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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04~ 2008 年调查了西部电网电击猛禽情况。调查区域包括新疆、青海、四川、甘肃、西藏等省区。

共统计10 kV和 35 kV输电线路长度 178 km、杆塔数 1 800 余根; 收集线路附近鸟的尸体、羽毛、残骸等

110 件,用于鉴定鸟种。调查结果,被电死猛禽计 79 只( 10 kV) , 平均每千米输电线路 1 36只 , 11 31%的

杆塔对鸟类构成威胁; 35 kV输电线路上鸟巢数 44 个,平均每千米输电线路 0 37 个, 至少 6 06%杆塔被

猛禽利用。已知 24% ~ 40% 的跳闸停电事故是由于鸟类引发的。症结分析, 西部电网结构设计不合

理,线路裸露, 缺乏防鸟措施。在西部约 20%左右的猛禽( 11种)受到电击的威胁, 同时严重影响着输电

线路安全运行。本文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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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ctrocution survey is in the west of China, including Xinjiang, Qinghai, Sichuan, Gansu and Tibet in

2004- 2008. About 178 km 10 kV and 35 kV transmission lines including more than 1 800 electric pylons were

checked.The 110 dead birds, feathers and remains were collected and identified nearby the power line.The 79 raptors

of electrocution were found in 10 kV ( average 1 36 dead birds km) . 11 31% pylons threatened the birds. There were

44 nests in 35 kV pylons ( average 0 37 nests km) . At least 6 06% pylon was used by raptors. The 24% - 40%

power accidents were caused by birds. The crux is the structure inconsequently , e. g. line exposed. About 20% raptors

( 11 species) are threatened by electrocution inWestern China, which threatened the safe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 The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 was provid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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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击、风偏、雨雪、动物等经常引发大面积

停电。鸟类造成跳闸事故几乎占电网事故的

24% ~ 40%, 有些地区甚至高达 71 4%
[1, 2]
。鸟

类严重威胁着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这方面国

内外已有不少报道, 内容涉及∀鸟害#分析、驱鸟



器设计、防护等
[3~ 6]

,大都是从电力部门的角度

入手, 多考虑电网的安全。笔者尝试与电力部

门合作,展开防止猛禽遭电击死亡的研究,既可

提高供电可靠性,又具有生态保护的意义,以达

到电力安全和鸟类保护双赢的局面。

1 研究地区与方法

调查地点涉及农村电网, 包括新疆奇台县、

吉木萨尔县、青河县、吐鲁番地区; 甘肃张掖、

武威; 四川的石渠县; 青海花石峡镇、玛多县、

曲麻莱县、治多县; 西藏那曲地区等的线路。

调查地区海拔- 100~ 5 300 m,自然条件恶劣。

猎隼( Falco cherrug )调查开始于 2001 年, 针对

西部电网电击猛禽的调查为 2004年至今。

利用定位装置 ( GPS) 对电线杆塔进行定

位,记录输电线路名称、杆号、类型、电压、走向

等; 通过结构类型, 辨别和分析杆塔是否对猛

禽造成危险,确定无危险杆塔(普通杆)与有危

险杆塔(耐张杆、转向杆、加强杆、门形杆等) ;

访问电力部门管理人员、巡线员,获取输电线路

设计、长度、杆塔数、跳闸与∀鸟害#情况等资料,

进行利害关系评价; 搜集和分析鸟的尸体、残

骸、羽毛、食团、遗留物、巢材等,借助鸟类工具

书鉴定鸟种, 并对死亡数量、死亡程度统计分

析。

2 结 果

2 1 死亡种类 调查并记录遭电击死亡的猛

禽 11种, 属于 2目 3科。根据 110 号尸体、羽

毛、残骸等鉴定, 确定死亡猛禽 79 只 (表 1)。

中国西部猛禽约有 54 种, 死亡种类至少占

20%。根据文献
[7, 8]
和实地调查, 其他被电死的

鸟类还有红嘴山鸦( Pyrrhocorax pyrrhocorax )、渡

鸦( Corvus corax )、喜鹊( Pica pica)、苍鹭( Ardea

cinerea)、黑鹳( Ciconia nigra)、白鹳 ( C . ciconia )

等。

表 1 猛禽遭电击死亡名录( 2004~ 2008)

Table 1 The list of raptor by electrocution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08

种类 Species

地点 Place

青海

Qinghai

新疆

Xinjiang

四川

Sichuan

其他省区

Other province

数量(只)

Number

比例( % )

Percentage

鸢 Milvus migrans + 1 1 27

苍鹰 Accipi ter gentili s + + ( 2)

棕尾 Buteo ruf inus + ( 1)

大 B. hemilasius + + 69 87 34

胡兀鹫 Gypaetus barbatus + ( 1)

猎隼 Falco cherrug + 5 6 33

拟游隼 F. pelegrinoides + ( 1)

红脚隼 F. vespertinus + ( 1)

红隼 F. tinnunculus + + 1(+ 5) 1 27

雕 Bobo bubo + + 3(+ 1) 3 80

长耳 Asio otus + ( 1)

合计 Total 79 100

∀ + # 表示有电击记录; 括号内的数据来自文献。

∀ + # is raptor recorded in electrocut ion; The number of brackets is from references.

2 2 电击比率 调查线路多数为水泥杆,电压

10 kV线路 4条, 共计 58 km; 35 kV线路 2条,

共计 120 km; 共计杆塔 1 800余根。平均每千

米线路猛禽遭电击死亡数达 1 36 只(表 2) , 有

威胁的杆塔数占 11 31%。普通杆塔基本不对

鸟类构成威胁,有危险的杆塔包括耐张杆、转向

杆、过河(谷)杆、跨路杆、加强杆、门形杆等。根

据电路工程设计, 调查线路上平均每千米一个

加强杆或者耐张杆,依地势不同距离而异。

2 3 筑巢情况 调查得知,并不是每根杆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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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 10 kV输电线路上猛禽遭电击死亡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raptor by electrocution on 10 kV transmission lines

地点

Place

长度( km)

Length

杆塔数(根)

No. of pylons

电死数(只)

No. of birds

只 杆塔数( % )

Birds pylon

只 km

Birds km

青海花石峡Huashixia, Qinghai 16 256 24 9 38 1 50

青海玛多 Madoi, Qinghai 2 38 7 18 42 3 50

青海玛多 黑河 Madoi Heihe, Qinghai 18 219 27 12 33 1 50

四川石渠 Shiqu( Serxu) , Sichuan 22 未统计 21 未统计 0 95

合计 Total 58 ( 513) 79 ( 11 31) 1 36

括号内数据不包括石渠县的统计。The number of brackets is not including Shiqu.

会吸引猛禽筑巢,只有有横担的门形杆塔才是

危险的。统计发现鸟巢 44个,多筑巢于这种门

形杆塔, 平均每千米输电线路有鸟巢 0 37 个

(表 3)。可筑巢杆塔的比例高达 12 53%。西

部贫瘠,鸟巢材质的选择可谓包罗万象,如塑料

袋、枝条、破布、铁丝、铁片、汽车零件、牦牛毛

等
[9, 10]
。其中, 金属巢材是导致猛禽被电死的

因素之一。

表 3 在35 kV输电线路上猛禽筑巢情况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nidification of raptors on 35 kV transmission lines

地点

Place

长度

Length

( km)

杆塔数

No. of pylons

(根)

危险杆塔数

Danger pylons

(根)

鸟巢数

Nests

(个)

巢 杆塔数

Nests pylon

( % )

巢 km

Nest km

青海玛多 花石峡Madoi Huashixia, Qinghai 80 496 70 28 5 65 0 35

青海黄河源 玛多Huangheyuan Madoi ,Qinghai 40 230 21 16 6 96 0 40

合计 Total 120 726 91 44 6 06 0 37

3 讨 论

站高的习性导致猛禽最容易遭电击。调查

得知, 猛禽被电死的比例高达 1 36 只 km (表

2) ,有的杆塔下竟然找到 5只被电死的猛禽尸

体,造成某些地区猛禽绝迹。由于青藏高原地

势开阔、缺乏高大的树木和悬崖,线路杆塔恰好

为猛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栖息、筑巢和猎食平

台
[ 9]
,也加大了猛禽被电死的危险。例如,在杆

塔上筑巢时,所叼的金属物体引起短路,直接造

成死亡或线路断电; 起飞时, 猛禽展翅可能造

成相间短路或单相接地短路, 导致死亡和跳闸;

鸟类在杆塔上排便时, 粪便造成导线与塔体瞬

间短路; 猛禽在杆塔上进食时,猎物的血液、内

脏下落短接导线而导致放电事故
[ 11~ 13]

。此次

在青藏高原调查,大 是被电击死亡最多的猛

禽,占 87 34%(表 1)。

国家电网∀十一五#将投资上千亿元用于新

农村的电网建设和改造, 提高农村用电水平。

随着西部电网的大力发展, 鸟类遭电击的问题

日益突出, 既危害输电安全又造成鸟类死亡。

调查得知, 在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结构的杆塔

上,鸟类的筑巢及活动情况也有所不同。在 10

kV线路杆塔上, 猛禽遭电击死亡事件较多, 较

少发现筑巢情况。在 35 kV 线路杆塔上, 猛禽

喜欢在有横担的杆塔上筑巢或者停落, 可能遭

电击死亡。经过观察和分析, 大多数杆塔对猛

禽来说是安全的。通常单根普通杆对猛禽没有

危险; 耐张杆和转向杆(加强杆)会造成猛禽电

击死亡; 门形杆为猛禽筑巢提供了理想平台。

猛禽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遭电击死亡

对物种资源是巨大的损失。因此建议在电网安

全运行的前提下, 安装驱鸟部件、人工鸟巢、栖

息平台、绝缘防护装置等。同时,加快西部电网

改造,彻底改变传统的防鸟害方法,做到只防鸟

而不伤害鸟。与电力部门合作以达到电力安全

∃116∃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3卷



与鸟类保护相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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