不恰当，尤其是农村用电负荷存在

季节性强、峰谷差大，年利用小时低，全年轻载甚至空载时

间长，加之管理不善等因素造成农网损耗过高。因此合理选

型和调整配变容量，提高配变平均负载率，是农电网络降损

节能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配电变压器其运行的实际铜损

等于铁损时，工作效率最高，负载率为最佳负载率。排灌等

季节性负荷专用配变，在不用时要退出运行，对照明动力混

合负荷最好采用“母子”变方式运行。 (3)改善供电电压水平

： “改善电压水平”就是根据负荷情况使运行电压始终处在



一个经济合理的水平上。正确的做法是使用电设备电压水平

控制在额定值允许的偏移范围内。在忙季、高峰负荷和可变

损占线损比重大时适当提高电压使其接近上限运行；在闲季

、低谷负荷和固定损占线损比重大时可适当降低电压使其接

近下限运行。可以通过无功补偿或在变电所调节变压器分接

头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4)合理配置农电网络的无功补偿

： 在有功负荷不变的条件下，提高负荷的功率因数，可减少

负荷的无功功率在线路和变压器中引起的有功损耗。减少无

功功率的输送不仅对提高农电网络的电能质量有好处，而且

对降低线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提高功率因数，首要的办

法是合理调整负荷和设备容量，使用电设备在最佳负载率下

运行，以提高线路的自然功率因数，其次针对农电网络功率

因数较低的特点，开展家电网络无功补偿工作十分必要

。10kV线路一般，可采取分散补偿和集中补偿相结合的技术

措施以便获得经济技术的最佳综合效果。当电容器组装于变

电所的10kV母线上时，仅能减少35kV级线损，而当电容器组

装于变电所的10kV线路上时，则可以同时减少35kV和10kV两

级线损。为了提高无功补偿的经济效益，电容器组应尽可能

地装在配电线路上是合理的，但在变电所10kV母线集中装设

部分电容器组亦是必需的，只有采取分散补偿与集中补偿相

结合的补偿方式，才能获得最佳综合效果。 3．农网管理降

损的实施原则 (1)经常进行用电普查： 用电普查以营业普查为

重点，查偷漏、查电度表接线和准确度以及查私增用电容量

。对大用户户口表，配备和改进用专用计量箱，合理匹配电

流互感器变比，设二次压降补偿器和断相监视装置，提高计

量准确度。增强检查力度，利用举报、频繁性突击检查等各



种方式来杜绝违章用电。 (2)加强线损管理： 建立健全线损管

理工作的目标管理制度，将线损指标分解到线路、配电变压

器台区和管理人员，严格考核，奖惩兑现，用经济手段来保

证降损工作的落实。建立线损分析例会制度，定期开展理论

线损的计算工作，以便找出线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

开展理论计算，明确降损方向： 根据现有电网接线方式及负

荷水平，对各元件电能损耗进行计算，以便为农网改造和考

核线损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不断收集整理理论线损计算资

料，经常分析线损变化情况及原因，为制定降损方案和年、

季度线损计划指标提供依据。 (4)提高农网售电准确性： 严格

抄、核、收制度，加强对抄表员、检定员、用电监查员的管

理，防止错抄、漏抄、少抄、估抄等现象的发生，对用电量

大的用户要求在每月最后一天的24点、变电所与用户端同时

抄录用电量，对其它一般用户分别在逐月的固定日期进行抄

录。 总之农网降损节能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既有技术

因素，又有管理因素，因此，农网降损节能既要抓硬件投入(

电网建设、改造线路、增加无功等)，又要抓软件(管理)投入

，只有二者密切配合整体联动，才能取得最佳成效。把建筑

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