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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6_BC_8F_E7_c67_467503.htm 农村高低压电网大规

模的改造工程，对电网结构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布局，农村低

压网络的设施设备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电网健康水平、供

电能力、供电可靠性和网络绝缘强度等等均得到了大大提高

。同时，农电体制的改革，也为电网的安全、稳定、经济运

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但是，“两改一同价”后，县

级供电部门对农村低压电网的管理也从原来的乡镇或变压器

台区趸售方式随之延伸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家用电度表，安全

管理的难度和责任更大、更重，特别是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

故和由漏电引起的电气火灾及家用电器、设备烧坏事故却时

有发生。其中，因漏电保护器的装设、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

弊端和问题不能进行有效保护而导致事故的频发占了相当大

的比例。笔者就农村低压电网漏电保护器在装设、使用和管

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索性剖析。1、现阶段漏电

保护器装设、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正确认识和对待漏电

保护器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正确、合理、科学地选择、检定

、配置、装设和使用保护器，加强和完善漏电保护器的维护

管理，对于强化安全用电、避免或减少触电伤亡事故都将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

来巨大损失。在现阶段，漏电保护器在装设、使用和管理中

的弊端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 对装设漏电保护

器的重要性及其作用认识不足。1.1.1 对安全用电起码常识不

知不会，对装设漏电保护器不理解、不支持，认为没必要、



可有可无。1.1.2 有些人却认为现在农网改造后线路已改造好

了，安全程度已经提高了，没有必要安装漏电保护器。1.1.3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漏电保护器跳闸动作次数比较频繁，

需要比正常时期额外增加操作电气设施的频率，怕麻烦、图

省事，或者由于漏电保护器正常或非正常动作，极易造成是

供电部门停电的错觉而烦恼等等，人为将漏电保护器强行重

复合闸或者拆、退出。1.1.4 农村特别是山区，供电网络遍布

乡镇各村、组及农户，地域广，分散性强，山大人稀，信息

不畅，交通不便，而且农网本身的隐患缺陷多而杂，线路及

设备维护面广、难度大，加之盗窃性、毁损性、工程建设性

破坏电力设施等违法行为，私拉滥接、违章建筑、交叉电源

和双（多）电源及备用电源等违章违规行为也屡屡发生，因

此，线路故障率较高。所以，许多基层管片电工为了减少工

作量或者避免麻烦等等原因而人为地将配变的一级保护或者

主干（分支）线路的二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器有意识不装或者

人为退出。1.1.5 还有一部分人将损坏的或被怀疑的漏电保护

器退出，用刀闸取而代之，认为刀闸可形成明显的断开点，

殊不知刀闸熔丝只对过负荷、过流和短路起一定保护作用，

而对过电压和漏电、触电电流不起保护作用。1.1.6 也有农村

管片电工责任心不强，或自身对装设和使用漏电保护器基础

知识欠缺，因而，发现用户退出、损坏等行为听之任之，视

而不见。1.2. 产品质量差，不正常动作（分断），起不到保护

作用。1.2.1 1994年以前未经国家安全认证的老产品，在质量

上的确存在着故障率高、不正常动作、用试跳按钮检定不出

真伪、好坏等相对性缺陷，但在受到农村现有经济条件的限

制，不可能完全淘汰的前提下，这些旧产品还继续运行在农



村低压网络中。1.2.2 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农村市场，这种伪劣

、假冒的产品其保护功能、技术性能和耐用性都极差，而用

电户以及许多基层农电工相对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加之没

有形成严格的行业归口管理体系，因而，很大程度上严重坑

害了用户利益，也给电力安全生产、人民生命财产埋下了祸

根。1.3. 运行中确已损坏而不更新。1.3.1 对在运行中已损坏

的漏电保护器，因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可有可无，所以，将

其直接退出。1.3.2 在山区农村，因交通不便不能及时购买更

换，或者根本不识货，或者怕上当购置假货等，直接退出漏

电保护器后行若无事，泰然处之。1.4. 校检、试跳方法不当或

不检定，不维修。1.4.1 缺乏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专业检定、

测试。1.4.2 只在安装前统一批量校检，投运时不作试跳而直

接安装。1.4.3 只用试跳按钮进行试跳检查，没有在被保护线

路上作接地试跳的现场检定。1.4.4 没有成立专业维修站（点

）。1.4.5 保护器一次性投运，没有进行过定期或不定期维护

检查，一“装”永逸。1.5. 装设地点和配置不合理。1.5.1 配

变侧、线路侧（含主干、分支线路）、户表侧三级从安装时

就没有装设。这种作法其事故率最高，危害性最大。1.5.2 只

强调户内，不注重室外。这种只在用户电度表以内装设三级

保护（终极保护）而配变和线路上均省略的作法，虽然可以

减少配变和线路的停电机会，但是，10千伏高压装置只有“

过流速断保护”而跳闸，10千伏发生断线、接地故障时变电

站内只发声、光信号，所以当室外配变负载侧或者低压

（380/220V）供电线路上发生触电事故，或者因雷击、大风

、泥石流、滑坡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原因引起断线、接地等

故障时，就没有保护，电力安全意识淡薄的人常在这时徒手



拾拿断落的或接着大地的带电线路而触电，使得触电伤亡事

故难以下降，而且这类事故经常发生、屡见不鲜；1.5.3 只装

配变出线侧的一级保护和用户侧的三级保护，忽略主干线路

和分支线路侧二级保护。这种作法的弊端在于，若某一分支

线路发生漏电或触电故障时，将会引起整台配变全部停电，

未能缩小事故停电范围。现实中，这种情况也常常发生

。1.5.4 只装配变负载侧的一级保护、主干线路侧的二级保护

和用户侧的三级保护，而不在多分支线路上装设二级保护的

后备保护。这种作法相比前一种有了实质性改善，但仍然存

在着未能完全缩小事故停电范围的弊端。1.5.5 单相（双级）

漏电保护器在与单相刀闸配合使用（即有漏电、短路保护，

又有明显断开点）时位置颠倒，即按照电源单相电度表单相

刀闸单相（双极）漏电保护器用电设备的顺序安装或者只独

用缺少过压、过流保护功能的漏电保护器而以其取代单相刀

闸，这样，当三相四线负载不平衡、中性点严重位移、中性

线上即带电而恰遇中性线断线或者中性线熔丝熔断（中性线

应禁止安装熔丝）时，此时保护器将拒动，但电气设备此时

仍然带电，若在电气设备（如家用电器）上触电，保护器起

不到漏电保护作用。1.6. 使用的漏电保护器选型不当。1.6.1 

对于家用漏电保护器，存在着不论保护器的特定功能（如剩

余电流、短路、过负荷保护），也不管保护器额定动作电流

的大小（如6、10、30、45mA），更不顾安装位置的特定环

境（如暴晒、阴雨非阴雨、特别潮湿）等而随意安装使用，

从而极易损坏或者出现不正常动作（分断）。1.6.2 对采用配

变侧、线路侧、用户侧三级分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器选型配置

中，除了忽视上述特定功能、额定动作电流大小和位置环境



因素外，还普遍存在着缺乏保护器相互之间动作电流的级差

和动作（分断）时间的级差的配合，从而常常出现管片电工

因漏电保护器越级跳闸而束手无策、一筹莫展。1.7. 对漏电保

护器的管理维护不善。1.7.1 没有对漏电保护器实行行业归口

管理，平时重视程度不够，管理松懈，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

场，难以避免触电伤亡事故；1.7.2 供电所没有建立和完善漏

电保护器检定、维护等管理制度，也没有或没条件设立保护

器检测站（点）和维修站（点），没有对所有低压安全保护

装置、设备及其用具定期测试；1.7.3 安全用电、预防为主的

常识以及电力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不够，同时也没有刻意去

培训提高漏电保护器专业技术素质及管理水平以及科学的统

筹配置的能力。1.7.4 对漏电保护器的管理在思想上麻痹松懈

，发现未装和退出漏电保护器的行为没有有效制止。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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