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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能计量准确关系到电力企业、广大电力客户和老百姓的经济利益，对电能贸易结算公平、公正有重要

意义，本文系统分析了电能计量异常屡禁不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措施，从人才培养、业务标准化、加

强全过程管理、建立异常管理责任制、灵活运用创新工具等方面持续提升，逐步实现电能计量“零异常”

的目标，以期为电力行业提供一定参考，推动电能计量工作向更加规范、高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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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uracy of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is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power enterprises, 
power customers and the peopl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electric 
energy trade settle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repeated prohibi-
tion of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anomalies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per-
sonnel training, business standardization, strengthening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e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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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ing the abnorma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flexibly using innovative tools, the 
goal of “zero anomaly” of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is gradually real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power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in a 
more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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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能计量是指对消耗的电能进行准确测量，是电力生产、营销以及电网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电能

计量的准确与否将影响电能贸易结算的公平、公正和准确，关系到电力企业、广大电力客户和老百姓的

经济利益。当前部分供电企业计量异常屡禁不止，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存在异常处置不及时、差错电量

未追补等问题，造成用户投诉、国有资产流失。文献[1]分析了提高人员技能水平对计量异常管理作用，

但没有考虑到分层级人才梯队培养，文献[2]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思路，但是没有针对计量异常管理提

出具体的应对措施。本文基于电能计量异常风险，以系统的观点全面诊断，分析了人员技能水平不足、

全过程管理监管缺乏，异常管理责任制形同虚设等原因，从全员、全过程管理、全方位管理等方面系统

改善，把工作重点从事后补救转移到事前预防，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减少了计量异常。 

2. 计量异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业务技能培训不到位 

随着电力系统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电能计量专业越来越重要，员工技能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计

量准确性，目前基层计量人员更替频繁，存在业务技能培训不到位，造成计量异常的问题。一是基层管

理人员对培训工作认识不足，不愿意主动开展培训，也不愿意积极组织员工参与培训；二是培训教师质

量参差不齐，部分教师参与培训是为了完成任务，准备不充分，培训效果差；三是培训内容与学员实际

工作不契合，未结合学员工作岗位和实际工作分层、分级制定培训内容，不能学以致用；四是培训方式

不适用，计量异常管理的培训没有结合案例分析、实际操作等多种方式开展培训。 

2.2. 缺乏过程环节管理 

计量装置运行管理环节包括设计审查、安装、验收、现场检验、变更管理、差错和故障管理等环节，

通过分析计量异常发生的原因，发现大部分异常是因为前置业务过程管理不规范造成的，前置业务过程

监督管理缺位，前置业务的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异常处置严重滞后，以致于造成更大的损失。前置业务

监管缺位主要表现四个方面，一是验收把关不严，验收是对设计审查、现场安装环节的监督检查，是投

运前最后一道关口，验收把关不严、流于形式，造成计量装置投运即异常；二是首次检定不及时，首次

现场检验是为验收环节兜底，首次检验不及时，计量装置投运后长期异常，造成更大的电量损失；三是

计量装置异动未通知计量人员，根据《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能计量装置运行管理实施细则》，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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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改建、检修试验和运行方式变更等影响计量装置正常运行或者电能量数据采集的，实施单位应当

事先通知计量技术机构，目前存在计量装置变更未通知计量相关人员的情况，导致计量装置异动后发生

异常；四是档案管理不规范。计量装置档案信息是在电能计量管理全过程中产生的有意义的数据，它可

以帮助我们了解计量装置运行状况，发现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计量异常管理工作的基础，目前有

的供电局计量装置档案管理内容不全、更新不及时，导致部分计量异常发现不及时、异常处置捉襟见肘，

准备不充分等问题。 

2.3. 未建立异常管理责任制 

异常管理责任制是为了保证计量准确，由于计量装置运行管理涉及的每个部门、每个员工的工作都

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计量异常，因而涉及的全体人员都应承担异常责任。目前计量异常管理部分环节责

任不清，过程管控流于形式，责任没有压实造成管理无序，并且没有建立异常前置环节责任追溯机制，

规范前置业务管理。 

3. 减少计量异常的措施 

本文根据异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异常发生的原因，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思路，将计量异常作为质

量问题系统分析，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以及多样化方法等方面开展全面的质量管理，依据 PDCA 程

序不断改进，将工作重心逐渐从事后处置转移到事前预防，逐渐减少计量异常。 

3.1. 分层级开展计量人才梯队建设培训 

电力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模式不断涌现，内部

员工经常调整和更替，作业标准和质量要求逐步提高，因此，为了预防计量异常发生，提高计量专业人

才技能水平迫在眉睫。一是分层分级培训。计量人才梯队建设的培训工作要覆盖涉及的所有员工，上到

分管领导，下至普通员工，不同层级的人员包括中层管理者、基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由于所处的位置

和工作性质不同，他们在工作中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是有差异的，需要分层、分级组建培训专班，有

针对性的开展培训；二是组建学习型师资队伍。培训教师质量是提高培训效果的关键，可以将本单位业

务过硬的专家、技师、内训师等人才组织起来，根据擅长的业务领域，分配任务，编制教材，精心准备，

教师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提升，通过“公开课、推门听课、下乡支教”等多种方式组建学习型师资队伍，

同时优秀学员作为新的师资培养，把我们师资队伍做强做优；三是培训要因材施教。有效的培训是从识

别需求开始的，要根据基层员工的需求、结合重点指标任务、实际工作需求开展培训；四是做好培训评

价，对培训效果评价是培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训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每次培训都要考评，让

学员带着任务参加培训，同时做好培训后效果跟踪，采用工作绩效评价培训带来的各种效益，将评价结

果纳入组织绩效管理，提高培训质量。 

3.2. 业务标准化管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标准化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是对现实问题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

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规则，计量异常管理标准化工作对于电力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制度体系、

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计量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验收管理标准化，为了切实开展新投或改

造后的计量装置验收，要求电能计量装置验收合格后，编制《新投计量装置验收报告》上传营销系统，

报告经现场验收人员签字确认，定责到人；二是变更管理标准化，计量装置变更前要向计量人员传递相

关信息，要对传递信息的模板标准化管理，确保信息齐全、不漏项；三是现场运维流程标准化，不同类

别的工作对应工作流程及注意事项也不一样，根据新的技术要求对各类现场工作的作业表单本地化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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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现场工作流程标准化管理，确保现场工作内容不遗漏；四是档案管理标准化，变电站计量装置档案

应制定模板标准化管理，包括计量装置图片、安装位置、电能表点号、总线号、电能量采集终端的相关

信息等等，专变用户档案通过《新投计量装置验收报告》规范管理，同时计量装置变更时要依托营销系

统及时完善相应流程，确保系统档案与现场同步更新。 

3.3. 加强全过程监督管理 

计量装置运行管理的全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对计量异常的产生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要预防计量

异常，需要控制影响计量异常的所有环节和因素，形成一个综合计量异常管理体系[3]。一是加强验收监

督管理，验收是对设计审查和安装环节的检查、是投运前最后一道关口，预防计量异常可以通过建立验

收确认机制严把验收关。二是按计划完成现场检验，电力企业要依托营销系统自动识别新投运专变用户，

比对计量自动化系统带负荷情况，按月生成现场检验计划，同步抓好过程监督，确保现场检验完成率 100%；

三是规范计量装置异动管理，变电站计量装置异动要经计量人员确认合格才能投运，倒逼实施单位通知

计量人员；四是加强运行数据监控分析，及时完成计量异常处置。抓早抓小、及时整改是预防计量异常

的重要措施，早处理为了防止更大的问题发生。计量异常应周通报，月分析，按月对计量异常核实、分

析，建立计量异常“未处理台账”和“追补电量台账”，确保满足条件的计量异常及时处理；五是追补

电量“销单式”管理。电量追补是计量异常管理的最后环节，也是计量异常管理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避

免电量追补遗漏，建立追补电量台账时要发起营销系统追补电量工单，根据工单归档情况通报追补电量

完成率，“销单式”管理，确保差错电量“颗粒归仓”；六是规范档案管理，电力企业可以通过验收确

认机制同步对档案信息确认。 

3.4. 建立异常管理责任制 

计量异常管理责任制是为了预防计量异常、保障计量准确，它把计量异常的各项工作与企业职工的

责任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严密的计量异常管理体系，它明确了计量异常管理涉及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

员工的具体工作任务、应承担的责任和权力，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办事有标准，考核有依据。

建立计量异常管理责任制首先要明确每个环节的责任人，做到事事有人负责；其次重在落实和检查。对

于全过程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已经发生的计量异常，要分析原因，属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追究人员责任，考核是为了预防相同问题重复发生；最后要有必要的培训作支撑。通过培

训使每个员工知道本岗位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工作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发生了会导致什么后

果，承担什么责任，应采取什么措施预防，同时管理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要在全局开展培训学习，通过

案例教训的再学习，对责任人是一次反思，对于其他人员就是一种预防，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3.5. 灵活运用创新管理工具 

减少计量异常，还要广泛地、灵活运用创新管理工具，做到程序科学、方法灵活、实事求是、讲求

实效。工作中要基于问题，充分发挥员工发明创造能力，运用新工具、新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提升计量

管理水平。 

4. 结语 

规范电能计量异常管理，提高计量装置准确性，不仅是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用户侧需求响应平

衡的关键，更直接关系到广大电力客户的经济利益。我们把异常管理的重心从事后处置转移到事前预防，

减少了计量异常。首先通过对计量管理全环节涉及的人员开展分层级人才梯队培训，提高计量人员技能

水平，其次将验收管理、变更管理、现场流程、档案管理业务标准化，建立持续改进的标准化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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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控制影响计量异常的所有环节和因素，加强验收、变更等前置业务过程管理，同时灵活运用创新管

理工具，不断提升巩固，逐步实现电能计量“零异常”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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