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工程师辅导：华中电网事故分析及对策安全工程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AE_89_

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45353.htm (摘 要〕 对20012003

年间原华中电网发生的一般电网事故情况进行了概述，对该

期间华中电网的一般电网事故进行了综合分析，同时对遏制

和减少电网事故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电网；事故

；分析；对策 电网事故具有停电范围大、影响面广，甚至会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影响的显著特征。因此，

长期以来电网经营企业一直把防范电网事故，特别是防止大

面积停电和电网瓦解事故，作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工作

的重中之重。自2001年以来，华中电网的一般电网事故一直

居高不下，为了探求事故的规律和特点，采取防范措施，有

效地遏制和减少一般电网事故，避免发生重大及以上电网事

故，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在此笔者

对20012003年间原华中电网发生的一般电网事故进行分析，

并提出对策。 1 华中电网一般电网事故情况概述 把安全工程

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20012003年华中电网共发生一般电网事故

149次，一般电网事故按其分布情况。可知，湖南、湖北的一

般电网事故较多，分别占全网一般电网事故的34.9%和28.7%

。 华中电网一般电网事故按月分布情况。 可知，从发生一般

电网事故的时间来看， 2，3，7，8，10，11月是一般电网事

故的多发期。这是因为2，3月份主要是电网受恶劣天气影响

较多；7，8月份电网迎峰度夏，设备重载满载运行，加上雷

雨天气较多；10，11月份电网迎峰度夏后设备隐患缺陷增多

。 2 20012003年华中电网一般电网事故综合分析 可知，如果



将误操作纳入人员责任(包括巡检不到位、维护不当、错装错

接、误碰误动等) 中，则人员责任是引发一般电网事故的主要

原因；其次依次排列是恶劣天气、质量不良和外力破坏。 (2) 

一般电网事故按技术分类情况。 一般电网事故的技术分类情

况表明，接地短路(外力破坏、对地放电)、继电保护(保护误

动、保护拒动、二次回路故障等)和雷击是构成一般电网事故

的主要技术原因。 (3) 一般电网事故按责任分类情况 可知，

自然灾害(雷击、雾闪、覆冰舞动等)、人员责任(运行人员和

其他人员责任)、外力破坏和制造质量依次是一般电网事故的

主要责任原因。 (4) 一般电网事故按设备分类情况见 可知，

输电线路、继电保护依次是造成电网事故的主要设备原因。

这一分析与技术分类结果一致。 3 20012003年一般电网事故的

主要特点 在全网149次一般电网事故中，按电压等级分类

为500 kV系统1次，220 kV系统58次，110 kV系统86次，35 kV

及以下系统4次。综合分析这些一般电网事故的成因，具有以

下主要特点。 (1) 电网结构薄弱，事故影响面大 长期以来，

受“重发轻供”的影响，华中电网的电网建设一直相对滞后

，电网结构薄弱，不能满足n-1安全准则的要求；220 kV及以

下系统，特别是110 kV系统中单电源供电或单回联络线供电

方式较多，致使在1条线路或1个变电站故障时造成多个变电

站失压。据统计，149次一般电网事故共造成28座220 kV变电

站、248座110 kV变电站、18座35 kV变电站全站失压。 (2) 抗

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外部运行环境日趋恶化 在149次一般电网

事故中，因输电线路故障造成的一般电网事故共70次，占全

部一般电网事故的46.98%，是构成一般电网事故的首要因素

。输电线 路故障的技术分类比例见。 对70次线路故障按技术



分类，由于自然灾害(恶劣天气、雷击、污闪、雾闪等)引发

的线路故障共30次，占线路故障的42.86%；由于外力破坏造

成的输电线路外力短路共21次，占线路故障的30%；由于维护

处理不当(维护不当、处理不当、树障、巡视不到位等)造成

的故障共11次，占线路故障的16%。线路故障按电压等级分布

，220 kV线路15次，占21.4%；110 kV线路52次，占74.28%

；35 kV及以下线路3次，占4.28％。 (3) 人员责任居高不下

2001年以来的3年里，全网149次一般电网事故中由于人员责

任造成的一般电网事故共53次，占全部一般电网事故

的35.57%，人员责任的人员分类比例。 统计分析表明，在人

员责任中，以运行人员、继保人员、检修人员的责任最为突

出，是人员责任的主体。其中，属运行人员责任的一般电网

事故共27次，包括误操作(9次恶性误操作，3次一般误操作)，

占全部人员责任的50%。运行人员责任的原因分类比例。 (4) 

继电保护问题突出 在20012003年全网一般电网事故中，按技

术分类属继电保护因素的共39次，占全部一般电网事故

的26.17%，是造成或扩大为电网事故的主要因素之一。继电

保护因素的技术分类比例14。 由继电保护技术分类可以看出

，保护误动、误碰误动、保护拒动和二次回路故障是造成或

扩大成电网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39次继电保护技术分类

中，保护误动共19次，占48%，居各类技术原因之首；其次是

误碰误动共8次，占21%。 对39次继电保护问题进行责任分析

，由于制造质量不佳共15次，占38%；继保人员6次，占15.3%

；其他人员责任(运行、试验、检修、调试、管理等)共11次

，占28.2%。继保人员和其他人员责任两者合计共17次，

占43.59%。保护误(拒)动和人员责任是继电保护造成或扩大一



般电网事故的主要原因。 4 遏制和减少电网事故的对策与建

议 (1)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电监会、国家电网公司关于

电力安全生产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和要求。在学习贯彻落实中

进一步提高对电网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各项安全技术措施。针对

一般电网事故暴露出的共性问题，克服疏于管理、安全隐患

未及时消除、反事故措施执行不力和人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

，从组织上、制度上、管理上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 (2) 加大电网建设和改造资金投入，优化完善电

网结构，加快电网结构调整，提高电网技术装备水平。电网

建设和电网结构调整受资金、通道与站所资源、建设周期以

及投入产出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短期内不可能见成效。因

此，当前应加快单电源供电的110 kV及以上变电站的改造，

且认真做好其供电线路的运行维护，重点做好线路的防雷、

防污闪工作，降低线路的跳闸率；同时，应做好变电站的下

一电压等级侧运行方式的管理，安排备用电源，并安装自投

装置，以防止供电线路故障时变电站全站失压。 (3) 加强输变

电设备运行管理，针对一般电网 事故的特点和暴露出的共性

问题，加强运行维护，积极开展专项治理。 ① 重点做好220

kV及以下输电线路的运行维护和防雷、防污闪工作，加强输

电线路巡视检查、定期清扫、零值检测、接地电阻摇测和地

网检查等工作。对雷害事故较多的线路易击段和污秽严重的

重污区应开展专项综合治理，提高输电线路抗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降低线路跳闸率。 ② 根据季节特点，严密关注线路走

廊的变化，加强线路“特巡”工作，防止树竹放电和大面积

山火造成输电线路跳闸。 ③ 加强变电设备管理，重点做好变



压器类设备的技术监督工作。对变电站、升压站的电气设备

在加强电气性能检测的同时，还应做好其机械性能的检查。

特别是对运行年久的刀闸及其引线接头要运用红外测温或无

损探伤技术检查接触状况和机械强度；对管母开展变形观测

；对支柱瓷瓶运用超声波探伤技术检测机械强度；对接地网

根据运行时间和土壤情况，开挖检查地网腐蚀情况，以便及

时发现和消除设备缺陷。 ④ 针对近年来电力设施外力破坏事

件不断上升的严峻形势，进一步强化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积

极配合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做好电力设施的保护宣传、打击

盗窃和破坏电力设施的工作。充分发挥业余护线员的作用，

建立群防群护的联防机制。及时掌握临近电力设施或线下施

工作业情况，向施工作业单位通报有关安全要求，增设必要

的安全警示标志，加强作业监护，防止施工碰线、车辆撞杆

等外力破坏。 (4) 加强继电保护的运行管理和技术监督。 ① 

加强继电保护装置入网管理、整定计算管理和运行维护工作

，把继电保护“五查”工作作为强化继电保护管理和技术监

督的常态机制。 ② 严格执行二次设备与装置的定期检验、检

测、试验标准，重点做好母差、主变、失灵等重要保护的检

验工作，严格质量验收标准；重视二次回路管理；严格整组

试验和带负荷检查等项目的检验，确保回路接线正确，装置

动作可靠，防止一次设备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拒动和误动，

扩大事故。 ③ 提高继电保护专业人员的技术素质，严防继电

保护人员“三误”事故发生。 (5) 加强运行管理，严格执行“

两票三制”，强化操作中的唱票复诵、核对、监护等过程管

理。制定防范违章解锁、带地线合闸、误碰压板、误接线、

误整定等电气误操作和误调度事故的措施，并严格执行与考



核，杜绝误操作事故。 (6) 加强职工教育培训，不断提高职工

的岗位 技能、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职工教育应面向生

产实际，注重职工的岗位技能、异常情况分析判断和缺陷发

展的预见评估等综合能力的培训。要通过实施标准化作业、

规范职工的作业程序和作业行为，控制和减少生产作业的随

意性、盲目性，杜绝人员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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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