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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施工技术在电力建设工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电力建设工程的进度与质量。近

年来, 对输电线路工程的质量要求比过去更加严格规范,而

电力行业的建筑施工部分是一项多工种、多专业的复杂的

系统工程,尤其是具有专业性强,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等

特点。这些都决定了现阶段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输电线路

施工技术, 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探讨电力工程输电线路施

工技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作用。

1电力工程输电线路施工的主要内容

电力工程输电线路的施工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基础工程、杆塔工程、架线工程以及输电线路检修。

通常所说的输电线路的基础是指埋在地下的杆塔部

分,此基础用来防止杆塔在外力作用下变形或倾倒,亦用以

防止杆塔在运行过程中下沉。输电线路运行的安全程度与

基础施工的质量密切相关。

输电线路的杆塔是输电线路中用以支撑输电线的支撑

物,其依据受力特点可以分为耐张犁和直线型。恰当地选择

杆塔, 可以有效保证输电线路建设的速度、节约相应的资

本、保障维修便利性和供电的可靠性,合理地选择杆塔的结

构和形式也因此成为了杆塔工程的重要环节。

输电线路工程的架线施工主要有:架线之前的准备、放

线导地线的连接、弛度的观测、附件安装以及紧线。架线施

工依据展放的方法可分为张力展放和拖地展放。输电线路

的检修是对输电线路的事故、故障进行的一系列应急处理,

是指针对巡视、检测、试验中发现的各种问题而进行的各种

工作,这些工作的目的在于消除缺陷、增强设备的完好性从

而预防各种事故。

2各部分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措施

2.1基础工程

输电线路基础工程施工质量决定着杆塔在工作中是否

会发生下沉、下陷或受到外力作用时是否会轻易发生变形

或倒塌。可以说,基础施工质量的好坏,与高压输电线路能否

安全运行有密切关系。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土质地层的差

异很大,因此,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选用不同的施工型式。

此外,在现场施工中,应采用必要的技术手段加以控制,

保证施工质量。例如,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浇制基础是高压

输电线路上常用的基础。其中转角塔由于上拔力较大,故宜

选用钢筋混凝基础,这种基础抗上拔力强,比较稳固。岩石基

础的施工,首先要对塔位周围岩石进行调查研究,看是否与

设计的情况有差异。如有很大差异应通知设计单位做出设

计变更。其次在岩石上打孔插筋灌注砂浆、浇制承台。岩石

基础的开挖均应保证岩石结构的整体性不受破坏, 锚筋安

装尺寸位置应反复核对,正确无误后固定浇灌,并按现场浇

制混凝土的要求养护。

2.2杆塔工程

输电线路杆塔按受力特点可分为直线和耐张型。杆塔

选择是否适当对于送电线路建设速度和经济性供电可靠性

以及维修的方便性等影响都很大。合理选择杆塔型式、结

构,是杆塔工程重要的一环。平地、丘陵及便于运输和施工

的地区。应优先采用钢筋混凝土杆和预应力混凝土杆。考虑

运输和施工的实际困难。出线走廊受限制的地区、大跨越或

重直档距大时,可采用铁塔。杆塔组立是高压输电线路施工

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目前我国在 110kV输电线路杆塔组立

方式,主要有整体组立分解组立。影响杆塔强度的因素主要

有制选杆塔所用的材料, 杆塔的受力形式及杆塔的结构形

式。输电线路在长期的运行中。杆塔作为导线和避雷线的支

持物。必须能承受一定的荷载,且其变形必须在一定允许的

范围之内,即杆塔必须满足一定的强度和刚度要求。

2.3架线工程

输电线路工程其架线施工包括架线前的准备工作、放

线导地线连接、弛度观测、紧线及附件安装。架线施工,从展

放方法来讲,分为拖地展放、张力展放。拖地展放线盘处不

需制动,线拖在地面行进的方法,此法不用专用设备,比较简

单,但导线的磨损较为严重,劳动效率低,放线需大量的人工,

在放线质量难保证。张力放线,即使用牵张机械使导地线始

终保持一定的张力, 保持对交叉物始终有一定安全距离的

展放方法。它能保证导地线展放质量,效率较高,但机械笨重

和费用昂贵。张力放线导线等均不落地,因而有效地防止了

线材磨损,提高了施工质量。

对放线滑车轮径的选择,滑车的轮径偏大些好,这样磨

损系数小,导线在该处所受的弯曲应力也较小,但过大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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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围绕着电力工程输电线路施工,首先介绍了电力工程输电线路施工的主要施工内容,在此基础上针对针

对施工内容,具体分析了其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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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量,一般以不小于 10倍导线的直径为佳。轮槽的槽径

与导线直径应匹配,小导线影响不大,对于大导线或大压档

处,应特别强调要做到这一点,否则导线会被挤伤或压偏,对

LGJ-240以上大导线或压接管过滑车处, 用小轮径滑轮不

能满足要求时,可用双轮放线滑车,将滑车包络角减小一半。

放线过程中,要仔细检查导线,不得有金钩、磨损、断股

情况。如单股损伤不超过直径的一半,钢心铝线和其它导线

不超过导电部分的 5%,可将棱角、毛刺修光处理。在一个补

修金具的有效长度内, 当钢心铝线出现钢心断股或铝部分

损伤面积超过 25%,单金属绞线损伤面积超过 25%,连续损

伤虽在允许修补范围之内, 而损伤长度已超过一个补金具

所能补修的长度,或金钩、破股已使钢心或内层线股形成无

法修复的永久变形者,都须切断重接。导线在连接前应检查

两端线头的扭绞方向、规格是否相同,不同方向扭绞、不同

规格的线,禁止在档中连接,连接按操作工艺进行。

输电线路紧线工作需在基础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值的

100%,杆塔结构组装完整,螺栓已紧固的情况下进行,在耐

张塔受张力方向的反侧,必须打好临时拉线,以防止杆塔受

力过大或塔身变形、横担产生位移,影响弛度观测。临时拉

线与地面夹角一般不宜大于 45°,其所能平的张力值,应符

合设计规定。

在安装曲线的计算过程中, 其应力是通过状态求取的,

而状态中只考虑了弹性变形, 实际上金属绞线并非完全弹

性体,在张力作用下产生弹性伸长外,还将产生塑性伸长和

蠕变伸长,这两部分伸长是永久性变形,统称为塑蠕伸长,工

程称之为初伸长。补偿初伸长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安装紧

线时适当减小弧垂,则待初伸长伸展出来后,弧垂增大而恰

达到设计弧垂。输电线路一般采用恒定降温法进行初伸长

补偿。采用减小弧垂法或恒定降温法进行初伸长补偿,其实

质都是安装紧线的弧垂。

在施工紧线过程中, 导线在悬垂线夹处用滑车悬挂进

行弧垂观测时, 各档观测弧垂都是按滑车处无摩擦力计算

的。架线安装完毕后经常出现档间或线间弧垂不一致,以及

悬垂绝缘子串偏离中垂位置的现象。当这种偏差超过施工

验收过程中允许值时,就需对导线弧垂进行调整,导线、避雷

线的弧垂误差应不大于 +5~2.5%, 但正误差最大不大于

500mm。

2.4线路检修施工

输电线路检修施工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输电线路由于受到天气等外力影响,比如地震、雪灾、

冰雹、台风等大的外力作用导致输电线器具破坏、送电线塔

倒塌、绝缘串脱落等一系列情况, 此时输电线出现跳闸情

况。调度员必须做好故障及事故的应急处理措施, 及时巡

查、检修。为保证线路安全开展必须准确的故障诊断类型及

时做好记录,在了解故障原因、地点、故障类型等等的基本

情况及沿线情况后,及时提出解决措施,如果是一些小的故

障,则巡视人员可自带小工具或材料及时消除小缺陷,使设

备正常运行,若故障较大,巡视人员应根据情况向相关技术

人员及领导汇报故障情况、设备损坏程度等情况,由他们制

定抢修方案, 抢修过程必须在 50min内及时有效的对故障

点进行检修,由相关技术人员准备的抢修工具及材料,必须

保证与原来所用的材料、工具保持一致,避免因工具不符合

要求而耽误抢修, 抢修过程中可征得同意暂时不办工作票,

等事故处理后再补办相关的工作票。另外,在检修施工工作

结束后应该确定检修所使用的工具从杆塔上撤下来, 保证

在通电前线路上无杂物,这时才可以撤去接地线,合闸通电。

3结束语

输电线路施工技术应用大大节约了劳动成本, 提高了

施工工作效率,减少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规范的施工措施

也必将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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