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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超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的全面铺开，防污闪工作变得十分重要。电力系

统污区分布图是输变电设备外绝缘配置及电网防污闪工作的基础，作为新建、改

（扩）建输变电工程的外绝缘设计依据及电网运行设备的外绝缘改造依据，污区

分布图在电力系统防污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家电网公司在 2006年年底分别发布了《电力系统污区分级与外绝缘选择

标准》（Q/GDW152—2006）、《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绘制规则》（国家电网生

〔2006〕1226号）、“国家电网公司《电力系统污区分级与外绝缘选择标准》实

施意见”（国家电网生〔2006〕1203号）。根据国家电网公司新要求，国网甘肃

省电力公司先后在 2007年、2011年绘制了两版甘肃省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2015

年，甘肃省电力公司又根据 2011—2013年期间污秽度测量数据及污源变化数据

完成了 2014年污区分布图的绘制工作。

根据《电力系统污区分级与外绝缘选择标准》要求，2015年国网运检部提

出再次修订污区分布图。甘肃公司落实国网公司工作要求，公司各级领导高度重

视，成立了以省电力科学研究院牵头的污区分布图修订工作小组，各供电公司与

电力科学研究院一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确保了本次污区分布图修订工

作的圆满完成。

甘肃省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到目前为止已经历了 4次绘制及修订，主要情况

如下：

2003年，甘肃省完成了对甘肃省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的第一次修编；

2007年，随着国网公司企业标准的颁布和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绘制规则的

出台，甘肃省完成了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的第二次修编；

2011年，完成了甘肃省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的第三次修编；

本次为甘肃省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的第四次修编，修编工作由国网甘肃电力

科学研究院负责完成，由于污区等级划分的决定性因素众多，部分基础数据还不

够细致完善，污区等级划分难免有不当之处，希望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多提宝贵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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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1.污区分布图修订依据的文件和标准

2014年甘肃省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修订的依据及参考的文件和标准包括：

（1）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电力系统污区分级与外绝缘选择标准》

（Q/GDW152—2006）

（2）电力行业标准《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绘制方法》（DL/T 374—2011）

（3）国网公司《关于开展污区分布图修订及交直流污秽测试工作的通知》

（国网公司运检二〔2014〕105号）

2.甘肃地区气象与环境特点

2.1甘肃省地理概况

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省境东接陕西，南连四川，

西邻青海、新疆，北靠内蒙古、宁夏，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清置甘肃省，

以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两地首字得省名。省境大多位于陇山（六盘

山）之西，故简称陇。

甘肃省位于东经 93°13′至 108°46′，北纬 32°31′至 42°57′，东西长 1655km，

南北最宽处 530km，最窄处 25km，总面积 45.4万 km2。甘肃省处在黄土高原、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汇合处及西秦岭山脉边缘，是一个山地型高原，主要山地

都呈西北—东南走向，海拔在 1000m以上。

甘肃是全国唯一包含三大高原，三大自然区，两大内外流域，内外流域分界

线和南北分界线的地区。因而，地貌复杂多样，气候类型全面。

本省复杂的地貌形态，大致可分为各具特色的六大地形区域。即陇南山地、

陇中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地和河西走廊以北地带。

甘肃是个多山的省，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最主要的山脉首推祁连山、乌

鞘岭、六盘山，其次诸如阿尔金山、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西倾山、子午岭

山等，多数山脉属西北—东南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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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甘肃省海拔及水系分布图

2.2甘肃省地形地貌及自然概况

甘肃全境以高原山地为主，根据地貌特征及其构造原因，全省地形大致可分

7个区域。

（1）陇南山地位于本省南部，甘南高原以东，渭河以南。区内山峦重迭，

峰锐坡陡，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整个地势西高东低，在峡谷峭壁中，瀑布急流多

处可见。洮河与白龙江之间的迭山、岷山大致是由西北向东南走向，是区内最高

险峻的山脉。区内大部为石多土少的土面山地，森林植被分布不均，降水量大，

但多暴雨，流失多。

（2）陇东黄土高原在我省部分以六盘山为界，以东为陇东高原，以西为陇

西高原。陇东高原黄土深厚，地势相对比较完整平坦，有著名的董志塬、早胜源

等。

（3）陇西黄土高原（也称陇中黄土高原）地形多沟壑、梁峁、丘陵为主。

由于六盘山南北走向，阻挡了东来的湿润空气，使陇西降水少，多为干旱、半干

旱气候。黄河大致自西南向东北穿过本区，形成盆地、峡谷相间排列的地形。

（4）甘南高原位于本省西南隅，属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大部分地区海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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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000m，黄河流经西南角，白龙江、洮河和大夏河均发源于这里。气候寒冷

湿润，生长季较短，但牧草丰茂。

（5）祁连山地位于河西走廊之南，甘青两省交界处，大部海拔 3500m以上，

许多地区终年积雪，发育着现代冰川，是河西走廊的“高山水库”。

（6）河西走廊平原位于祁连山和北山之间，东起乌鞘岭，西止甘新边界。

地势东西狭长，由南向北倾斜，海拔 1000〜1500m；因走廊地势平坦，机耕条

件好，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丰富的高山冰雪资源和地下水资源，故是我省

主要的商品粮基地。

（7）北山山地位于河西走廊以北，包括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等。东西

长 1000余 km，海拔在 2000〜3400m，均系山势低矮的老年残山。因气候干燥

缺水，土质差，只能放牧少量牲畜。

图 2.2 甘肃省地貌类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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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甘肃省气象特征综述

3.3.1全省气候概况

甘肃深居西北内陆，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境内

山脉纵横交错，地形地貌十分复杂。甘肃省是远离海洋的省份之一，海洋温湿气

流不易到达，水汽含量少，成雨机会少，是形成甘肃省干旱少雨的气候因素，所

以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属大陆性很强的温带季风气候。但同时各地

气候差异大，东南部温湿，西北部冷干，从东南到西北几乎包括了从北亚热带

湿润区到高寒区、干旱区的各种气候类型。

甘肃省冬季寒冷漫长，春夏界线不分明，夏季短促，气温高，秋季降温快。

省内年平均气温在 0℃〜14.8℃间，各地海拔不同，气温差别较大，日照充足，

日温差大。全省各地年降水量在 40〜800mm，大致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河西走

廊年降水量大都在 200mm以下，其西部的敦煌站年降水仅为 42.2mm，是全省

降水最少的地方。陇东、跪南的东南部、甘南南部的部分地方年降水量在 600〜

800mm，为湿润地区，省内其他地方为半干旱地区。甘肃河东地区为雨养农业

区，既是气候变化敏感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带，由于黄土层厚，地下水资源比

较贫乏，可利用的水资源主要是空中水。空中水季节性强，年际变化率大。受季

风影响，甘肃省降水主要集中在 4〜9月，基本占全年降水量的 80%〜90%；7

〜8月降水量最多，气温最高。全省年均降水量 300 mm左右，不及全国的一半。

气象灾害占整个自然灾害的 88.5%，高出全国平均 18.5%。干旱出现频率高，是

最主要的自然灾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甘肃省电力系统污区分布图

第 5 页/ 127

3.3.2全省气候区划

本省自然条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气候类型十分复杂，大体可分为 8个类型。

（1）陇南南部河谷亚热带湿润区这是本省唯一的亚热带气候区，包括武都、

文县南部和康县东南部一小部分。年平均气温高于 14℃，年降雨量 45〜700mm，

无霜期 280天以上。

（2）陇南北部暖流温带湿润区包括陇南地区北部，天水市和舟曲县东南部。

年平均气温 8℃〜12℃，年降水量 500〜850mm，无霜期 220〜240天。

（3）陇中南部温带半湿润区包括平凉地区全部及庆阳、定西、临夏三地（州）

南部和天水市北部。年平均气温 8℃〜12℃，年降水量 500〜850mm，无霜期 180

〜220天。

（4）陇中北部温带半干旱、干旱过渡区包括白银市、兰州市大部及庆阳、

定西、临夏三地（州）北部，即陇中黄土高原北部。年平均气温 6℃〜9℃，年

降水量 200〜500mm，无霜期 160〜180 天。

（5）河西北部温带干旱区包括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区和金昌北部。年平

均气温 5℃〜8℃，年降水量 50〜200mm，无霜期 140〜160天。

（6）河西西部暖温带干旱区包括安西、敦煌两县市中部。年平均气温 8℃

〜10℃，年降水量不足 50mm，无霜期 160〜170天。

（7）河西南部高寒半干旱区包括河西走廊以南的省境所有高山山地和山间

盆地，即武威、张掖、酒泉和金昌市南部。年平均气温低于 4℃，年降水量 100

〜150mm，无霜期不到 140 天。

（8）甘南高寒湿润区包括省境西南部太子山—白石山—莲花山一线以南，

岷县及迭山东段、大峪沟、腊子口以西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大部。年平均气温 1℃

〜6℃，年降水量 500〜800mm，无霜期少于 1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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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日
期

陇
南

20
11

－
6

1－
29

35
7~
18

20
12

－
6

1－
25

35
7~
12

20
13

－
5

1－
1

35
7~

临
夏

20
11

－
17

1 －
29

37
7~
25

20
12

－
21

1 －
22

30
7~
5

20
13

－
17

1－
1

31
6~
9

金
昌

20
11

－
22

1－
16

33
8~
9

20
12

－
26

1－
21

30
8~
3

20
13

－
21

1－
3

32
7~
6

酒
泉

20
11

－
23

1 －
3

36
6~
14

20
12

－
25

1 －
22

34
8~
3

20
13

－
22

1－
2

34
7~
5

平
凉

20
11

－
14

1－
4

33
6~
7

20
12

－
17

1－
22

31
6~
22

20
13

－
13

1－
3

33
6~
28

天
水

20
11

－
10

1 －
30

35
7~
3

20
12

－
14

12
－
30

33
8~
8

20
13

－
9

1－
1

33
7~
6

武
威

20
11

－
20

1－
16

37
8~
9

20
12

－
22

1－
22

34
7~
5

20
13

－
20

1－
3

35
7~
6

张
掖

20
11

－
23

1 －
30

37
7~
16

20
12

－
27

1 －
22

35
8~
3

20
13

－
22

1－
4

35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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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甘肃各地区 2011/01—2013/11雨、雪日数
表 3.2 甘肃各地区（2011/01—2013/11）雨雪日数统计（单位：日）
兰

州

白

银

定

西

甘

南

金

昌

嘉

酒

陇

南

临

夏

平

凉

庆

阳

天

水

武

威

张

掖

雨日数 330 282 363 485 273 147 525 485 338 323 349 264 177
雪日数 67 54 95 183 89 46 51 111 77 70 65 77 57

3.4甘肃省环境污染特征综述

3.4.1全省工业污染基本状况概述

甘肃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根据环境检测报告指出，全省的污染主要为

大气污染。其中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是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而石

油、化工、有色冶炼等为主的工矿企业是全省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3.4.2全省环境污染物主要成份

根据检测分析，全省环境染污物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物

及自然降尘组成。

3.4.3污染区域分布的特点

由于甘肃省为东西长、南北窄的狭长地形，所以大气污染程度随地区工业的

布局而呈明显的差别。

陇中兰州、白银市主要为大型石油、化工、冶炼等重污染企业集结地，再加

上城市取暖生活用煤，废气排放量较大。特别是兰州市西固区集中着电厂、化工、

石化三类大型企业，是我省的重染污区。

河西地区的主要工业有大型有色金属、冶炼、钢厂、电厂等燃煤企业，废气

排放量较大。其中镍都金昌市污染较高，因此也成为我省重点关注的污染区。

陇南地区主要的工业是机械制造工业，近年来，由于采矿、冶炼等高污染企

业发展迅速，整个地区的污染变化较大，属于污染增长较快地区，成为我省重点

关注的污染区。陇东地区除有部分油田及地方工业以外，无明显的污染源，属于

污染较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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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地区因经济、交通等原因，主要为牧业区。加上气候湿润，全区境内无

明显的污染源，是我省可认为的清洁区。

3.4.4 2013年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概况

（1）全省空气质量概况

全省 14 个地级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有 10 个，占 71.4%；嘉峪关、

天水、平凉、庆阳、定西、武威、张掖、陇南、合作、临夏市空气质量为二级，

兰州、金昌、白银、酒泉市空气质量为三级。

表 3.3 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城 市 年 度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

空气质

量级别年均值
空气质

量级别
年均值

空气质

量级别
年均值

空气质

量级别

兰 州
2013 0.033 达标 0.035 达标 0.153 超二级 三级

2012 0.041 达标 0.039 达标 0.136 超二级 三级

嘉峪关
2013 0.03 达标 0.022 达标 0.093 达标 二级

2012 0.029 达标 0.017 达标 0.074 达标 二级

金 昌
2013 0.061 超二级 0.025 达标 0.103 超二级 三级

2012 0.058 达标 0.025 达标 0.094 达标 二级

白 银
2013 0.052 达标 0.027 达标 0.124 超二级 三级

2012 0.037 达标 0.026 达标 0.113 超二级 三级

天 水
2013 0.026 达标 0.027 达标 0.067 达标 二级

2012 0.026 达标 0.02 达标 0.059 达标 二级

武 威
2013 0.025 达标 0.025 达标 0.074 达标 二级

2012 0.024 达标 0.022 达标 0.065 达标 二级

张 掖
2013 0.024 达标 0.02 达标 0.088 达标 二级

2012 0.023 达标 0.013 达标 0.078 达标 二级

平 凉
2013 0.021 达标 0.031 达标 0.079 达标 二级

2012 0.021 达标 0.017 达标 0.072 达标 二级

酒 泉
2013 0.025 达标 0.027 达标 0.141 超二级 三级

2012 0.03 达标 0.029 达标 0.091 达标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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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年 度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
空气质

量级别年均值
空气质

量级别
年均值

空气质

量级别
年均值

空气质

量级别

庆 阳
2013 0.023 达标 0.017 达标 0.075 达标 二级

2012 0.022 达标 0.014 达标 0.073 达标 二级

定 西
2013 0.024 达标 0.025 达标 0.06 达标 二级

2012 0.027 达标 0.015 达标 0.057 达标 二级

陇 南
2013 0.014 达标 0.012 达标 0.067 达标 二级

2012 0.022 达标 0.021 达标 0.078 达标 二级

临 夏
2013 0.047 达标 0.04 达标 0.091 达标 二级

2012 0.046 达标 0.037 达标 0.096 达标 二级

甘 南
2013 0.01 达标 0.013 达标 0.065 达标 二级

2012 0.023 达标 0.018 达标 0.051 达标 二级

注：年均值按照年二级标准进行评价

与 2012 年相比，陇南、甘南地区污染综合指数有所下降，空气质量有所改

善；兰州、临夏市污染综合指数持平；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武威、张掖、

平凉、酒泉、庆阳、定西市污染综合指数有所上升，空气质量有所下降。

图 3.4 城市空气质量年际比较

（2）“两控区”城市二氧化硫污染情况

列入国家“二氧化硫控制区”的 4个城市中金昌市二氧化硫超过国家二级标

准，其他城市二氧化硫年均值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2012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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