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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配网易发故障分析及防范措施

白玉江Ǔ陆志刚
国网石嘴山农村电力服务有限公司Ǔ宁夏Ǔ石嘴头Ǔ753400

摘Ȟ要：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广大电力客户对配网的安全可靠运行要求越来越高。但每年投入农村

配网改造的资金仍然有限，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实施反事故措施，改造配网的薄弱点，预防配电线路故障的发生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因此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总结，减少故障发生的概率，提高供电的可靠性。本文主要

对农村配电网运行薄弱点及反事故措施进行分析，降低配网的故障率，提高供电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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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优质服务的深入开

展，对配电网的运行、维护、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广

电电力客户对电压质量及供电可靠性及优质服务水平要

求越来越高。要达到安全可靠供电这个标准，要对配电

线路影响安全稳定进行进行分析，提前做好农村配电网

的薄弱点分析，较少线路故障跳闸事件发生，采取科学

有效的防范措施，维护供电企业的社会中的良好形象。

对于任何设备来说，在运行中过程中都是不可能没有任

何问题出现的，对于10千伏配电网也是一样，只要是设
备运行，出现故障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解决故障也

是必须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对10千伏配网中一些常见故
障进行简单分析，并且根据所出现的问题而采取一定的

措施来预防和解决[1]。

1��农村 10kV 配网运行易发故障分析

通过对配电线路运行现状分析，结合工作经验查找

问题，农村10 kV配网运行薄弱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恶略天气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
陶乐地区处于宁夏北部黄河东岸，毛乌苏沙漠边

缘，每年的雷雨季节，农村地区线路绝大部分位于空旷

地区，受雷击影响较大，一旦发生雷击容易发生跳闸故

障[2]。冬春季也是大风高发区，特别是沙漠地带大风容

易造成杆塔倾斜甚至倒杆短线，瓷瓶歪斜，扎线松脱，

线路下树木碰触导线及锡箔纸等导电材料短路造成线路

跳闸；部分地区高耗能企业污染较大遇到雷雨天气极易

造成污染闪络。靠近山洪沟及雨水冲刷地带的杆塔极易

造成电杆倾斜及倒杆故障。因此雷击，大风，污闪对10 
kV配网的影响较大，是配网运行中不可抗拒因素的几
个薄弱点。陶乐地区随着移民搬迁和盛华阳光沙漠养殖

园区的开发，大部分线路多处在沙漠地带和沙漠中，因

沙子流动性较大线路极易受到风沙的侵蚀造成杆根埋深

不足，培土后一场大风后杆根的沙子又被吹走，极易造

成电杆倾斜和倾倒。沿河有很多扬水泵站，河岸塌方严

重，给电力线路的正常运行也容易造成一些威胁。

1.2  社会环境因素
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对环保要求越来越严，煤改电

等负荷的快速增长，社会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但存

在着很多不利于配网安全运行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新架

设线路受到群众阻挡情况日益严重，为了少占农田减少

矛盾，基本都架设在路边绿化带，沟渠边、田埂旁等，

这样就容易造成树线矛盾和挖沟清淤机械车辆挂碰导线

电杆。驾驶员违章驾驶，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车辆较多，

造成沿路杆塔拉线撞倒撞断，超高车辆及沿244国道修理
厂附近修车车厢斗壁不及时放下造成挂线倒杆、电力线

路附近施工误碰电力线路。以及地面开挖盲目施工，挖

伤、挖断地下敷设电缆线路，政府相关部门在线路走廊

内种植树木，树木生长过快导致树线矛盾突出，致使线

路安全距离不够导致单相接地及相间短路故障[3]。不法分

子偷盗变压器绕组，及盗窃电力设施造成停电故障。

1.3  农村10kV配网的内在因素
自开展农网改造工作以来，10kV及以下的配网技术

标准有了很大的提高，网络架构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

由于负荷增长迅猛，致使部分10kV馈线、配变因重过载
发生故障。农村10kV配网中，仍然运行着一部分多年的
老型号电力设备，如柱上开关、跌落式熔断器、阀式避

雷器、针式绝缘子、高损配变等，这些老型号的设备故

障率较高。部分未改造线路档距较大，导线弧垂过大，

裸导线线径较小，接头多，连接不可靠，极易造成发热

断线，接地短路等故障发生。变压器选址不合理造成造

成末端电压低及三相负荷分配不均，负荷增长未及时更

换容量较大变压器，造成变压器过负荷运行。线路开关

不能定期维护，定值调试不合理，遇到故障时容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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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动或越级跳闸，造成停电面积较大。

1.4  运行管理方面的因素
在日常的运行管理工作中影响配网安全的主要因素

是巡视不到位、消缺不及时。巡视不到位，主要是巡视

人员技能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消缺不及时，运行

经验不够丰富，在日常的巡视和维护当中对线路及设备

缺陷等级划分界限不清，甚至查找不出各类缺陷和事故

隐患；消缺管理流程不清晰、责任考核不落实。在施工

过程中不严格把守设备质量关，未严格按照技术规程施

工，造成工程施工质量不高，新设备带缺陷运行，新竣

工的工程存在缺陷，如连接点连接不牢固，引线间的安

全距离不够等。运行操作人员不严格按照“两票”制度

及安规相关要求工作，误操作造成设备损坏及事故的发

生[4]。工作中责任心不高，线路负荷增加后未及时对线

路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开关跌落保险正常工作电流时误动

作，造成线路停电。

2��农村 10kV 配网的反事故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农网配电线路故障的发生存在

多方面的因素，用理论知识与实践不断查找和总结故障

变化规律，做到科学管理，降低10KV线路故障，提高供
电可靠性。

2.1  针对天气因素采取的反事故措施
10kV配网实施防雷措施的目的是提高线路的耐雷水

平，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提高绝缘子的耐雷水平，特别是针式绝缘子的耐雷

水平。根据近几年来的运行经验，耐张点的悬式绝缘子

在雷击时极少发生闪络故障，故障发生点集中在针式

绝缘子上，进一步提高针式绝缘子的耐雷水平，容易受

雷击地区逐步更换为支柱式防雷绝缘子；安装线路避雷

器，每个耐张段内必须要有一组避雷器，每隔10基电杆
应考虑装一组避雷器，线路避雷器事选用非线性、无间

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至于避雷线一般则在大跨越、

高杆塔的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定期检测接地网，确保接

地网的接地阻值合格。在架空线路抗击风力方面，加强

线路的抗倾覆能力是关键。导线型号大，风力较大地区

应采用普杆，同时防大风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杆塔基础的

加固上，沙漠中杆塔根础以电杆为中心半径两米内用20
厘米黄土覆盖或者扎麦草方格固沙。耐张杆应采用四方

拉线；直线杆每隔5基加装一组防风拉线；位于路边或
受地形限制的线路段可适当设置一些窄基防风塔，并张

贴反光膜提醒过往车辆。位于渔塘、农田、山坡的线路

段，有条件的尽量使用人字防风拉线或四方拉线，抗倾

覆能力最好。在污染较为严重的工业区应逐步将线路绝

缘化，绝缘子采用防污能力较强的复合绝缘子，防止雷

雨天气造成污闪发生，每年结合综合检修逐基进行清擦

或高压水枪清洗等措施。

2.2  针对社会环境因素采取的反事故措施
对架设在公路边杆塔设置必要的警示措施是非常必

要的。根据多年来的运行经验，最简单的方法是粘贴反

光膜但易于损坏和脱落，建议采用醇酸反光漆，离地面

80cm起往上粉刷杆塔，红白颜色相间，各2道，色带高度
为20cm则可[5]。对屡屡遭受碰撞的杆塔，可在来车前方

1m处设置防撞混凝土墩，并刷上类似的反光漆；或迁移
该类杆塔。对于基建工地对配网的破坏，应采取的反事

故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宣传力度，诠释破坏

电力设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肇事者应负的责任；有

开挖可能的地下线路，设置警示牌；基建工地增加巡视

的次数，发现工地有危及线路安全运行的可能，则发放

隐患通知书，并抄送当地政府备案。沿街道架设的线路

建议采用长度大于15m的电杆，加大导线与绿化树木的距
离，有条件的采取电缆敷设；对种植场的绿化树木，导

线可选用绝缘导线，但应注意防雷措施要同步实施。为

防止偷盗破坏电力设施人烟稀少的地方，除增加巡频次

外利用无人机较长距离高空巡视，加装太阳能板供电的

摄像头，配电变压器安装防盗锁等。

2.3  针对10kV配网内在因素采取的反事故措施
对于柱上开关、跌落式熔断器、阀式避雷器、针式

绝缘子、高损配变、高低压配电柜、并沟线夹等早期投

运的残旧设备，应选用技术参数高的现行产品，结合全

年的停电计划安排轮换。对未改造线路档距较大，导线

弧垂过大，导线较小，接头多，的线路应根据线路状况

逐年上报计划，利用大修及农网改造项目进行改造，提

高线路可靠性。工作对于重载10kV馈线和公用台区，
应每月开展负荷监测工作。对过负荷馈线建议采取预警

制度，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转接负荷；及时调整变压器三

相负荷平衡，负荷率超过85%的，亦应采取预警制度转
接负荷，并及时调整变压器容量，避免过负荷造成变压

器损毁，影响用户正常用电。利用线路改造，安装适当

数量的故障指示装置，有利于缩短线路故障时的抢修时

间，根据实际情况和运行经验，合理安装线路分段开

关设备，及时维护线路开关等设备，定期进行实验，

根据负荷情况进行顶置调试，开关位置安装在便于巡

视检查容易操作地段。以防线路故障时造成停电面积

过大。

2.4  针对运行管理方面因素采取的反事故措施
在运行管理方面，应着重抓好巡视维护及消缺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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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巡视维护方面，应针对不同的天气、季节特点，

每月度制定巡视计划，落实责任人，确保巡视到位。

巡查发现的缺陷或隐患，应设专人进行分析归类，按先

急后缓、是否需要停电等的条件制定计划，落实消缺工

作。同时，应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配网管理

办法和奖惩规定，单位领导和上级部门加强监察巡视的

作用，对巡视不到位、消缺不及时的予以重罚，对有功

人员给予奖励，充分调动巡检人员的积极性。加强工程

的施工环节管控，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进行施工及验

收，加强现场工作的监督，防止误操作等造成损坏设备

事故的发生。同时加大电力设施保护的宣传，利用“六

进”活动，“3.15”宣传活动，走进社区、学校进行电力
设施保护宣传，做到企业及群众共同保护电力设施，提

高供电可靠性。

3��农村配网故障防范措施

3.1  加强设备维护与巡检
定期对变压器、电缆等设备进行巡检，及时发现并

处理潜在故障。对于老化设备，应及时更换，并采用高

质量的绝缘材料以提升设备耐用性。

3.2  优化故障定位与隔离技术
引入先进的故障定位设备，如重合器、分段器等，

提高故障定位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推广配电线路环

网技术，实现故障区域的快速隔离，缩小停电范围[6]。

3.3  完善应急预案与联动机制
制定科学的急修预案，明确各部门职责，确保故障

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建立与外委单位、政府部门的联

动机制，提高大规模故障的应急处理能力。

3.4  提升防雷与防灾能力
在雷击高发区域安装高质量的避雷器和接地装置，

降低雷击对配网的损害。同时，加强线路的抗风、防水

设计，提升配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4��案例分析

以某农村地区配网为例，该地区过去一年共发生故

障56次，其中雷击故障15次，树木触碰故障12次，外力
破坏故障10次，设备老化故障8次，其他故障11次。针对
这些问题，电力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安装防雷

装置和绝缘护套，清理线路通道内的树木，加强线路巡

检和维护，更换老旧设备，开展安全用电宣传等。

实施这些措施后，该地区配网故障率显著下降。半

年后统计显示，故障总数降至28次，其中雷击故障降至
6次，树木触碰故障降至5次，外力破坏故障降至4次，设
备老化故障降至3次，其他故障降至10次。这一案例充分
证明了综合防范措施的有效性。

结束语

随着社会发展，广大电力客户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

越来越高，确保配电网络的安全稳定越来越重要，我们

通过巡视、检修、消缺、新技术的应用，针对10 kV配网
存在的易发故障采取了反事故措施后，对提高配网的供

电可靠性、保持配网安全稳定运行，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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