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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searching and analys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 the author finds that bird damage is a 
major factor in the failure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 tripping. In this paper, after analysing related statistical data, the au-
thor elaborate the causes of bird damage through line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birds living habits. 
The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rd damage failure. On the basis of fully learning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the industry, the author give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bird damage from a different fault typ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ertain provinces and the principle of bird damage prevention. Further corrective measures 
with the prevention of bird hazard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degrees of failure of transmission lines in th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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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输电线路运行情况进行相关调研和分析，发现鸟害是造成输电线路跳闸故障的一个主要因素。

本文对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从线路特点、地理环境、鸟类生活习性等方面综合分析了鸟害故障的成因，并

进一步分析了鸟害故障的特征。在全面借鉴行业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某省份的实际情况，依据鸟害防治原

则，从不同故障种类给出了相应的鸟害故障防范措施；并结合该省输电线路鸟害故障的不同程度对鸟害故障的

防治提出了进一步的整改措施。 

 

关键词：输电线路；鸟害故障；跳闸故障；防治措施 

1. 引言 

在电网中，输电线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输电线路稳定运行是输电网安全、经

济、可靠运行的关键。随着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意

识的加强，鸟类的数量逐渐增多，活动范围日益扩大， 

鸟害已经成为影响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重要因素。对

输电线路鸟害故障的分析及其防范措施的研究也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结合行业内的先进经验，

不仅分析了鸟害故障的成因，并针对鸟害故障的产生

原因结合实际提出了鸟害故障的防治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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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电线路鸟害故障统计 

鸟害故障是输电线路跳闸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据

统计，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底，某省 220 kV

及以上输电线路总跳闸次数数以百计，其中线路因为

鸟害故障跳闸次数比重较大，约占线路总跳闸次数的

14%。如图 1 所示，是 2011 年该省 220 kV 及以上线

路跳闸故障类型饼状图，可以看出鸟害故障跳闸次数

约占到了全年故障跳闸的 16%，除了雷击闪络和外力

破坏外是输电线路跳闸的主要原因。 

下面介绍该省电网输电线路鸟害故障情况： 

1) 鸟害故障年度分布图如图 2 所示，图中显示了

2007~2011 年间在该省输电线路长度和数量无较大变

化的情况下每年鸟害故障发生次数的相对分布百分

比。2007~2011 年间该省 220 kV 及以上线路鸟害故障

发生次数呈增长趋势，特别是在 2009 年和 2011 年，

分别比上年约增长 5%和 10%。 

2) 鸟害故障月度分布图如图 3 所示。2007~2011

年间该省 220 kV 及以上线路鸟害故障在每月的分布

情况呈现出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 3、4、5 月，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 8、9、10 月。可见鸟害故障多发

生在 3~5 月和 8~10 月，存在一定的季节性。 

3. 鸟害故障原因分析 

该省输电线路鸟害故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Figure 1. The pie chart of 220 kV and above lines’ trip fault type in 
a certain province in 2011 

图 1. 2011 年某省 220 kV 及以上线路跳闸故障类型饼状图 

 

Figure 2. The annual distribution Figure of 220 kV and above 
lines’ bird pest fault in2007~2011 

图 2. 2007~2011 年某省 220 kV 及以上线路鸟害故障年度分布图 

 

 

Figure 3. The monthly distribution Figure of 220 kV and above 
lines’ bird pest fault in 2007~2011 

图 3. 2007~2011 年某省 220 kV 及以上线路鸟害故障月度分布图 

 

1) 输电线路特点部分输电线路的基建工程在导

线挂点处横担上安装的防鸟针较小，不但不能防鸟，

反而给鸟类提供了良好的可站立在导线挂点上方栖

息或筑巢之地，从而导致鸟粪下泄或鸟巢杂草下挂等

鸟害故障的发生。 

部分单位执行反措力度较差，原有的防鸟设施陈

旧，鸟刺安装数量不够，覆盖范围不满足要求，发生

锈蚀或变形鸟刺未及时更换等，导致鸟类在迁徙过程

中或候鸟在繁殖期内仍然可站立在带电导线上方绝

缘子串悬挂点处横担上栖息或筑鸟巢繁衍生息，致使

鸟害故障依然重复性发生[3]。 

2) 地理环境 

该省地形十分复杂，境内有高原、丘陵、山地、

台地、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山区、丘陵面积占全省

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且大部分在海拔 1000 米到

2000 米之间。多样的地形导致该省既有纬度地带性气

候，又有明显的垂直变化。它地处中纬度地带，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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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但因山脉阻隔，夏季风影响不大，属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 

由于该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境内存在大型

候鸟活动，导致该省输电线路易发生鸟害故障。 

3) 鸟类生活习性 

鸟类经常口叼树枝、铁丝等物体在输电线路上空

往返飞行，当铁丝、潮湿的杂草等可导电物落下挂在

横担与导线之间时，部分空气间隙短接从而造成输电

线路击穿故障。在大风天气时，杆塔上的鸟巢被风吹

散掉落在导线或绝缘子串上，也容易造成线路接地短

路故障。鸟类在绝缘子挂点处排粪形成鸟粪闪络，鸟

粪顺绝缘子串流泻，造成接地。2011 年鸟害跳闸故障

中鸟粪闪络约占到总数的 63%，此类跳闸是该省电网

鸟害故障主要原因。 

鸟粪引起的绝缘子串闪络，一般认为有 2 种机理： 

1) 鸟粪在同一绝缘子串上长期积累，干、湿鸟粪

混合达到一定数量，一旦遇到潮湿天气，就会引发闪

络放电。 

2) 由于潮湿的鸟粪倾泻在绝缘子表面，这种稀鸟

粪的导电率很高并且鸟粪数量特别多，甚至导致绝缘

子裙边短接而引起绝缘子串沿面闪络。 

另外，新建线路鸟啄复合绝缘子导致端部密封破

坏使其端部芯棒大面积暴露。被破坏的复合绝缘子若

不及时更换，竣工验收投运后，在雨水、潮气和雾气

等高湿度气象条件下，潮湿的空气进入护套和芯棒表

面，继而芯棒暴露处局部放电或电弧放电，使芯棒产

生电化学反应，易造成脆断等恶性事故[4,5]。 

4. 鸟害故障典型特征分析 

该省输电线路鸟害故障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1) 地形地貌特征 

该省输电线路鸟害故障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形地

貌特征。据 2011 年发生的鸟害故障统计，94%发生在

靠近河流、湖泊、水库或鱼塘，位于山区、丘陵植被

较好且鸟类活动频繁区域。符合鸟类活动规律，符合

鸟粪闪络机理。经观察发现，易发生鸟害故障的杆塔

多在靠近河流、稻田、鱼池、低洼潮湿地带，有较大

树木和一些人烟少、开阔的庄稼地带。 

2) 季节特征 

输电线路鸟害故障一年四季均有发生，根据前文

对鸟害故障的统计可以发现输电线路鸟害故障主要

集中在如下 2 个时间段： 

a) 鸟类产卵孵化、繁殖期 

一般在 2 月~5 月，鸟类在杆塔上筑巢繁养，易造

成鸟类筑巢和鸟粪闪络危害；2011 年中发生在该时段

的鸟害故障约占到总数的 38%。 

b) 农作物收获期 

一般在 8 月~10 月，该时间段鸟害故障率高，是

重鸟害季节。这段时间正是该省农作物的收获季节，

且故障线路附近有水源、森林，特别适合候鸟类栖息，

鸟类在此可获得丰富的食物，排泄量增多，大多发生

吃小鱼小虾的鹭、鹤等鸟粪闪络和鸟巢杂草下挂危

害。2011 年中发生在该时段的鸟害故障约占到总数的

31%。 

3) 时间特征 

结合历年输电线路鸟害故障情况分析发现，该省

鸟粪闪络一般发生在晚上至凌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

由于该时段鸟鸟类排泄粪便频繁、鸟巢杂草下挂短接

部分空气间隙，该时段空气湿度较大，鸟粪、杂草短

接部分空气间隙后发生鸟害跳闸。2011 年 16 次鸟害

事故中，发生在 22 时到次日 6 时时间段内的约占总

数的 81%。 

4) 导线排列方式特征 

无论导线是水平排列、三角排列或者垂直排列，

都有鸟害事故发生，并无规律可循。 

5) 杆塔类型特征 

资料显示，铁制杆塔塔比水泥杆塔鸟害故障率

高，发生在铁塔上的鸟害故障占 90%左右。直线杆塔

上发生鸟害的概率较大，耐张杆塔引流线发生鸟害的

机率较小[6]。 

6) 鸟害故障具有瞬时性和继发性 

鸟害故障具有瞬时性短时间接地、跳闸，一般均

可重合闸成功。并且具有继发性，故障会在同一天或

相隔几天再次甚至多次发生。据统计，2007 年~2011

年鸟害故障的重合闸成功率为 100%。 

5. 鸟害故障防治 

针对输电线路鸟害故障，各个运行单位都采取了

很多措施去防范，尽量减少鸟害故障的发生对输电线

路的影响。这些防范措施主要分为提前预防措施、技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45



输电线路鸟害故障分析及防范措施 

术措施、管理措施。 

5.1. 提前预防措施 

提前预防措施主要是指在输电线路新建设计和

改造设计时考虑鸟害故障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主要

有： 

1) 通过运行单位累计的输电线路鸟害事故的统

计与分析资料，分别绘制出每条线路的鸟害区域图。

在输电线路规划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运行单位划分

的鸟害区域分布图，对重点鸟害区及大型候鸟迁徙通

道采取相应的防鸟害措施； 

2) 新建线路路径应避开河道、沼泽地、林区、水

库、养鱼池及油料作物种植地等鸟害重灾区； 

3) 新建或改造线路在采取防雷击、防覆冰等措施

时，要兼顾防鸟害措施，尽量避免为鸟类提供栖息地；

如使用合成绝缘子则应采用防鸟害类产品[7,8]。 

5.2. 技术措施 

针对输电线路鸟害故障的特点，目前的防鸟技术

措施主要从限制鸟类搭建巢穴的位置、防止鸟害在杆

塔上栖息、防止鸟粪沿绝缘子外侧下落三个方面着

手。从这三个方面着手采取的技术措施中，风动型转

动、镜子转动、防鸟漆、超声波驱鸟器等由于鸟类的

逐渐适应均对输电线路鸟害故障的防治基本无效，或

安装后几天有效，运行时间一长便无效。下面介绍几

种对防止鸟害故障比较有效的技术措施。 

1) 安装防鸟刺。在带电导线正上方的横担上安装

防鸟刺，阻碍候鸟站在悬垂串挂点处横担上歇息、排

泄鸟粪或筑鸟巢。防鸟刺结构大多是在一个球冠形底

座上安装若干个针体，针体呈放射状分布。这种措施

不足之处是给检修作业带来一定的不便； 

2) 安装防鸟挡板。在悬垂串挂点处横担上安装平

板，平板的边缘比绝缘子串各超出 30 cm~40 cm，一

来候鸟站在平板上排泄鸟粪时，鸟粪距绝缘子边缘间

距大于本工频电压空气击穿值，不会发生鸟粪沿绝缘

子表面下泄或小于相电压空气击穿间距闪络或放电

跳闸；二来鸟巢筑在平板上，易被风吹掉，候鸟一般

不会在平板上筑鸟巢； 

3) 安装人工鸟巢。在铁塔塔身内或横担靠近主材

处安装人工鸟巢供候鸟筑鸟巢，引导候鸟，避免候鸟

在悬垂串挂点处横担筑巢[9,10]。 

5.3. 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主要是指运行单位加强对有关技术措

施和输电线路的管理及维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 

1) 线路运行管理单位应详细调查本地鸟类活动

情况，积累鸟害故障跳闸资料，掌握鸟类的活动规律，

合理划定鸟害区域。根据鸟害区域分级及鸟类活动季

节特点，在鸟害多发季前加强防鸟害装置的检查维

护； 

2) 对安装有防鸟刺的杆塔，要注意防鸟刺及时复

位和在恶劣天气下对防鸟剌的保护； 

3) 在鸟害多发期时加强线路的运行巡视尽量避

免鸟粪污闪事故的发生； 

4) 运行单位应不断总结防治鸟害经验，并积极推

广、采用防治鸟害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办法，不断提

高防治鸟害技术水平[11]。 

5.4. 输电线路鸟害故障防范现存问题 

相关运行单位对输电线路鸟害故障采取很多防

范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关于

输电线路鸟害故障的防范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

题主要有： 

1) 运行单位未能掌握所辖区域鸟类活动。近年

来，随着自然环境改善，对鸟类保护意识增强，鸟类

数量增多，活动区域扩大，防范难度加大。220 kV 某

线某杆塔方圆 30 公里无河流、水库、树林，无大型

鸟类活动，为途经此地过路大鸟凌晨排泄粪便所至，

对迁徙过路鸟活动情况掌握不准确，防患意识比较薄

弱。 

2) 防鸟刺安装数量不够，覆盖范围和高度不满足

要求，不能针对每基杆塔和周边鸟的种类等实际情况

安装防鸟刺，甚至仍有部分位于鸟类活动分布区的杆

塔未加装防鸟刺。220 kV 某线路位于河流附近，故障

杆塔绝缘子上方已加装防鸟刺，但鸟在地线横担停

留，鸟粪造成边相绝缘子鸟粪闪络，属于鸟粪闪络新

形式。 

3) 防鸟刺质量低下，部分采用冷拔丝、钢绞线以

及伞型防鸟刺仍然运行，发生严重变形，起不到防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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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4) 运行维护不到位，未能及时调整或更换变形失

效防鸟刺，或检修后未打开。 

5) 鸟在绝缘子上方搭窝，未能及时拆除。 

6. 结语 

随着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并结合某

省份的输电线路跳闸情况分析发现，2007 年~2011 年，

输电线路鸟害故障整体呈上升趋势，2011 年增长迅

猛，需要引起重视。但所有故障均为瞬间故障，重合

成功率为 100%。故障原因主要有鸟类在悬垂串挂点

横担处筑巢引起杂草下挂短接部分空气间隙、候鸟站

在带电导线上方横担上排泄鸟粪短接部分空气间隙

闪络、鸟啄新建线路复合绝缘子引起的复合绝缘子电

蚀穿孔、芯棒脆断等。但其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单位执

行反措力度较差，存在麻痹思想，各类防鸟措施、运

行维护不到位，导致鸟害故障频发。输电线路鸟害故

障防治要以预防措施和技术措施为基础，重点是加强

管理，保证各项措施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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