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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电力行业也不可同日而语,电能是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社

会建设和发展中,人们对电能需求也明显增多。电力工程线路设计的合理性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

将重点分析电力工程10kV配电设计中的节能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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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绿色节能经济成为经

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很多行业均需要充

足的电能支持,电力工程配电设计的要

求也随之变化。若无法保证电力工程设

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则会增加电能消

耗,甚至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这不利于

我国绿色节能工程的发展。 

1 配电设计中的节能分析 

我国电力行业输电主要采用10kV及

以上的电力系统。10kV电力系统运行中,

需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电力系统与用户用

电系统的无缝对接,维持供电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10kV电力系统的适应性较强,

覆盖面较大,但是在系统运行期间,电力

设备运行性能不佳,再加上系统管理水

平较差,线路运行中的线损较大,浪费了

大量的资源,无法满足我国提倡的节能

环保要求。为有效改善现状,增大资源利

用率,务必高度重视10kV电力系统的节

能设计。 

目前,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节能减

排的倡议和要求,为切实响应上述号召,

电力部门在系统设计时要更加重视电

力系统节能设计,该设计理念一方面可

降低能源损耗,另一方面也可加大资源

利用率,为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 

2 电力工程10kV配电节能设

计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行中,很多行

业面临转型,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有所改

善,对电能的需求也随之提高,电力系统

需要面对更大的压力,电力工程设计及

建设中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其中电力

资源利用率较低是十分普遍的问题,甚

至出现了电荒情况。对此,专家加大了节

能研究力度,并采取多种节能措施加大

能源利用率。但是我国电力行业节能措

施主要应用在远距离电能传输当中。 

10kV配电线路的覆盖面较广,线路

有所延长,设备性能无法高度统一,浪费

了大量电能。对此,10kV配电设计中,需

采取科学有效的节能策略,带动我国电

力行业的健康发展。若可更好地实现电

力节能,则可有效改善当前的用电现状,

维持社会稳定运行。日常工作中,工作人

员可根据实际,优化系统设计方案,全方

位展现多个环节的节能特点,以加强

10kV配电设计的节能效果,发挥电能的

最大利用价值。 

3 电力工程10kV配电节能设

计措施 

电力工程10kV配电节能设计对电力

节能效果具有显著影响,且电力要求和

概况不同,配电节能设计的要求也有所

不同。为此,在电力工程10kV配电节能设

计中,要在线路设计、变压器设计,安装

和无功补偿措施方面,做好完善工作,以

推动我国电力事业的快速前行。 

3.1线路设计节能措施 

10kV配电线路运行中产生的线路损

耗较多,所以在配电线路设计中也需要

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节能设计,以保证

10kV配电系统的节能效果。线路设计中

可采取两种节能措施,一种是扩大导线

的截面面积。另外一种是是充分利用节

能型辅助工具。前者经测损试验后可知,

在环境温度基本相同且电缆型号相同时,

导线的截面面积与线路损耗成反比,故

而其可充分发挥节能降耗的功能。而后

者则主要应用节能性较强的金具完善线

路的节能性。电力系统中应用悬垂线夹、

耐张线夹和并沟线夹时,与导线接触的

铁磁金具可能受到磁场的作用而产磁滞

损耗和漩涡损耗,如情况十分严重,还可

能破坏导线,所以务必以低磁或无磁金

具为首选。 

再者,结合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方

式架空电力线路中的绝缘导线,以维护

电力供应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断提高

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该方式能够缩小

电力系统所占的空间,为穿线提供了诸

多的便利,同时也可节约线路材料,降低

了材料成本,有效减少了断电次数,以此

为后期电力维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创造有

利条件。 

3.2变压器设计和安装中的节能

措施 

10kV配电线路运行中,诸多位置均

需使用变压器,且应用变压器时会浪费

电能,所以变压器也是产生无用能耗的

主要因素。若工作人员能够科学控制变

压器,采取切实有效的节能措施,则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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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减少能源浪费。为达到上述目标,可以

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工作人员应先明确变压器的

容量,不得出现变压器超载问题,规定变

压器的额定定量维持在50%-70%,从而最

大限度地避免变压器运行的过程中浪费

大量的能源。对此,工作人员可以准确地

计算变压器功率,如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超出额定数值,可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

措施。 

其二,工作人员必须准确把握变压

器的数量,如其负荷超出标准范围,要保

证2台变压器同时运行。通常,如负荷为1

级或2级,工作人员需确保至少有两台变

压器同时运行。若为三级负荷,则工作人

员只需准备一台变压器。 

其三,工作人员还必须了解和确定

变压器的类型,优先选择节能性优势较

为明显的变压器,该变压器的能耗较小,

且其噪音等级较低。以往,我国10kV配电

线路中主要应用S9型号的变压器。而时

代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我国电网

系统当中应用的变压器也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应用新型变压器一方面可起到降

耗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减少三成左右

的电能损失,能够有效控制空载电流,通

常,其可减少7成左右空载电流,能够在

运行过程中降低3-5db噪音。 

3.3采取切实可行的无功补偿措施 

10kV配电设计中合理利用无功补偿

技术,可有效把控谐波影响及由此产生

的污染,进而降低无功流动中的有功能

耗,提高电力系统运行质量。10kV配电

设计中的无功补偿巡航方式较多,如电

动机、高频炉等大容量且负荷稳定性较

强的设备。为在维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的基础上,加强系统运行的经济性和适

用性,可采取就地补偿法,在设备旁设

置补偿设备,从而优化补偿效果,改善

补偿效率。 

就地平衡补偿法的补偿效果在诸多

补偿方法中最具优势,该方法在0.4kV母

线旁侧加装并联电容器,同时设置与并

联电容器配套的调节设备和补偿柜等装

置,使低压端用户可结合无功负荷变化

状态自动投切补偿电容器,既不需要将

无功电能反送于高压线路,又能降低系

统线路的无功电流,显著降低了电力系

统线路中的有功损耗功率。在就地补偿

的原理基础上,可在10kV母线旁侧加装

并联电容器,补偿10kV配电线路及变压

器设备的无功损耗,这样一方面能够降

低能源损耗,另一方面也可加大线路末

端的电压强度,提高电力系统电能应用

效率。 

而在电力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如发

生三相失衡问题,则需要根据实际采取

切实可行的分相电容补偿方式,以此有

效规避补偿不足或补偿超量而产生的问

题及隐患,以免威胁电网的安全、平稳运

行。大量实践充分证明,电力系统运行的

过程中,合理应用无功补偿措施能够有

效加强节能效果,但是为实现最为理想

的补偿效果,还需准确计算变压器的功

率因数、负荷概况和容量,参照上述参数

科学选择补偿方式。 

4 结束语 

现阶段,我国十分关注经济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为高度顺应社会前行大

趋势,国家电网建设中也提出了模块化

施工,需要多种机械化方案的大力支持。

电力系统的工作人员应当全面结合当前

实际及不同地区的用电量,合理分配电

力工程,采取切实可行的技术手段和先

进设施,在现有资金的支持下,满足居民

用电需求,且加大节能减排的改造力度,

采取切实可行的无功补偿措施,这也是

电力工程10kV配电设计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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