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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电力工业已进入了以大机组、高电压、高自动化为特征的大电网时代。
随着电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电网结构逐步完善，电网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水
平也大幅度提高，电力系统稳定破坏事故次数明显下降。
但是，自然灾害引发的电网事故仍时有发生；尤其是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容忽视。
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遭遇的超强台风，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
川特大地震灾害引起的区域电网大面积停电，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电网是脆弱的，在科学面前，灾害是可以减轻的。
“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要防患于未然，必须做好电网防灾减灾工作。
电网防灾减灾是一个复杂而浩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做好电网的规划、设计、建设，加强电力的生产、
技术、调度、营运与员工管理，建立健全电网灾害与事故预警、应急处理、抢险救灾、灾后处置机制
等庞大的系统性工作。
其中，比较薄弱的一环是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地预报、监测灾情，如何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
提高电力企业对应急事件快速反应和抗风险能力，更安全有效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构建一个完善的电网灾害应急管理体系，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今天，国家高度重视强化灾害管理工作，强调要居安思危，要求经常做好思想准备、机制准备、预案
准备和工作准备，对统筹城乡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国家电网公司高度重视电网防灾减灾工作，近年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指导和规范这项
工作的开展，正在建立健全国家电网应急指挥体系。
可以说，在强化我国电网灾害管理工作的关键时期，我们正迎来良好机遇，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
理性、科学的态度和务实精神。
建立电网灾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处。
我们为此所做的全部工作，都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只要遵循科学、理性的要求，踏踏实实地工作，就可以做好我国电网灾害管理工作；构筑起强有力的
电网防灾减灾保障系统，为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协调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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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电网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系统建设与应用为主线，阐述了电网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系统工程全过程
、全方位的内容。
    全书共10章，内容包括：电网灾害与成灾因子及综合治理、电网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系统的关键技术
、电网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系统的支撑——电网GIS平台、电网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系统的总体设计、电
网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电网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系统在线预警事故分析、灾害环境下的
电网在线综合评估与辅助决策、电网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功能规范、电网防灾减灾应急管
理系统建设与运行管理、案例——福建电网综合防灾减灾应急指挥信息系统。
    本书可供各级电网与信息技术相关职能机构、相关管理部门、各级电力系统的领导、各类电网管理
的技术人员、行业协会、信息系统工程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和公司等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大中专院校
相关专业教学的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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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网灾害、成灾因子及综合治理　　随着电网的逐步完善，电网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电
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水平大幅度提高，电力系统稳定破坏事故次数明显下降。
20世纪70年代，我国电网平均每年发生19次稳定破坏事故；21世纪以来，全国各大电网的安全稳定水
平逐年提高。
但是自然灾害、一次和二次设备故障、局部电网结构薄弱仍是威胁电网安全的主要因素。
2008年初，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先后出现历史罕见的强降温和持续雨雪冰冻天气，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对我国西南、华中、华南、华东地区的电网运行造成了重大危害。
由于线路覆冰大大超过规定的设计标准，造成电网设施大量损毁，在短时间内倒塔、断线事故集中发
生，电网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近几年，我国东南、南部沿海遭遇的超强台风和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也给电力设施造成大
面积损毁，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是中国历史上“防灾克难”的重要经验。
正如汉代司马相如所言：“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电网要防患于未然，必须做好防
灾减灾工作。
提高电网防灾减灾能力是一个复杂而浩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做好电网的规划、设计、建设，加强电力
的生产、技术、调度、营运与员工管理，建立健全电网灾害与事故预警、应急处理、抢险救灾、灾后
处置机制等庞大的工作。
其中，比较薄弱的一环是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地预警、监测灾情，如何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
提高电力企业对应急事件快速反应和抗风险能力，更安全可靠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电力企业当前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1 国内外典型的因灾停电或电网事故　　电网重大停电事故主要有自然灾害引发的事故、一次设
备故障引发的事故、安全自动装置及继电保护装置异常引发的事故、控制及辅助系统故障引发的事故
、通信及自动化设备事故、人员责任事故、外力破坏事故、电网电厂事故、电网振荡等几种，其中自
然灾害引发的事故约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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