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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电线路运维检修技术存在的问题分析和解决对策探讨 

柳 云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银川供电公司，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在当前的供电系统中，配电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受到了外部的干扰，还是质量的问题，都会对配电系统的

正常运转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在配电网的日常运行和检修中，必须采用科学的手段，对其进行检测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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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power supply system,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a crucial link. Whether it is affected by external interference 

or quality problems, it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Therefore, in the dail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scientific means must be adopted to detect and mainta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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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电线路运维检修的含义 

配电线路维护检修是电力线路的安装、运行、维护、

检修等综合技术的简称，它是电力线路运行中的一项重要

技术。主要内容有电缆安装技术、电缆验收技术、电缆日

常运行维护技术、运行状态检修、事故调查、案例分析等。

配电线路维护与维护是保证电网正常运营的关键，它可以

有效地减少电网的安全事故，提高供电可靠性，满足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同时，对配电线路进行维护和检修，

可以达到防患于未然、将损耗降至最低、节省运行费用、

提高供电企业运行效益的目的。 

2 配电线路运维检修的问题分析 

2.1 外部环境 

设备和线路的外部环境比较复杂，会导致配电系统出

现故障。比如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配电线路经常会被刮

倒，树木被挤压，从而造成电力系统的故障。此外，局部

突发事故还会造成配电线路故障，造成配电系统无法正常

工作，造成维修工作的困难。例如，不慎将风筝缠绕在

220 KV 电线上，导致断电等情形。由于电力系统运行维

护部门无法准确地预测此类事故的发生，因而，必须提高

工作人员的应急响应能力，以便及时地解决这些事故。 

2.2 人为因素 

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对维护保养造成极大的

影响，导致配电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一些人为了节约成本，

选择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另外，220 KV 的线路是铜线，

一些不法人员会将其偷走，进行倒卖，对电力系统的正常

运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3 配电设备管理方面 

在配电网运行维护和检修工作中，对配电线路数据的

认识不到位，造成了一些地方缺少相关数据和样本。由于

缺少正确的操作指南，导致维护人员缺少可参照的准则和

规章，在日常维护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漏检、误检、重检等

问题。此外，由于缺乏相应的图纸和资料，当线路设备发

生故障时，不能使相关人员对事故的发生和发生的原因进

行全面的了解，从而造成线路故障的长期存在对电力系统

的供电造成不利的影响。 

2.4 运维检测人员综合素质方面 

一些运维人员对维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及时有

效地解决，对维修问题的处理不到位，致使问题经常发生。

也有可能是因为维修的时候，因为疏忽，导致了一些表面

的问题，而忽略了根源，造成了事故的隐患。 

3 加强配电线路运维检测技术和措施 

3.1 加强配电线路运维检修的要求 

配电线路维护维修工作是从设备的基础上进行的，它

可以根据线路的运行模式、原因、配电线路的数据来进行

科学的分析，从而实现正确的维护，从而达到维护的全面

性和系统性，从而为维护的工作提供一种有效的执行策略。 

3.2 减少外界环境的影响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的根本，而当

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主要是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恶

劣的外界环境和各种气候变化必然会对电力系统的运行

产生不利的影响。如在东南沿海易发生台风的区域，应加

强线路的稳定性，防止因大风造成线路损坏。并配有高质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M75&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水电科技·2022 第5卷 第7期 

Hydroelectric Science & Technology.2022,5(7)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15 

量的防雷设备，增强电线的抗雷性。 

3.3 改进技术层面的不足 

技术上，我们要引进新的技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

解决这些问题，分析出问题的根源。为后续配网设备的正

确技术指引和思路；同时，还应重视信息化建设，充分利

用已有的网络资源，对数据库进行信息的补充，确保数据

的正确性和正确性，加强线路设备状态的正确性，避免设

备故障对电网的正常运转造成影响。 

3.4 建立系统的配电线路管理制度 

在电力系统的维护和维护中，要制定一套完整的、标

准化的管理体系，并将这些管理体系和后续的管理问题进

行统计，通过维修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电力系统的运

行效率，减少危险的发生，从而达到真实、科学的提高生

产工作的安全性。同时也可以减少危险，确保生产的安全。

有关人员、技术人员要将配电线路的资料等资料收集起来，

并完整保存，一旦发现有问题，就能迅速、高效地发现问

题的根源，并针对问题进行排查和处理。 

3.5 减少设备的故障跳闸率 

为了防止小动物在室外攀爬造成的放电，还要在室外

设备的外露部位安装绝缘套管，同时还要在引线和跳线上

加绝缘，以改善设备的工作环境。同时，通过加高基础，

在杆身四周贴上反光膜，可以有效地防止野兽攀爬造成的

短路。 

3.6 进行线路保护分级配置 

新投入运行的配电网络，其分段开关必须在安装前进

行 CT 短路线圈的断开和拆卸，而在已投入运行的配电网

络中，其分支开关的数据也要采集，以判断 CT 变比的合

理性，并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另外，当总线负载超

过 50%的时候，就必须要取消分支保护，这样才能在发生

故障的时候，将对使用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4 带电进出 220KV线路方法分析 

4.1 带电作业安全距离计算 

按照 GB50064-2014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

绝缘配合》，对 220 KV 的线路过电压进行了分析，得出了

220 KV 的合闸和重合闸过电压不大于 3.0 P。介绍了《交

流线路带电作业安全距离计算方法》在带电作业中的应用

情况，并结合 GB/T19185-2008 的规定，确定了带电作业

的安全距离。 

（1）线路相地 2%统计操作过电压倍数：ke=3.0； 

相 间 统 计 过 电 压 倍 数 ：

kp=1.33ke+0.4=1.33×3+0.4=4.39； 

（2）作业位置的统计过电压 U2%： 

相—地 U2%=keUm =3.0×252×  =617.27（kV） 

相—相 U2%=kpUm =4.39×252× =903.27（kV） 

（3）绝缘间隙的统计耐受电压 U90%： 

相—地 U90%=ksU2%=1.1×617.27=678.99（kV） 

相—相 U90%=ksU2%=1.1×903.27=993.6（kV） 

（4）最小电气安全距离： 

相—地 DU=1.839 （m） 

相—相 DU=2.335 （m） 

（5）最小安全距离： 

D=DU+DE（m） 

结合作业实际情况，DE 取值 0.3 m。 

相—地 D≈2.14 （m） 

相—相 D≈2.64 （m） 

（6）最小组合间隙： 

S=kfDU+F（m） 

在此，中间电位导线的影响因子 kf 是反映间隙放电

性能的重要指标，它的基准数值在 1.0～1.2 之间，在充

分考虑安全性的情况下，kf 的最大值为 1.2。中间电位导

线占位长度 F 的取值应根据工作人员的身形、姿势、工

具形式、等电位进入方式等条件而定，其参考值为 0.2～

1.0m，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安全因素，F 值为

0.3 m。 

相—地 S=1.2×1.839+0.3≈2.51（m） 

相—相 S=1.2×2.335+0.3≈3.102（m） 

经过详细的计算，最小的相位安全间距为 2.14 米，

最小的相位间隔为 2.64 米；结合最小组合间距 2.51m，

比《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规定

的带电作业安全间距的规定要大得多。 

综上所述，确定作业位置处 220kV 输电线路带电作业

最小安全距离： 

相—地 2.14m；相—相：2.64 m；组合间隙：2.51 m。 

4.2 带电进出线路的途径和方法 

此次龙门架上进行带电作业，为确保在安装过程中有

充分的安全距离，必须计算、核实塔顶与导线之间的空气

间隙，确认是否符合带电出入条件，并决定等电位人员进、

出电位的方式和方法。 

220KV 输电线路的进、出电位有 5 种主要的进、出电

位方式：（1）沿着绝缘子串进；（2）绝缘斗臂小车进；（3）

吊篮进；（4）绝缘软梯进；（5）绝缘梯进。 

沿着绝缘子串：主要用于耐张塔机、绝缘子串长（组

合空隙符合规定）的操作，此项工程的组合空隙不符合规

定，不宜采用。 

绝缘斗臂车进场：主要用于杆塔高度较低、组合间隙

符合规定的作业，此项工程组合间隙不符合规定，绝缘斗

臂车耐压测试不符合 220 KV 电压等级，不能使用。 

吊篮入法：用于 500 kV 直线、耐张塔跳线悬挂式电

缆上的作业，因本次工作电压等级为 220 KV，且在龙门

架上作业，操作人员没有固定绳索，无法使用。 

绝缘软梯：梯头连接绝缘绳梯，梯头连接绝缘绳梯，

梯头连接绝缘绳梯，梯子的顶端与绝缘绳梯连接。等电工



水电科技·2022 第5卷 第7期 

Hydroelectric Science & Technology.2022,5(7) 

116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沿绝缘软梯垂直进入电场，杆塔直径为 3.75 米，高度为

2.1 米，满足作业安全要求。 

绝缘梯级入口法：在塔顶存在大量空隙时，适用于

220 KV 直塔及耐张塔子绝缘子串，在工作塔架上设置水

平梯长 L＞5000 mm，并将梯头吊在铁丝上，并用绝缘绳

系紧。 

通过上述分析，本次作业选择绝缘平梯进入，进出电

场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进出电场示意图 

4.3 带电接地短路装置安装 

当电线带电时，工作人员经绝缘梯子进入等电位，将

铝包带缠绕在电线上，用铝扎线将引线牢固地与双分线连

接，并将金属跟斗滑车吊在引线中，工人从电场中出来，

回到地面，上部安装完成。 

工作人员拉动金属跟斗滑车的内侧的绝缘提升绳，将

25mm
2
的软铜线与下端的连接在一起，然后调节绝缘定位

绳的长度，使其方向固定。 

当中间部件安装好后，操作人员穿上防护服，在安全

距离外（30 米）处拉下一段设备的绝缘缆绳，然后用中

间的金属滑轮驱动尾部测试导线（0.5mm2)，直到达到金

属滑轮的位置，才能稳定绝缘绳。试验结束后，用绝缘手

柄拆卸金属跟斗滑车，进行下一步的安装。 

5 结语 

在配电线路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此，对运行维护流程进行优化是确保电力系统运行的重

要环节。在输电线路维护和维修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技术

问题，同时也存在着线路故障的原因，文章就目前存在的

问题，从提高人才素质、应用先进技术、健全管理机制和

外部环境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配电线

路运维检修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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