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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power supply in 
urban power network is the ensurance and in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ate-of-the-art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urban power 
supply network in both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fields. 
The specifications are investigated for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urban power supply network in detail in the 
paper, and th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are paid on how to 
construct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of urban power 
supply network. Finally, the reason why the futur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for urban power supply network should be 
merged into the urban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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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供电是城市公共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城市供电

应急管理可为城市公共事业应急管理提供基本保障。文章介

绍了国内外城市供电应急管理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需要研究

的内容，提出了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功能需求，对城市供电

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应将城市供电应

急管理纳入城市总体联动应急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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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城市应急管理和应急预案的制定已经成

为城市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作为城市其

它各项公共事业应急管理基本保障的城市电网的

应急管理还未有完整的功能规范和明确的管理模

式。近年来，国内外电力系统发生的大停电事故引

起了人们对电网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以电网

发生重大事故后的黑启动为例，大电网从黑启动到全

面恢复供电的时间间隔少则 3~5 h，多则十几个小时，
这期间的城市电网必然陷入大面积停电的混乱状态。

美加“8.14”大停电事故[1]
、莫斯科大停电事故、洛

杉矶大停电事故以及2006年发生在中国郑州的“7.1”
停电事故和发生在欧洲的“11.4”的突发大停电事故
均表明，各个国家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随时面临着

超过设防水平的电网突发事件带来的大面积停电威

胁。因此，迫切需要对电网突发事件和大面积停电应

对措施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2-6]
。 

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在城市发生

大面积停电事故时确保重要用户(党政军主要部门、
要害部门和公共基础事业部门)的持续供电、维护社
会稳定、减少停电损失。城市供电应急管理是针对

城市电网发生紧急事故的可能性制订完善的应急

体系
[7-9]
，其目的是确保城市电网的各相关部门采取

确实可行的措施应对紧急停电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

大面积停电造成的社会影响。 
北京市为迎接 2008 年奥运会，发布了《北京市

“十一五”期间城市减灾应急体系建设规划》[10]。该

规划构建了北京市在“十一五”期间的城市应急体系，

并将重大电力突发公共事件归入该应急管理体系中。 
上海市成立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是

上海市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其下设机

构——市应急管理办公室与其它工作部门共同形成

了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

联动体系。该联动体系与上海电力公司共同负责上海

电网的应急管理工作。 
————————————————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社会公益事业项目(2004DIB51195)。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第 31卷 第 10期 电  网  技  术 39 

广州市政府也成立了包括广州市 20多个相关单
位的电力应急工作小组，由市政府领导指挥和负责电

力应急管理工作。广州市发布的广州地区重、特大电

力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指出，一旦出现电力预警和应

急状态，电力应急工作小组自动转为电力应急指挥

部，全面指挥、协调并承担相应的应急抢险工作。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城市供

电应急管理的概念，探索性地提出了城市供电应急管

理的功能需求，并在 2000年就与日本电力中央研究
所联合开展了城市电力系统防灾减灾的前导研究。但

我国对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其

应急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政策、法规都有待完善。 
本文以建立有效的城市供电应急管理体系为目

标，从管理层面介绍了国内外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组

织机制和相关法规，从技术层面指出了城市供电应急

管理需研究的内容，提出了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功能

规范和系统框架。 

1  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组织机制 

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组织机制主要包括的应

急机制、政策和法规等。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已经给

出了供电应急管理措施和应急预案方面的一些具

体规定。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依据法律建立立体

化、网络化的综合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从上到下

常设专职机构，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抢险救援队

伍，运用严格、高效的政府信息发布系统，明确政

府职能及其与其它部门的合作事项，形成超前的灾

害研究和事故预防机制[11-12]，通过灾害意识的培养

和全社会的应急培训获得更充足的应急准备。 
美国应急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成立于 1979年，主要负责美国突发
事件的应急管理，其核心业务包括减灾、应急准备、

应急反应和灾后恢复重建4个方面。北美电网由3000
多家电力公司的电网互联形成，其总传输容量为

900GW，为此 FEMA专门制定了大面积突发停电事
故的应急管理措施

[13]
。美国西部 1996年的 2次大停

电事故和2003年8月14日的大停电事故再次说明了
调整和改进美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2003 年 7
月，美国能源部主持召开了美国电力传输技术展望专

题研讨会，提出了美国 Grid2030 研究计划项目，强
调输电网与城市配电网和通信信息网的结合，建

议在 2010年之前建成美国国家电网控制中心，并提
出应减少外力和自然界对电力系统设备的破坏，改

善电网的运行环境。 

英国应急管理措施的实施不依赖国家层面的机

构，一般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由当地政府负责处 
理

[14]
，但当灾难过于严重，超过当地政府的承受能力

时，通常从邻近地区就近调度支援。1987 年 10 月，
英国南部电网被狂风暴雨破坏，包括伦敦在内的几百

万用户用电中断，部分地区电力中断长达十几个小时，

为此英国投入巨额资金改进了供电系统，建立了周密

的供电应急管理机制。在 2003年 8月伦敦南部地区电
网发生的大停电事故中，伦敦地方的应急管理机制在

维护社会安定、恢复供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应急管理制度比较完善，各级政府为了

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公共事件，采取了完善立法、加

强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危机管理体制等有效措

施。日本是一个地震和海啸频发的国家，日本电力中

央研究所根据地震频发的特点，研究了地震等外部危

机因素对城市电网的影响，并以安全性和经济性为评

价目标，提出了提高城市电网抗灾能力的改造方案和

详细的电网应急预案。 
中国电监会在 2005年 6月 12日颁布了《国家

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
[15]
，国家电网

公司按照《国家电网公司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预防与

应急处理暂行规定》[16]发布了《国家电网公司大面

积停电应急预案》
[17]
和《城区电力系统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编制导则》
[18]
，具体规定了城市电网进入紧

急状态的启动标准(如负荷损失比例)、重要单位和城
市重要基础设施、大型公共场所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停

电事故的应急措施等。这些文件旨在指导和规范我国

各级电网公司制定大面积停电应急预案，建立自上

而下、分级负责的大面积停电应急救援与处理体系。 
2006年 1月 8日，国务院公开发布实施的《国

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19]旨在加强指导我

国的应急管理工作，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

的能力。 

2  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研究内容 

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研究内容包括危机因素分

类、应急能力评估、资源配置、预案编制和应急系统

的功能配置和系统构建等。 
（1）供电危机因素分类与重要用户管理问题。

供电危机因素分类与重要用户管理
[20-23]
的主要任务

是分析和评估电力系统面临的各种风险，认清整个电

网、特别是城市电网供电的风险及其造成的危害，以

便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和缓解大面积停电事故的发

生，减少经济和社会损失。 
（2）应急能力评估问题。应急能力评估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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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应急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为了保证城市电网

具有一定的供电应急能力，国内外的应急管理部门一

般采取提高电网安全裕度[24]、增强备用容量[25]等措

施。如何确定合理的安全裕度和备用容量、使城市电

网保持技术经济合理的应急供电能力，是当前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应急能力评估可以从 2方面入手：一方面从城

市电网所能遭受的突发事件的程度评估城市电网

的停电容忍程度和停电损失，反映城市电网的网络

适应性和受损失程度；另一方面从城市电网的可挽

救性和可缓解性进行评估，反映城市电网自身的控

制能力和供电企业的应急管理能力。 
（3）应急规章制度与应急资源管理问题。应

急规章制度问题主要研究如何在应急管理中依据法

律建立制度化、立体化的综合减灾应急管理体系。该

体系从上到下常设专职机构，各机构按相应的制度高

效、有序地进行应急管理。应急资源管理问题主要解

决应急资源的保障问题，即应急资源的布局、调度和

评估等。 
（4）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问题。应急管

理信息系统的建设问题是研究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实现高效的应急管理、建设完善的应急信息化基础

设施。为准确迅速地收集、处理、分析和传递有关事

件的信息、有效地实施危机预防，危机应急信息系统

的建设应从信息化基础设施抓起，建立起功能完善、

技术先进的应急通讯网络。目前我国的城市电网供电

应急管理信息系统仍不够成熟，一方面这与用户个性

化的需求有关，另一方面各城市一些历史系统的存在

会对应急信息系统的建设产生影响。 
（5）应急预案的编制问题。应急预案编制问题

是城市电网应急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应急处理的效

果很大程度上是由应急预案的执行效果决定的，执

行准确、有效的应急预案可提高应急反应速度、减

小突发事件的影响面、甚至将突发事件消灭在萌芽

状态。目前应急预案编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防

范措施的选取上，一般选取最有代表性、危害程度

最严重的灾害场景进行研究并制定详细的预案，以

便在此类灾害发生时，迅速为决策者提供支持方案。 
（6）应急处理的决策技术支持问题。有效的决

策辅助工具和准确充足的信息是应急处理的决策技

术支持问题的基础，如文献
[26]
提出将动态博弈技术应

用到应急处理的在线决策支持中。 
（7）应急教育的培训问题。应急教育培训可分

为专业技能培训和非专业技能培训。专业技能培训主

要培训电力专业人员处理突发事件的专业技术和本

领。非专业技能培训是对公共大众 进行科普培训，
如当出现大面积停电事故时如何通过自救确保自身

人身安全等。 

3  城市电网应急管理系统的构建 

城市电网的应急管理是其它公共事业应急管理

的基本保障，城市供电应急管理是城市公共事业应急

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系统

是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核心工作。城市供电应急管理

的功能规范为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科学规划、决策、

建设和管理提供了依据，解决了当前城市电网供电应

急管理面临的问题。 
公共事业是城市的生命线。社会经济越发达，

城市越脆弱，公共事业的地位越重要。本文提出的城

市供电应急管理的功能框架见图 1。通过对城市供
电应急管理的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城市供电应急管理

系统至少应具备图 1示出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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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的功能框架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power supply about urban power network 

城市供电应急管理根据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可

分为事前管理、事中管理和事后管理。明确这些管理

功能可使应急管理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事前管理遵循未雨绸缪、预防为主的思想对城

市电网进行监测和预警，并采集相关的数据。事前管

理主要包括危机分析、预案编制、规章管理和应急措

施的准备等。事中管理旨在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紧

急事件。在应急处理中，事中管理要全面整合多部门、

多行业、多层次已有的系统和信息资源，实现对突发

公共事件的实时响应和调度指挥。事中管理包括电网

的紧急调度指挥、电网数据的采集与交互、应急处理

的在线辅助决策支持、应急资源的调配等。事后管理

旨在尽量减少大面积停电事故带来的各种损失，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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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地完成对突发事件处置全过程的跟踪和处理，将

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并为公众提供相应的

紧急救援服务。 
在应急管理模式上，本文提出应统一电网管理

和调度，建立完善的安全运行制度，确保电力系统安

全可靠地运行。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目标明确、定位合理、可操作性强

的城市供电应急管理功能需求。指出城市供电应急管

理应重点加强应急信息系统的建设，应将城市供电应

急管理纳入城市总体应急管理体系中
[27]
。 

本文指出城市供电企业应根据现有的企业信息

系统建立预警信息系统，对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

进行缜密布控，同时指出应加强应急预案的研究，提

高危机处理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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