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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随着供电负荷急剧攀升，保障电力可靠供应越来越重要，其中，输电线路作为电网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安全运

行、降低跳闸率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提升输电线路运维质量需要从根本源头出发，提高线路巡视质量能将线路隐患和缺陷

扼杀在萌芽状态。本篇文章主要对线路巡视质量，保障了输电线路的稳定安全运行出现的问题以及措施进行简单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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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power supply load, it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reliable power 

suppl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wer grid, whether the transmission line can operate safely and reduce the trip rat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t pres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ransmission lin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fundamental sourc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ne inspection can nip the hidden dangers and defects in the bud. This article mainly expounds the 

problems and measures of line inspection quality and ensuring the stable and safe operation of transmission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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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路巡视质量管理创新的背景 

进入新时期，为深入贯彻落实"一体四翼”发展布局， 

构建具备“信息全面整合、模型标准规范、内外高效交互、

全景实时监控、问题快速处置、分级专业管控”输电全景

智能管控集群，实现输电全业务场景线上运行，提升线路

风险自主预警和智能处置辅助能力，推动线路运检工作方

式和管理模式变革已成为保障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的

主要方向。 

2 巡视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输电全景业务开展过程中，线路巡视质量的好坏至

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后续输电运维检修工作是否能高质量

进行。从本质上来讲，只有严把线路巡视质量关，线路安

全稳定运行才具有可靠的保障。目前，在日常线路巡视质

量的管控中存在以下问题： 

2.1 线路运行状态缺少实时管控手段 

隐患、缺陷、巡视管理数据主要依靠人工整理，存在

效率低、闭环管控不及时等问题。巡视到位率、巡视频次、

巡视方式等没有具体体现。由于不具备线路巡视巡视总览

的可视化，无法给出合理的巡视计划和有针对性加强巡视

方案，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浪费。 

2.2 巡视缺少杆塔专项台账 

特巡（专项巡视）无法做到全面精准开展，容易造成

线路安全隐患。例如：当鸟害区杆塔特巡，由于没有完整

的鸟害专项杆塔台账，靠凭班组记忆，在巡视时容易遗忘

某基鸟害杆塔未及时发现隐患而引起线路跳闸事故。 

2.3 巡视没有做到数字化统计管理 

班组提交的周报、月报、季报人工书写，存在巡视数

据引用过往内容，形式化比较严重。班员绩效考核主要依

靠主观评判，缺少客观数据支撑。未能充分体现工资靠挣、

业绩靠干的价值导向，员工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 

3 线路巡视质量管理提升的主要做法 

3.1 提出线路巡视展示管理 

线路巡视表数据来源于班组日常巡视采集和应用。由

全景平台系统派发工单，通过移动巡检录入巡视计划、下

发巡视任务、巡视登记、缺陷登记、隐患登记、隐患管理、

缺陷管理等。在这系列运维数据产生后，如何高效应用和

转化呢？线路巡视展示表应时而生！在线路巡视展示表中，

让管理做到了可视化与数字化。如下表 1： 

表 1 为线路巡视情况，在表中可看到对应线路的杆塔

总基数、巡视到位情况、对应杆塔号巡视次数等。通过数

据展示表，可以很直观的看出： 

（1）电压等级、线路名称、该线路杆塔总基数、详

细杆塔号等基本信息。建立杆塔基础信息可视化。 

（2）颜色和次数醒目标注提醒。本月该杆塔到位具

体巡视次数，如 

某杆塔巡视次数当月达 28 次，经详细信息显示，该

杆塔点为外破点，固本外破点的巡视次数在可控范围内，

几乎做到每日一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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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巡视到位次数、到位点，可以有针对性、

科学性、合理性的安排巡视任务，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和减

少巡视次数，使得线路运行状态属于可控范围之内。 

表 1 为线路巡视实现的管理部分功能，已应用于全景

平台和班组日常运维中。为使得线路巡视展示表数字化深

入应用，需加入更多班组运维参数信息，丰富完善线路巡

视理念。管理创新如下： 

（1）多来源巡视统一展示。人工巡视（到位巡视）、

车巡（状态巡视）、机巡（无人机精飞巡视）。在巡视展示

表中，差异化巡视方式进行展示。 

（2）纵横交互数据比对。横向杆塔巡视详情，巡视

方式，纵向月份巡视比对。通过每月线路巡视情况，总结

线路特点属性规律。 

3.2 建立杆塔属性专项台账 

线路存在的隐患和周边环境以及季节气候息息相关。

掌握线路杆塔属性的详细信息，就能做到精准巡视和防控。 

杆塔台账主要由杆塔基础台账和杆塔属性专项台账

组成。基础台账包含线路名称、电压等级、杆塔号、塔型、

呼高、全高、线路总长、线路类型、线路性质、投运日期

等。杆塔基础台账已具备，而在实际线路巡视过程中，杆

塔周边的环境等属性才是引起线路安全隐患的重要因素。

杆塔属性专项台账的建立，将为班组线路巡视提供数据支

撑，同时对线路运维起到了提质增效的作用。 

 

图 1  台账管理 

杆塔属性专项台账，主要对杆塔的隐患进行属性分类

标记。外破、雷害区、鸟害区、树竹生长区、山火区、坟

区、鱼塘区、大棚区、三跨区、山区、污区、汛区、覆冰

区、薄弱区（水土流失）、采空区等。根据精准的专项台账，

开展线路专项巡视，并可以在巡视过程中，对杆塔属性隐患

等级进行定级（潜在、一般、严重、危急），将隐患详情通

过移动巡检进行评估和上报。通过杆塔属性专项台账的管理

表 1  线路巡视展示管理 

当月巡视 1 次白色；巡视 2 次黄色，巡视 3次绿色，巡视 4 次及以上红色；巡视次数在杆塔号显示具体次数，巡视 0 次则为空。 

GuitongX 86 基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021 022 023 024 025 

1 1 1 1 3 2 2 1 1 1 1 1 1 1 1 1 4 3 1 1 1 1 1 1 5 

026 027 028 029 030 031 032 033 034 035 036 037 038 039 040 041 042 043 044 045 046 047 048 049 050 

3 6 1 1 1 1 1 1 1 1 1 1 46 8 8 1 1 9 8 1 1 1 1 3 1 

051 052 053 054 055 056 057 058 059 060 061 062 063 064 065 066 067 068 069 070 071 072 073 074 075 

4 2 4 3 3 3 1 1 7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76 077 078 079 080 081 082 083 084 085 086 

 1 1 1 1 1 1 8 1 1 1 1 

GuiyueⅠX 59 基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021 022 023 024 02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1 1 1 1 1 1 1 

026 027 028 029 030 031 032 033 034 035 036 037 038 039 040 041 042 043 044 045 046 047 048 049 050 

6 1 2 6 1 1 1 1 1 1 1 1 1 94 98 1 1 1 1 1 1 10 26 1 1 

051 052 053 054 055 056 057 058 059 

 4 1 1 1 1 1 1 1 1 

GuiyueⅡX 59 基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021 022 023 024 02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1 1 1 1 1 1 1 

026 027 028 029 030 031 032 033 034 035 036 037 038 039 040 041 042 043 044 045 046 047 048 049 050 

6 1 2 6 1 1 1 1 1 1 1 1 1 94 98 1 1 1 1 1 1 10 26 1 1 

051 052 053 054 055 056 057 058 059 

 4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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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现了班组巡视有依据，重点区域杆塔实现杆杆到位，

无遗漏，杜绝因漏巡而发生的线路隐患安全事故。 

3.3 实行班组及个人巡视情况一览表 

在线路巡视中，班组巡视情况如何？个人巡视情况如

何？巡视数据可视化显得尤为由为重要。在“先进班组”

和“优秀员工”评比中，巡视数据作为考核重要组成部分。

为调动班组线路巡视积极性，将线路巡视数据进行联动，

进行打分机制。倡导以业绩靠干，工资靠挣的方针。将线

路运维与个人绩效相挂钩，充分调动班组积极性，为个人

而努力、为团队而拼搏、为企业争一流而奋斗。 

为了落实管理改革，创新需从班组日常巡视实际业务

流程出发，再结合开发逻辑架构、业务、以及技术实现的

可行性。为充分体现线路巡视质量管理理念，此处选两个

流程设计的框架进行阐述。 

4 巡视管理业务流程设计 

 

图 2  巡视管理业务流程图 

运检专职根据线路巡视的周期要求及状态巡视等信

息制定或调整线路的巡视周期，单条线路的巡视周期可按

运维分段进行维护，也可按非连续杆塔进行周期维护，还

可以结合 GIS，按线路管辖区域分组进行巡视周期维护，

以支持状态巡视的特殊需要。 

运检专职依据巡视周期及状态巡视要求制定输电线

路的巡视计划，巡视计划由运检专职制定，超期的巡视任

务优先安排，巡视计划制定后发布给运维班组进行查阅。 

运检专职对制定的巡视计划进行滚动调整，如由于巡

视计划延期而进行的调整。巡视计划可随时进行调整，调

整后的巡视计划发布给运维班组进行查阅。 

运维班组长根据巡视计划及超期线路进行巡视任务

派工，超期的巡视任务优先安排，运维班组巡视负责人接

受巡视作业卡后进行线路巡视。 

巡视作业卡的主要内容包括：编制时间、编制人、线

路名称、巡视范围、计划巡视开始时间、计划巡视结束时

间、巡视班组、巡视负责人、巡视人员等。 

线路巡视时，巡视完成度以移动终端定点打卡的方式

进行登记。在巡视完成后，打卡记录和巡视完成度自动上

传至系统任务单中由输电运维班长审核。巡视过程中，巡

视派工可直接在移动终端上对巡视过程发现的缺陷、隐患

进行录入，由设备主人确认后登记系统。 

建立巡视作业卡时，自动搜索巡视范围内的现有隐患

点，自动对隐患点对应的隐患记录生成此次巡视的现场跟

踪记录，若巡视人员未完成隐患现场跟踪记录，则无法提

交巡视任务至运维班长。 

实现巡视记录查询统计、设备巡视超周期情况查询统计、

指定时间节点内巡视任务及巡视完成率统计、设备巡视周期

分析等，藉此分析设备的常规运行情况及重点巡视内容。 

5 缺陷管理流程 

 

图 3  缺陷管理流程图 

缺陷的发现途径主要包括巡视、检测、检修，班组人

员对发现的缺陷进行登记并进行初步定性。缺陷登记后需

上报给班组长进行确认； 

班组长对本班组发现的缺陷进行确认，可重新对缺陷

进行定性，并保留历史定性痕迹，便于后续跟踪，并将缺

陷上报给专职进行审核；运行专职收到班组上报的缺陷后，

对缺陷进行最终定性，并保留历史定性痕迹，便于后续跟

踪，定性数据不能随意修改。运行专职审核确认缺陷后，

若缺陷可处理，则将缺陷排入工作计划，否则将缺陷上报

巡视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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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运检室领导进行审核； 

专职上报的缺陷需上报运检室领导，若缺陷可处理，

则发送给运行专职进行消缺工作安排，否则将缺陷上报给

运维检修部审核；运检室上报的缺陷推送给运维检修部专

职，将可消缺的缺陷发送给运检室进行消缺工作安排； 

运行专职将审核后的缺陷排入工作计划，或直接将消

缺工作派发给检修班；检修班组接受专职派发的消缺任务

后，首先进行现场勘查等消缺准备工作，然后到现场执行

消缺任务； 

运维班组对消除的缺陷进行验收，若验收合格，结束

缺陷处理流程，否则将缺陷退回专职重新安排消缺。 

以上为流程设计理念，为确保落地的可行性。输电管

理中心与输电全景平台开发者某智能电网技术有限公司

进行深入交流沟通，携手合作一起完成线路巡视质量管理

的创新，保障了落地的可靠性。 

6 线路巡视质量管理提升的效果 

通过管理改革创新，线路巡视质量达到了本质的提高，

效果显著可观。具体表现如下： 

6.1 线路巡视质量明显提升 

线路巡视质量管理中，整体线路巡视到位率显著提升。

线路巡视质量的提升，从隐患和缺陷数据中也能充分体现

出来。隐患缺陷详细化、数字化。实现了流程审批状态可

视化，关联到相关负责人员，实现了处理结果跟踪、追溯、

驳回、反馈等闭环输电业务管理流程。人员线路巡视状态

可视化、属地化运维，在突发事件时，可在最短时间内安

排就近人员进行任务进行电力抢修。 

6.2 打造了“数字化班组” 

在线路巡视质量管理创新中，建立了数字化班组。供

电公司秉承国网公司“业务在线化、作业移动化、信息透

明化、支撑智能化”数字化班组建设理念，按照“数字驱

动、流程重塑、成效可见”的转型思路，推动班组由“作

业执行单元”向“价值创造单元”转变。数字化驱动业务

末端融合，促进全能所末端业务管理。通过分析基层供电

所的曰常业务，在各县市营销、运检、调控部全体行动起来，

通过责任到人、分片分区的方法，重点轮训，薄弱点督导、

优秀点推广，使专业系统应用更细致更数据化，提升了源头

业务数据生成效率和质量，促进了业务末端的精益管理。数

字化输电线路的建设，有助于实现输电管理的数字化管理与

运营，提高数字化自身的内核，有助于信息化在输电线路工

作中的灵活应用，这将有效的提高输电线路自身的驱动业务，

帮助建立一套有助于输电化今后工作的管理体系。 

6.3 经济效益得到提升 

输电管理中心深入应用线路巡视质量管控管理创新理

念，实施数字化管理手段，推进线路通道隐患治理，高质量

完成线路综合检修及缺陷消除工作抓细抓实绩效管理，用好

绩效“指挥棒”，全面提高班组线路巡视质量。2021 年，

实现了自公司成立以来的首次 220 千伏输电线路全年零跳

闸，公司是全省唯一实现 220千伏线路零跳闸的单位。在经

济效益效果显著提升，避免了因跳闸停电而造成数千万元经

济损失的发生。输变电线路的经济效益是管理者在管理阶段

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因此，将输变电线路运用中，可能会

出现的故障提前考虑，有效的对风险问题进行规避，实现输

变电线路的经济化与效益化，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7 结论 

国网江西鹰潭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管理中心提出新的

管理模式，利用现有输电全景智能管控平台资源，创建巡

视质量管控专题系统板块，主打数字化运维模式的板块构

建，将各个分散业务应用的数据资源集中在一起，形成统

一的数据资源池，为集中、高效的数据分析提供 了可能，

推动了企业数据架构由以前应用为中心的模式，向分析为

中心的模式转变，提高输电运检管理总体质量。数字化的

运用能够提高输电总体的运行效果，提高输变电公司整体

质量与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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