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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能计量安全可靠性是电能计量质量管理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供电企业对客户持续可靠供电的重要指标。本文通

过佛山供电局电能计量管理工作,来对城乡配电网电能计量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分析,提出了提高配电网 10kV 客户电能计量供

电可靠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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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配电网供电系统客户分为高压用户、10kV 用户、低压

用户。高压用户是指 35kV 及以上电压受电的用户,10kV 用

户是指 10(6、20)kV 电压受电的用户,低压用户是指

380V/220V 受电的用户。本文着重阐述 10kV 配电网电能计

量的安全管理工作的技术措施。 

1 强化配电网电能计量管理的重要性 

配电网继电管理是供电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经济指标,

计量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自身利益。继电管理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只有方方

面面能力合作,计量管理工作才能搞好。 

1.1 配电网计量管理的方法。城市配电网计量管理须要

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技术,一手抓管理。所谓抓技术,就

是开展高低压计量管理计算,采用节能新技术、新设备、新

材料、新方法,编制电网经济运行方式,以 少的投入取得

大的经济效益,实现多供少损,提高电网企业的经济效益。 

1.2所谓抓计量管理,就是狠抓计量管理措施不放,计量

管理措施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可分为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

系和考核体系,理顺用电管理体系,建立指标管理体系,开展

计量分析的营业普查,加强计量管理、设备运行维护管理等。 

1.3 通过配电网计量管理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配电网

计量管理措施不容忽视,应通过对此项指标的管理,使企业

的生产经营水平达到一个更高层次。 

2 电能计量装置作用 

电力的生产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不一样,其特点是发、供、

用这三个部门连成一个不能间断同时完成的系统,而且是互

相紧密联系缺一不可,他们互相如何销售,如何经济计算,就

需要一个计量器具在三个部门之间进行测量计算出电能的

数量,这个装置就是电能计量装置,没有它,在发、供、用电

三个方面就无法进行销售、买卖,所以电能计量装置在发、

供、用电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在电力系统发、供、用电的各个环节中,装设了大量的

电能计量装置。用来测量发电量、厂用电量、供电量、售电

量等。为制定生产计划,搞好经济核算合理,计收电量提供依

据。在工、农业生产、商贸经营等等各项工作用电中,为加

强经营管理,大力节约能源,考核单位产品耗电量,制定电力

消耗定额,提高经济效果,电能计量装置是必备的计量器具。

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用电量与日俱增,电度表已逐渐

成为千家万户不可缺少的电器仪表,总而言之凡是有电之处,

就少不了电度表。 

3 通过提高高压用户电能计量可靠性来强化 10kV 客户

的安全供电 

加强对配电网计量工作的分析,可以通过以下几项举措

来实现 10kV 客户的安全供电。 

3.1加强高压用户的运行管理和计量装置的预防性试验

工作,及时消除高压用户计量装置隐患,提高高压用户设备

健康水平。 

3.2 对高压用户计量设备的检修工作,坚持状态检修原

则,全面贯彻落实用电管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保证计量设

备的检修。 

3.3 加强对配电网计量人员业务技能培训。通过业务技

能培训,提高配电网计量人员对设备运行状况的分析能力、

熟练操作能力以及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从而实现减少配电

网停电时间。 

4 提高供电计量装置可靠性指标来满足客户所需 

配电网供电系统用户供电计量装置的可靠性是指供电

系统对用户持续供电的能力。供电可靠率是指统计期间内,

对用户有效供电时间总小时数与统计期间小时数的比值。要

提高 10kV 用户电能计量供电可靠率,就是要实现：①减少每

次停电持续时间；②减少每次停电户数；③减少停电次数。 

4.1 配电柜应配置全封闭、全绝缘、计量柜,则计量柜

必须安装接地系统,以用于计量柜或电缆线路检修时接地。 

4.2 应有可靠的计量装置,检查高压计量装置时,“对无

法进行直接验电的设备,可以进行间接验电。即检查隔离开

关( 闸)的机械指示位置、电气指示、仪表及带电显示器指

示的变化,且至少应有 2 个及以上指示已同时发生对应变

化”。 

4.3提高计量设备的可靠性,电网计量运行维护单位,要

重视对这些设备的巡视维护,计量柜电流表二次接线没接,

电流表、带电显示器损坏不及时维修的情况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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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由于计量柜其检修安全技术用于全绝缘、全封闭户

外设备。其停电、验电和挂接地线方法没有接地 闸时,检

修时需临时安装专用接地带接地。 

4.5由于绝缘层的包裹,绝缘导线散热性能差,长期容许

的 大负荷电流较相同截面裸导线降低一个级次。如按同一

大负荷电流选择,必然增大导线截面,增加了有色金属消

耗,加大了投资。 

5 提高计量装置安全稳定运行 

计量装置安装运行于现场,既经受着电力系统各种扰动

如过电压、负荷突变、甚至故障等的考验,也经受着自然界

日晒、风吹、雨淋,特别是雷电的考验,一旦其经受不住考验,

出现了缺陷和故障,就会给计量的可靠性带来麻烦,导致错

误计量甚至中断计量,就不能得到真实的计量结果,从而影

响公平、公正、合理结算,因此,很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其安

全运行水平,确保其可靠真实计量,要达到此目的,可采取以

下措施。 

5.1 把好改造设备选型、定货、验收关,要确保进入电

网运行的电能计量设备的性价比 高,要从源头上杜绝假冒

质次计量产品流入给安全可靠运行、准确计量留下隐患。 

5.2 要根据产品使用说明条件进行使用,动热稳定要求

高的场所一定要选用动热稳定高的产品,产品本身要求接地

的一定要可靠接地。 

5.3 将户外的组合计量互感器安装在避雷器之后(以来

电方向区分),使其受到避雷器的保护。 

5.4 产品选用防污防腐等级较高的产品,如安装在杆上

的组合互感器选用环氧树脂浇注产品比选用油浸产品好,一

可有效降低运行维护工作量,二可杜绝计量互感器故障喷油

扩大事故的可能,而且油浸产品取油化验或换油均很麻烦。 

5.5 户外表计箱要选用箱上具有通风、散热、散潮孔洞

不易腐蚀能防止内部被雨水侵蚀的产品以减少运行维护工

作量(甚至是更换表箱的可能性)和改善电能表的运行环境

条件。 

5.6为了减少其它仪器设备缺陷故障或试验对电能计量

装置安全可靠运行、准确计量造成的影响,应根据计量技术

管理规程的要求,将计量一次设备或二次回路改造独立出来

成“计量专用”,并使互感器二次回路的负荷和功率因数等

满足要求。 

6 提高计量装置供电可靠性的措施分析 

6.1 加强计量设备预防性试验和缺陷管理工作,及时消

除电网、设备隐患,提高设备健康水平。 

6.2 合理编制月度检修计划。制定月度检修计划时,以

计量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客观依据,坚持先测算,后编

制的原则,保证供电可靠性指标在规定范围内。 

6.3 加强计量设备检修、工程施工、故障抢修、临时停

电的管理工作。设备检修和工程施工,实现制定工作计划,

油化施工方案,落实安全措施,配备必要的工器具、交通、通

信设备等,确保检修、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 

6.4 严格计量装置的停送电手续。尽量缩短设备停送电

状态时间。充分发挥调度管理部门在计量可靠性管理工作中

的作用。 

6.5 加强 10kV 配电网计量装置的日常管理,加强对计量

设备的巡视和配变负荷测量工作,对满负荷、超负荷运行的

计量装置要及时调整负荷,加强对配电计量设备的防护工作,

防止外力破坏事故的发生。 

6.6 加强 10kV 电网计量装置的改造。要考虑根据电网

构架,合理配置线路中的开关设备。在设备选型方面,尽可能

采用免维护或少维护设备,延长设备检修周期,以达到在停

电过程中,缩短检修时间。 

7 结束语 

综上所述：配电网电计量供电的可靠性管理跟其它工作

一样,也是一个闭环管理的过程,要从根本上提高 10kV 配电

网计量装置的可靠性,就要实现以指导生产管理工作为目的,

就必须要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解

决问题的全过程。配电网计量装置作为供电可靠性管理工作

的重要部分,电网企业的管理工作必须遵循这个规律。 

[参考文献] 

[1]谭进修,李学果.电能计量完善化问题[J].供用

电,1998,(02):13-14. 

[2]闫华.电能计量装置的质量管理[J].中国新技术新产

品,2010,(07):25-26. 

[3]李彪.从技术的角度浅谈电力工作中的窃电与反窃电

[J].科技创新导报,2010,(33):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