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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urrent line loss management is a part of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power supply enterprises must be involved, so it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and	then	through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management	measures	to	ensure	the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In	
daily	work,	more	scientific	and	detailed	line	loss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developed	on	the	premise	of	focusing	on	solving	existing	
problems, so as to ensure the actual effect of line loss control work in the same period and improve the transmission 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electric	energy.	In	the	following,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content	by	starting	from	the	causes	of	the	line	loss	
problem in the same period,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trol measures of the line loss in the same period, hoping to provide some new 
ideas and new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the relev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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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期线损管理是供电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中必须涉及到的一部分内容，因此应当提高关注度，进而通过科学严谨的管理措施
保障治理效率。具体到日常工作中，应当以集中精力解决现存问题为前提制定更加科学、细致的线损治理措施，进而保障
同期线损治理工作的实际效果，提升电能的传输及利用效率。下文中笔者由同期线损问题的产生原因切入针对有关内容进
行了总结梳理，提出了同期线损治理措施，希望能够为推进相关工作的创新改革提供些许新思路、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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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能资源的生产、使用可能涉及输电、变电以及配电

多个环节，并且这一系列的过程均会涉及电能在多个电力设

备之间的转换、传输。在此基础上，电能在传输过程中会因

为输电线路、电力设备阻抗以及热能消散等因素而产生电能

资源的损失，即“线损”问题。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便是电能

资源的利用效率难有提升。同期线损属于线损问题中较为特

殊的类型，因此需要提高对同期线损问题治理工作的关注

度。笔者立足于实际工作经验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论

证，重点针对同期线损问题的治理工作提出了对应的改进措

施，希望能够在原有基础上推进有关工作的创新改革。

2 同期线损问题产生原因

2.1 管理降损方面的原因
第一，采集异常。输配电过程中，由于会涉及到多

种表计设备，因此极易因为设备运行、安装维护等原因出

现采集异常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采集异常也同样是造成

线损问题的主要原因。如果电表当天表底采集失败，会导

致数据无法同步至中台，进而造成台区电量丢失，最终造

成线路电量损失增加、线损升高的问题 [1]。第二，各类流

程整体趋于异常。在现场表计设备损毁且需要更换的情况

下，如果旧表表底出现填写错误的情况，便会造成表电计

算出现误差的问题。现行的管理流程之下，换表一般需要

经过多轮审批，并且会有可能出现换表当日数据无法及时

归档的问题。此时，新表信息将无法及时上传至后台一体

化管理系统，会由于新表的电量丢失而拉高线损数值。少

部分情况下，线路切改、变压器在线路中新增后会出现新

建档案变压器无法及时在 PMS 系统中更改为投运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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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此时，新增变压器将无法在后台一体化系统中产生

全新的台区档案，最终造成电量丢失、线损增加的问题。第

三，光伏用户档案资料异常。假定用户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的

情况下，光伏台区的发电量一般需要通过关口表的反向将

未消耗电量计算至线路的供电量中完成具体的线损数值。此

时，若光伏台区线变关系出现错误，则不仅会影响到光伏发

电系统的发售电量，而且会干扰一体化系统所属线路的供电

量，最终拉高线路的线损率。需要强调的是，后台一体化系

统中光伏台区还需要通过手动操作的方式完成线路输入电

量的配置工作。因此若新增光伏发电台区无法及时完成系统

参数配置，则必然会出现线路供电量减少、线损增加的问题。

第四，查窃电管理。虽说得益于相关技术的发展完善，盗窃

电事件的发生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需要明确的是，

无表用电、对电表或接线方式进行私改的行为同样会直接造

成线损率的增高。第五，用户谐波的影响。用电需求多样化

的情况下，部分高压用户会在用电过程中涉及到中频炉等工

业设备，由此而产生的谐波同样会干扰到计量设备的正常运

行。同时，用户还极易出现无功补偿不足的问题，最终造成

功率因数不达标的问题、影响到用电量的统计计算 [3]。

2.2 技术降损方面的原因
第一，输配电线路的负荷状况。如果输配电线路存在

线路线径小、负荷在线路末端、线路负荷过大以及长时间未

进行改造升级等问题，便会在无形中抬高线路输配电负载，

造成电流增加、线损量增加的问题。第二，变压器的运行状

况。虽说近几年各地电力单位正在积极推进输配电线路的革

新升级，但少部分地区仍旧存在变压器与实际用电需求不匹

配的问题。在重度用电需求的情况下，长时间的“小马拉大

车”或“大马拉小车”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设备损耗，进而抬

高线损 [4]。

3 同期线损治理工作现存问题汇总

3.1 系统台账不完善，数据不一致
正常工作状态下，系统台账始终是线损管理的基础，

并且其准确性、完整性均会影响到线损数值计算的准确性以

及后续干预治理措施的有效性。就实际工作现状分析，当前

部分电力单位的台账管理、信息更新仍旧存在滞后、混乱、

不及时的问题。例如，在设备更新或完成线路改造后，由于

各类现实问题的影响无法及时将更新后的信息录入系统，便

会导致台账数据与输配电线路运行脱节的问题，最终对后续

的同期线损管理造成干扰。再者，由于台账所涉及到的数据

来源并不统一、录入标准也不一致，因此不同系统间的数据

共享整合仍旧存在障碍。这方面的问题不仅会增加数据汇总

处理的工作量，而且还会对后续的干预管理实践造成干扰，

最终影响到同期线损治理工作的有效性。

3.2 采集成功率低
实际同期线损治理过程中，采集成功率过低也同样是

影响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虽说智能电表、终端设备的综合

利用之下已经摆脱了旧有的人工采集模式，但这类设备的运

转及采集过程却容易受到设备质量、通信环境以及天气条件

的影响 [5]。例如在偏远地区或天气恶劣的时间点内，智能电

表或终端设备的采集信号便极易受到干扰，最终容易造成数

据缺失或错误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不仅需要人工进行额外

抄补作业，而且还会干扰线损分析的时效性及准确性。

3.3 盗窃电行为未被根治，手段逐渐多元化
对于难以得知彻底监管根治的盗窃电行为来说，不仅

会增加线网的直接损耗，而且还会扰乱电力市场的基本工作

秩序，进而对同期线损问题的治理工作造成严重干扰。新形

势下，各类设备正逐渐推陈出新，致使窃电手段也在逐渐多

元化、隐秘化，进而在无形中增加了这类行为的治理难度 [6]。

后期工作中，想要基于同期线损治理的目标加强盗窃电行为

的监督管理，必须进一步革新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模式。

3.4 设备精度不一，农网的计量合格率有待提高
立足于同期线损治理工作现状发现，部分农村电网中，

由于设备老化、更新不及时等原因，计量装置的精度参差不

齐，导致农网的计量合格率整体偏低。这不仅影响了线损计

算的准确性，也限制了农网降损提效的潜力。一些老旧的计

量装置由于技术落后、维护不善等原因，其测量精度和稳定

性难以满足现代电网管理的要求。如前文所述，这方面的问

题是造成同期线损的主要原因，并且是影响同期线损治理效

果的主要困境 [7]。

3.5 功率因数较低，无功补偿不足
功率因数低是电网运行中常见的问题之一，它会导致

无功电流在电网中流动，增加线路和变压器的损耗。无功补

偿是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线路损耗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

在实际运行中，部分电网存在无功补偿不足的问题，导致功

率因数偏低，影响了输配电线路运行的稳定性及可靠性。

3.6 环网供电的复杂性及其对计量点配置的挑战
在环网供电系统中，电力流动的路径呈现出高度的动

态性和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供电路径的多变上，

还涉及到电流在不同回路、不同电压等级之间的频繁切换。

传统的计量点配置往往基于固定的网络结构和负荷分布，难

以适应环网供电中这种快速变化的特点。因此，在负荷转移

频繁的区域，计量点的布局显得尤为关键。然而，现有的计

量点配置往往存在不足，无法全面覆盖所有关键节点和路

径，导致在进行线损计算时，无法准确捕捉到所有能量流动

的细节，从而产生了较大的误差。此外，环网供电还带来了

计量技术上的挑战。由于电流流向的不确定性，传统的单向

计量方式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实际情况，需要采用更为先进的

双向或多向计量技术。然而，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需要投入

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还需要对现有计量体系进行大规模

的改造和升级，这无疑增加了线损治理的难度和成本。



97

电力与能源前沿·第 02卷·第 08 期·2024 年 08 月

4 同期线损治理措施研究

4.1 完善系统台账，是提升线损管理的基础
同期线损问题治理涉及的系统较多，并且数据量整体

较大，其中的对应关系也较为复杂。由此分析，想要在原有

基础上提升线损治理工作的有效性，必须建立一套准确、安

全、可靠的基础台账制度。细节方面，需要注意明确数据的

录入、审核、更新以及共享流程，进而逐步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现代化的技术模式构建多源头数据自动采集、整合以

及校验的工作机制，进而保障台账数据的完整性及可靠性。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注意提升台账管理人员培训工作的重视

程度，提升其数据意识及分析素养，进而保障台账数据分析

的准确性及时效性。

4.2 提升采集成功率 , 是线损治理的重要手段
实际工作中，可以尝试从以下措施着手提升采集成功

率：一是提高设备质量，选用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的智

能电表和终端设备。此环节改革实践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更新

设备，因此需要涉及一定的资金投入，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应

当提高关注度。二是优化通信环境，采用多种通信方式相结

合的方式，提高数据采集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通信环境的优

化调整需要由专业技术人员完成，用于保证实际效果。三是

加强设备维护和管理，定期对设备进行巡检和维修，确保设

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需要注意提升设备运维人员的责任意

识、专业技能，引导其恪守本职工作、严格履行工作职责。

四是引入先进的采集技术和算法，如自适应采集、数据预测

等，提高数据采集的效率和准确性。

4.3 以反窃电为抓手，提质降损
为了有效遏制窃电行为，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一是加

强法律法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窃电行为的认识和警惕

性；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对窃电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处罚；

三是引入先进的防窃电技术和设备，如智能防窃电电表、远

程监控系统等，实现对窃电行为的实时监测和预警；四是加

强与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合作，形成打击窃电行为的合力。

4.4 统一精度标准，提高农台合格率
为了提高农网合格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大

对农村电网的投资力度，加快老旧设备的更新换代；二是加

强对计量装置的校验和维护工作，确保其测量精度和稳定

性；三是引入先进的计量技术和设备，如高精度电子式电能

表等，提高计量装置的精度和可靠性；四是建立健全的计量

管理体系，加强对计量工作的监督和管理，确保计量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

4.5 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线路损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无

功补偿设备的配置和管理，确保无功补偿设备的容量和位置

合理；二是优化无功补偿策略，根据电网的实际运行情况和

负荷特性，制定合理的无功补偿方案；三是加强对无功补偿

设备的监测和维护工作，确保其正常运行和有效补偿；四是

推广使用先进的无功补偿技术和设备，如静止无功补偿器

（SVC）、静止同步补偿器（STATCOM）等，提高无功补

偿的效率和效果。同时，还需要加强对用户的宣传和教育，

引导用户合理使用电力资源，减少无功负荷的产生。

4.6 新增计量点，应对环网供电
新形势下，针对不同输配电环网计量点单一、数量有

限的问题，需要注意根据实际供配电需要实时更新、新增计

量点，用于改变由于计量点数量有限所造成的线损居高不下

的问题。此环节改革调整需要技术人员能够针对输配电线路

的实际情况建立起系统全面的了解，进而找准计量点的新增

位置。

5 结语

同期线损管理是输配电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并

且需要在新形势下提高关注度。前文中笔者主要立足于实际

工作经验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希望能够进一

步推进各环节细节工作的创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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