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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人们的生活模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电能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各种各样的用电设施进入家家户户，

提高了人们的用电需求，针对输变电项目是一大考验。由于远程输送电，损耗巨大，因此人们越来越注重怎样减少输送电过程形

成的能耗，开始在输变电项目中采用变压器，并顺利完成低损耗远程输电，而电压越大，输电损耗越低。对此，本文分析了输变

电施工场地的技术内容，以期使读者更好理解高压输变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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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逐渐增加了电能损耗，但

因为国内能源分配不平衡，经常要远程输电，为降低输电环

节的损耗，我国始终在持续深入探究。目前，我国在高压与

特高压输电线路领域已获得显著成效。在国家既有电网中，

高压输变电始终起到了巨大作用，还是整个电网的基础，为

确保电网持续可靠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输变电施工场地的技术要点介绍
1.1 电缆展放

现有的输变电线路电缆展放形式包括拖地展放和张力放

线。其中，拖地展放即不用制动展放线盘，将电缆直接拖于

地面使之随意推动，优点是方便操作，但是若处于地势凶险、

错综繁琐的地区，拖地展放方法极易引起电缆磨损而开裂；

张力放线不受地势条件限制，此处着重分析张力放线方式
[1]
。

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均普遍采取人工放线形式，但人工放线在

结束输电电缆敷设之后会出现很严重的电晕情况，以及形成

非常高强度的磁场，导致电缆外皮破损，引起十分危险的电

力故障。另外，人工放线缺乏精确测量，导致输电塔距离控

制不精准，而且受极端天气影响会引起输电塔倒塌的电力故

障。为防止人工放线引起的安全风险，目前我国一般采取张

力放线方法。该方法具有天然优势：①张力放线的整个流程

都处于悬空状态，免受地势干扰，既可以减小导线磨损几率，

还可以削减电晕情况。②张力放线大多依靠机械操作，既明

显提升了施工效率，降低了工作强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对附近环境的影响。张力放线的重要技术是两座输电塔间

要采取直升机和人工牵引方式架设钢丝引线，再借助展放机

配合引线，向所要架线的方位回收，令引线和牵引绳有效连

接，再敷设电缆。③张力架线可以同步完成多回路施工，并

有效保障每层导线不出现错位情况，还可以一次性完成。按

照各塔位导线悬点高度、档距等条件，计算获得导线张力放

线时的具体控制数值：放线段长度不能超出 8km；经过塔号

基数不能超出 20基；对地间距一般管控为 5 米；单条导线平

均管控张力 27kN，放线最低控制张力 29kN，单条导线最高牵

引力为 35kN。

张力架线方式的操作内容：先借助直升机亦或者人工方

式在两塔之间搭设好钢丝引线，再用卷扬机在张力场回收引

线，并衔接引线与牵引绳，然后用牵引机完成导线放线工作，

结合本地施工环境确定导线悬空程度，最后做好两塔间的架

设任务。

1.2 冷喷锌方法

就输变电施工而言，冷喷锌技术非常先进，其能有效维

护电力施工过程的金属薄膜，保障金属薄膜不被氧化和分解，

由于冷喷锌的技术重点是高密度高含量的金属锌，该种金属

锌出现的薄膜能够在金属（如铁、铝）表面出现一层防氧化

的防护膜。另外该种防氧化膜的密度较高，能促使金属凝聚，

大幅度缩减金属腐化范围，因此冷喷锌技术具有显著的抗腐

作用
[2]
。将冷喷锌技术引入输变电施工场地能够起到抗氧防

腐作用，延长金属应用周期，该技术采取的形式的冷喷，能

防止发热，由此下降施工危险性，还不会影响原有的施工设

备，防止了返工问题，因此采取冷喷锌技术能够节约成本投

入，针对企业经济利益而言十分有利。

1.3 变压器安置

变压是输变电项目的核心，若变压环节有问题，则一切

无从谈起，针对高压输变电项目要尤为注意变压安全与技术

要领，但我国已顺利研制高压变压器，并正式投入应用，尽

管历经艰难，但最终获取了良好成果。但变压器安置依旧要

引起高度重视，由于高压变压器体积庞大，而且零配件系统

十分精细，缺一不可，因此安装时想保证精准、严格性，就

必须派专业人士负责安装，针对高压变压器其关键工艺载体

是个整体，不能拆卸，因此无需设置内部细节配件，但值得

注意的是，安置变压器要分析运行环境，由专业人士判断与

选取安装方式
[3]
。而变压器中的有载调压器、冷却件、高压

管路与变压器油箱保护器等配件就要按照其特征标准安置。

因高压变压器体积庞大，因此运输安装时要先规划好，保证

运输安装的稳定性及安全性。

1.4 架线

输变电项目的架线工序非常重要，采取的操作顺序是张

力放线形式，紧线加固，地线和导线衔接，各配件安装等。

铺设输变电线路时，大都采取张力架线方式，主要原理是借

助张力设备管理地线张力状况。拉紧线路时，经常会出现悬

垂绝缘子偏离中垂位置，主要原因是因为测量弧垂时忽视了

滑车的摩擦力，需要再次计算摩擦力，并规范调整导线弧垂

程度
[4]
。铺设线路时导线与地线间的衔接质量直接影响输电

效果。导线与地线衔接能够使用液压钳，或是机械方式衔接。

若要更好管理架线质量，首先就要了解架线质量管理的基础

任务，即科学选取架线方法。由于为了更好体现架线技术优

势，削弱施工技术弱点，需要科学选取架线方法，使得架线

整体实施更为完善。而且，为降低其它输变电线路之间的摩

擦力，必须确定适宜的放线滑车大小，以减少损耗，大幅度

提高输变电项目稳固性。另外，拉线作业必须全面了解杆塔

受力状态，确保其干扰的受力能力处于允许范围，避免塔体

变形。

1.5 悬浮抱杆组立铁塔

1.抱杆组立。以倒落式的人字抱杆将抱杆统一组立的操

作方式需要适宜的地形环境。当地形环境不好时，就要借助

小型倒落式人字式抱杆统一组立于抱杆上段，接着采用抱杆

上段把铁塔组立到标准高度，再采取倒装提升方法，用相同

的方式在抱杆下方接装抱杆剩余各段直至完成。

2.塔腿吊装。通常采取一根吊装或是分片扳立两类方式

安置塔腿。选用的方法要按照塔腿重量、主材长度、现场条

件以及根开等因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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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抱杆上升。把铁塔组立并向上提高到指定高度后立即

拧紧螺栓，准备好塔材后就能提高抱杆。由于抱杆比较重，

需要 2套普通滑车组外搭配 1套平衡滑车组来共同提升机械

组，通过两道腰环与顶部落地拉线管理提升环节的抱杆。

4.曲臂吊装。选择采取分体吊装或是上下曲臂综合吊装

中何种方案一般按照抱杆承载水平与现场条件来确定
[5]
。而

一侧吊装和两边曲臂平衡吊装中确定方案需要按照施工现场

与操作者的娴熟度确定。

5.横担吊装。针对酒杯型塔，若抱杆承载水平、横担重

量与塔位现场条件合适能够采取分段分片式吊装方法。针对

猫头型塔，通过全面分析抱杆承载水平和线路方向铁塔前后

的侧现场平整度因素下，选择前后分片平衡吊装或是横担综

合吊装。

2、输变电施工管理内容
2.1 早期准备

施工者在了解施工技术的基础上，也要做足准备工作，

由于输变电项目的施工量多、施工困难，所以，完整的准备

工作非常重要。第一，全面、仔细分析和勘察待施工地区，

并掌握该地方的地形特征和地质条件，清楚记录。如果施工

区出现问题，立即报告，并提出解决措施，确保施工顺利进

行。第二，施工者要仔细勘探施工范围的岩石状况，了解其

特征与类型，对于不同种类的岩石实施相对应的技术方法，

可以保障工程质量，在把控施工成本的同时，提升施工效率

和效果
[6]
。第三，判定和分析各种岩石后，施工管理者能制

定更完善的施工方案，动工前组织反复试验，保证施工方案

的科学性，仔细排查各施工环节，减小安全事故出现的几率，

进而正式修建输变电项目。

2.2 安全控制

输变电施工环节要时刻留意工程质量及人员安全，根据

线路厚度、长度、方向和位置规范架设线路，期间认真检查

线路事故，定时检查所有电线，如果其损耗超过安全范围，

要立即断电，并调换电线，确保其损耗一直处于安全范围，

削减线路烧毁等问题。而且，监察者要定时查看高压变压器，

保证其稳定运行，如果有问题立刻排查并妥善处理，避免产

生安全隐患。比如，某供电企业在建设输变电项目时仔细排

查线路架设，不管是线路长度或者厚度，均要满足标准，并

定时查勘每根电线，保证其规格合格。而且，定时检查高压

变压器并保证其顺利运行，提高输变电建设质量。

2.2 杆塔及光缆质量

2.2.1 杆塔基础

杆塔属于架空线路的关键支撑点，其作用在输变电项目

中非常明显，直接影响线路敷设质量。杆塔施工环节要确保

杆塔基础稳固性，使杆塔遇到狂风暴雨等很强的外力冲击时

不会沉降和倾斜，若出现倾斜和沉降现象，则会引起线路混

乱，影响供电安全。输变电施工阶段经常会由于杆塔基础不

稳定，杆塔遇到风吹雨打而出现很大变形，维修困难，还会

浪费大量资源。既要保证杆塔基础稳固，也要合理挑选杆塔

材料，平底采用的杆塔能选择钢筋砼，但在地形复杂且交通

不便的地方，要采用铁塔，尤其是针对农田线路安装而言，

尽可能不采用拉线的直线型铁塔架设。

2.2.2 光缆质量

首先，做好光缆施工以前的准备任务，比如光缆设计、

原材料选择等，并仔细检查光缆各机械设备，确保所有设备

功能正常。其次，光缆施工过程必须保障输变电线路顺畅，

不受阻碍，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光缆被折损。再者，改善熔

接环境，提高配盘质量。最后，光缆熔接完成后要密封接头

盒，确保接头盒整洁、

2.3 电源配置

输变电施工环节少不了电源，施工单位会按照机械和设

备数量配置电源及电缆线，配置时能遵守如下原则：线路架

设要配置 5cm 以上的钢导体，而且每 8台输送机就要搭配一

个总控制箱，如此方可保障输送机运速运行，若电缆线架设

环境的温度差别明显，就会产生外皮或是绝缘层破损，另外，

若架设的环境温度太低，就需要对这类线路做好防护工作，

比如建立电缆设备棚，其中增设各种供暖设施来保证电缆温

度不会太低。

2.4 项目检修

建设输变电项目阶段，检修工作极为重要，因线路运行

过程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为保证输变电项目顺利供电，检

修者在巡查线路时及时掌握每根线路实际情况，如果出现突

发状况，立即积极应对，所以，项目操作环节检修者要注意

所有细节，并提出可行性方案应对突发情况。基于此，施工

之前要探测待施工线路当前并没有电压，从而获得相关部门

破准，方可正式施工。另外，施工全过程对金属棒和接地线

截面积均有严格要求，一般金属棒直径要超过 1cm，接地线

截面积也要大于 2.5cm，金属棒凿进地下之后，其地底深度

要超过 0.6mm，这样方可保障这类输变电项目质量。

2.5 机械设备

一方面，架线工作比较系统，需要使用大量机械设备，

例如电缆输送设备，主要作用是架设电缆，为提升架线质量，

设计时全面分析电缆外径长度、设备输送效率以及速率等因

素，确定合适的电缆输送机。另一方面，电气控制箱同样是

非常关键的设备，主要包含总控箱与分控箱，特别是针对总

控箱来说，要严格管控其数量，如果数量不足，容易降低电

压与输出功率，进而损坏电缆，影响输电质量；如果数量太

多，将提高控制难度，并且成本投入多，容易引起巨大浪费。

根据一般要求，输变电项目选择每 8台机器配备一个总控，

一台一个分控的形式。

2.6 引入新技术

输变电施工场地比较复杂，实际操作中各部门要积极协

调配合。但所有工作的开始时间会有技术标准要求，操作时

会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别而提前或推迟，若不进行良好的协调

交流，会导致各项任务时序无法及时衔接。将“互联网+”模

式引入施工现场，能够把工程进度时序数据提供给相关部门，

按照施工场地时序进度分配本部门任务，顺利完成输变电项

目现场工作衔接，提高输变电建设效率。

3、结束语
总之，随着电力行业的发展，高压输变电项目备受关注，

输变电水平和施工质量息息相关。为保障施工技术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工作人员要找出线路隐藏的问题，经改进施工技

术来提高整个输变电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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