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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红 孙雄 陶礼兵

摘要：浙江衢州位于浙江西部，与福建、江西、安徽三省相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水热资源丰沛，河流众多，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2023年9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研究室前往衢州调研鸟类与输电线路相关情况。据现场调研了

解，衢州市供电公司通过将市域范围内的鸟类故障区进行分区管理，践行“上堵下

引、线鸟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措施，成功令因鸟类行为

而产生的线网故障率逐年下降至不超过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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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地处浙江西部、金衢

盆地的西段，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区

域有着响当当历久不衰的名气，素有

“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在自

然地理位置上，浙江衢州与福建、江

西、安徽三省相连，且自唐代以来，

这里就已是江浙沪门户。其重要的地

理位置，一直是中国古代的兵家必争

之地。人文历史方面，衢州更以“东

南阙里、南孔圣地”闻名，城内至今

还保存有孔子后人于南宋时期迁来

安居的孔氏家庙。

由于衢州正处于“两山夹一盆”

的地理架构中、以及这里同临近金华

市一样，同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

丰沛的水热资源，让这一地区山地和

盆地相间，河流众多，全市森林覆盖

率达到70%以上。适宜的江南气候，

不仅让人类宜居，对野生鸟类无疑也

是一宜居之地。

2023年9月初，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

发会、绿会）研究室前往衢州调研鸟

类与输电线路相关情况。“伴随经济

发展所带来输电线路的成倍增长，野

生鸟类与电网的交集也日益增长，有

的甚至给安全输送电力造成很大障

碍”，据衢州市供电公司主网运维部

门称，在2000年以前，衢州电网中所

涉及的鸟类危害还不是很明显，2000

年之后这一现象加剧，电力部门于是

与 其 开 始 了 长 达 23年 的 “斗 智 斗

勇”。

判断主要危害鸟类，为线网安全分区

9月8日上午，项目调研人员分别

去了4个调研点，查看鸟情与输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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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安全防范措施。在柯城区双港街

道吕家村一带的航梅1753线、信崇

4P39号等电力铁塔附近，调研人员看

到电力铁塔周边小型湿地众多、不少

主要为留鸟的小型林鸟和体型稍大

的白鹭在铁塔上及四周活动，画面和

谐。

事实上，这些看似“零害”的中

小型鸟类，20年前也曾闯下不小的祸。

据运维人员介绍，2002年6月15日，

负责给常山县、开化县供电的2路

110kV输电线路，先是仅剩一路可供

电，但到了当天晚上凌晨2点时，仅

剩的这一路输电线路又跳闸了。供电

人员迅速采取了重合，但重合失败，

结果导致这一区域大面积停电3个多

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再次供电重

合成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

不可以想象”，衢州供电公司输电运

检中心称，第二天电力部门在出事故

的输电线塔附近，弄清楚了事故原因：

原来是有鸟儿在铁塔横担上筑巢，深

夜 亲 鸟 在 巢 内 的 活 动 触 发 了 跳

闸……

为避免类似事故，衢州市供电部

门曾采取过各种方法来解决输电线

路上的鸟类隐患。“我们尝试过用铝

片制作风筝，用于驱逐上塔鸟类；也

尝试用超音速的低频持续声响驱鸟，

但这种驱鸟设备因长时间有滋滋滋

的响声传出，对输电线网经过区域的

老百姓又造成了干扰；还尝试过在鸟

类爱停歇的电塔上悬挂红旗、喷涂油

漆，以及采用气味型驱鸟剂等，但时

间一长，便对鸟儿失去了恐吓、驱逐

的作用”，衢州电力运检公司介绍。

在衢州输电运检中心的劳模工作室，

还有着这一系列探索进化而来的防

鸟装置实物。

基于前期的踏查与研究，衢州市

供电公司将市域范围内的鸟类故障

区进行了分区管理，将衢州城区周边

地区和龙游地区周边地区，划为两处

I级鸟类故障频发区，这一区域正好

处于金衢盆地中心位置，少山多河流，

水田池塘密布；将地处丘陵地带的衢

江区、常山县和江山市区，划为三处

II级鸟类故障区；而将多处山区、森

林植被茂密、鸟类甚少对电力设施带

来不良影响的衢州其他区域，划为

III类鸟类故障区。

这张可时时动态更新的鸟情地

图，可以帮助各地的输电线网巡护员

做到心中有数，也为全市域的输配电

精准施策奠定了基础。

堵引结合，自创彩色封堵盒封住输电

安全隐患

“对当地电力输送能够造成实

质性隐患的，主要是两种鸟类行为，

一种是鸟窝型，一种是鸟粪性”，衢

州市供电公司称，虽然衢州市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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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多达310多种，但通过长期观察

并持续探求输电线路上鸟类障碍有

效防治措施的实践，他们目前已明确

锁定目标对象为当地一种常见候鸟

——黑领椋鸟，春季时容易上电网杆

塔筑巢。此外，小白鹭、池鹭、中白

鹭等鹭鸟，因为衢州湿地密布，食物

丰富，也特别爱飞上湿地附近的铁塔

歇脚，容易造成鸟粪式输电故障。

黑领椋鸟，当地人又叫做花八哥、

黑脖八哥或白头椋鸟。这种小型林鸟，

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在

浙江为季节性候鸟。它们经常栖息于

山脚平原、农田、灌木丛、荒地、草

坡等相对开阔地带，平时就喜欢在高

大树木上停歇，在当地出现大量高大

坚固的电力输电线塔后，也就频频飞

到输电铁塔上筑巢。因为经常跟这些

上电网杆塔的鸟类打交道，衢州电网

人对它们的习性非常了解：“它们搭

窝很快，快的时候，2小时就可以在

电力铁塔上完成一个窝”，“春天筑

巢时，鸟儿们也有亲戚朋友帮忙，能

看到几只鸟合力用嘴巴抬起一截残

枝，往铁塔上飞”，国网衢州供电公

司运检中心五级职员陶礼兵介绍。

从2007-2008年起，衢州市供电

公司主网运维部门受“生态防虫”

理念的启发，改变防治思路，开始对

电力杆塔上的野生鸟类防治，践行

“上堵下引、线鸟共存、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措施：

他们一方面对敏感电元器件上方的

鸟巢，进行封堵或拆除，一方面在电

力铁塔第二层或者远离敏感电元器

件的杆塔结构上架设人工鸟巢，主动

引导以黑领椋鸟为主的野生鸟类前

往安居。

在对有鸟类隐患的电力杆塔横

担进行封堵时，除了采用常规的防鸟

措施，衢州电力部门还自创了一种用

铝塑板制作而成的封堵盒。从外观上

看，这种封堵盒呈立体三角形或棱形，

一种类同积木的拼板，而且按照电力

系统的相色A黄、B绿、C红进行涂色，

以便于前期电力人员能够轻松携带

上塔安装，后期电网巡护中也更能快

速识别。在人工引鸟巢的搭建中，则

先后实验过三种类型的人工引鸟巢。

“一种是用木材制成的平房型

引鸟巢，另两种是以镀锌钢丝配合废

旧铝线编制而成的圆球形引鸟巢和

方框形引鸟巢，后来在放置应用中，

发现方框形引鸟巢更受椋鸟欢迎”，

衢州市供电公司介绍，自2007年以来，

已在市域范围内安装电力杆塔封堵

盒3000多个，在重点鸟患线路段放置

人工引鸟巢2000多个，其中540多个

引鸟巢成功被黑领椋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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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衢州市供电公司

图片来源：衢州市供电公司

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继续为椋鸟搭

建空中“安居房”

衢州电网将这种主动在隐患电

力铁塔上为鸟儿搭巢的行为，形象总

结为“给鸟儿搭建安居房”。

“要想它们顺利搬家，除了鸟窝

不能建在危险区域，也包括将它的新

窝要建得安全、用心”，“移巢时，

要小心对待鸟窝，尽量保持鸟巢的完

整性，如果有卵更得小心，不能胡乱、

粗糙地拆移”，衢州电网人经过观察

得知：黑领椋鸟在繁殖期，如果被细

心移巢，亲鸟仍会继续使用新巢，并

完成幼鸟哺育，而不是直接弃巢；非

繁殖期，如果一次移巢不成功，在同

一杆塔上多移几次，也会提升被利用

的成功率。

据衢州电力公司统计，自从采用

这种“上堵下引”的生态防治模式

之后，衢州市现有的3000多公里输电

线路、1万多基电力杆塔中，虽然有

20-30%的电力杆塔都存在鸟类行为

隐患，但实际上因鸟类行为而产生的

线网故障率却在逐年下降：2007年之

前，线网的鸟类故障率为年平均7次，

现在已下降到不超过1次/年。而在衢

州110kV线路上，2013年衢州电网共

安装了468个人工引鸟巢，其中引导

成功的有404个，引导成功率达到

86.32%，而这一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

至今已连续4年实现零鸟类障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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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基于衢州市供电公司在

电网鸟类防治中所取得的成绩，浙江

省电力公司工会特地将浙江省电力

公司劳模陶礼兵所在的“劳模工作

室”，命名为2020年度国网浙江省电

力 有 限 公 司 “精 善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

“每年的3月15日至9月15日，在

鸟类的繁殖季，我们的巡线压力都会

大增，除了各区县开展人工网格式巡

护，也会部分动用无人机参与线路巡

护，以确保电力供应万无一失”，衢

州市供电公司坦承，因为目前在衢州

地区对输电线路能够造成干扰的主

体野生鸟种没有变化，而封堵结合的

生态防治模式确实在实际应用中发

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对输电线路上的

鸟类干扰或防治，他们当前是在笃定

有序地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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