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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输电线路施工是电力工程建设的重要项目，施工作业所面临的环境条件不同，所适应的技术方法也有所差异。尤其是

高塔组立是杆塔施工的重要内容，存在较大的施工难度，现场作业风险系数大，必须要提前综合现场条件做全面分析，科学

设计施工方案，预测施工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然后通过技术工艺的控制，来消除影响，达到与设计方案一致的施工效果，

为输电线路的高质量建设提供保障。本次总结了以往输电线路工程高塔组立施工的实践经验，并对施工技术做了更进一步的

分析，争取可以达到更好的施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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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mission lin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re different, and the technical methods are also different. In particular, the assembly of 

high tow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oles and towers. There are relatively large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nd high 

risk factors for site oper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site conditions in advance, scientifically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plan, and predict the problem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stage. Then, through the control of 

technical processes, the impact is elimina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consistent with the design plan is achieved, providing 

guarantee for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ransmission lines. This time, we summarize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high-tower 

assembly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for transmission line projects,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triving to achieve 

better construc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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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各项基础设施的处理效果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高塔组立作为杆塔项目的重要内容，其施

工质量如何，对输电线路的运行状态有着较大的影响。针对高塔组立施工技术的分析，首先要明确项目施工的特点以

及要求，在以往经验中总结问题，针对现场环境条件，制定科学可行的施工方案，有针对性采取措施，保证各道工序

可以规范执行，有效规避各种常见问题。 

1 设备设计方案与试验检测 

1.1 设备设计方案 

①滑轮组。包括起重滑轮组以及变幅滑轮组，起重滑轮组以走二走三适应性最强，将钢丝绳锚固在吊钩上，这样

更利于运行过程中的检查。而变幅滑轮组则是以走三走四更为适宜，钢丝绳是被锚固在摇臂端部。进行此种方式的设

计，摇臂端部的起重滑轮的数量与变幅滑轮一致，并且在吊钩位于最大幅度位置的情况下，两滑轮组之间的受力相等，

这样在结构设计以及零部件制造等方面具有更高的便利性，且所有滑轮全部应用的为滚动轴承
[1]
。 

②单臂起重量。要求单臂最大起重量必须要达到铁塔结构及安装施工标准，在最初设计阶段，可以先按照铁塔安

装施工中最大单次吊装重量的 1.3 倍计算，且不将起重钢丝绳、吊钩的重量以及控制绳拉力的垂直分量纳入计算。待

初步设计完毕后，应结合钢丝绳规格等参数做更加详细的核算确认。 

③吊钩运行幅度。设备设计时要求吊钩的最大工作幅度必须要满足铁塔结构以及安装工艺标准，并且在铁塔安装

阶段，所有构件在就位后均无需留绳提供辅助。 

④卷扬机。为保证高塔组立作业的安全性，杜绝受钢丝绳自重影响造成的摇臂自动合拢情况发生，需要在杆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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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卷扬机，桅杆上则需要安装自动调位装置。另外，铁塔主材商要设置两道腰环，为工件吊装、提升作业的执行提供

稳定性保障。 

⑤转动装置。可选择应用回转支承，在减速器同电动机间安装液力耦合器。安装的转动装置未设置制动机构，进

一步来减小启停时产生的冲击力。 

⑥驱动动力。以电力来提供驱动动力，起重卷扬机应用的为变频无级调速，调幅卷扬机等则是应用的线绕式电动

机，电气控制应用的是集中控制，且设置有力显示器以及超载保护装置
[2]
。 

⑦其他装置。在顶部需要安装光控航空警示装置，为航空安全运行提供支持。另外，杆塔采用的为钢管结构，可

以有效抵抗风荷载作用力，并且还可以减小设备自重。 

1.2 荷载组合与强度 

高塔组立施工阶段会对设备结构产生的荷载包括：①包括起升荷载、动荷载以及离心力在内所组成的基本荷载；

②设备系统上产生作用的风荷载，以及约束作用下产生的荷载，为附加荷载；③设备在运行阶段，偶然存在的荷载，

例如极限大风何在与地震荷载等特殊荷载；④设备在安装、拆卸过程中受约束、自重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安装荷载。

进行设计时，是以最不利荷载作为基础设计工况，计算确定结构的构件强度以及整体稳定性。并且，在额定起重量的

情况下，设备高度越大，需要承受到的风荷载也就越大，基于此就需要按照最终高度进行设计，计算构件的强度的稳

定性，最后在根据实际荷载组合以及空间位置情况对稳定性、强度进行校核，完成各种辅助工器的配置
[3]
。 

1.3 卷扬机布置设计 

在变幅卷扬机以外，可以在地面集中安装其他卷扬机，降低维护管理的难度，

并且还可以降低设备自重，以及卷扬机可以作用于双制动器。选择集中方式来进行

电气控制，作用于 2台调幅卷扬机和起重卷扬机，预防在同一时间出现箱反运转的

情况。设计时可以将其分为井筒提升、起重、回转驱动、设备提升以及调幅几个组

分，降低操控难度
[4]
。除了回转驱动电机以外，其他卷扬机可以作用于电力显示器

和超载自停保护装置。 

1.4 设计方案试验检测 

设计方案检验完毕后，要对设备进行型式试验工作，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最特

殊、最危险的工况条件进行模拟。例如风荷载试验，要基于折算结果，采用静荷载

模拟方式，并对结构布局进行核算，预防超出结构所允许的最大荷载。在试验检测

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确认设备的应力应变状态，经过计算校核后确定测片的布点方

案。正常情况下，强度的检测，要选择简化、应力较大的位置检测，科学布置测点，

保证可以检测确定结构的综合应力情况。 

2 高塔组立施工安全措施 

2.1 超载保护处理 

将卷扬机安装到具有走轮的底板上，然后整体放置在轨道上，应用拉力传感器、V型拉棒来对其做锚固处理。在空

载状态下，卷扬机可以在轨道上移动，将卷扬机启动后，钢丝绳会带动卷扬机，拉力传感器进入到受力状态，通过屏

蔽线信号会被传输给数字显示器，显示相应的拉力数值。将该数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如果实际拉力值更大，则显示

器会自主发出声光报警型号，开关动作自动发生，应用控制回路会切断电源，卷扬机便会停止工作且进入锁定状态
[5]
。

然后由技术人员排查超载原因，处理完问题后解除卷扬机的锁定状态，便以反向的方式启动。 

2.2 视频监控系统 

输电线路高塔组立施工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在加上铁塔构件的安装复杂度较高，无法单纯的依靠语言来描述各

构件的就位途径，现场作业以及指挥的难度较大，因此难以维持较高的施工效率。视频监控系统的构建，则可以通过

视频监控技术来对构件安装过程进行全程动态监视，通过摄像头来获取施工信息。并且联合电子仿振技术，提高监视

画面的清晰度，清楚的掌握吊件位置、提升、组装以及就位状态，为现场指挥提供可靠支持。并且，通过视频监控系

统的应用，还可以实时掌握施工人员的情况，及时发现存在的不规范操作，第一时间指导其作出调整，以免留下施工

隐患。另外，监控系统所获得的画面信息，可以进行存储记录，为后期的施工管理甚至员工培训提供数据支持。 

图 1 高塔组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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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吊件状态检测 

检测掌握吊件的实时状态，对于提高现场指挥以及安装施工意义重大。回转部位安装角位移传感器，可以有效检

测回转角度。以及可以将位移传感器安装在卷扬机卷筒前位置，便于检测钢丝绳的收放量，并且与保护装置结合完成

吊件重量的检测，计算设备承受的力矩。当实际数值达到设计容许值的 90%以上时，系统会自动发出告警信号，以此来

提示施工和指挥人员注意。待实际数值达到设计容许值后，切断增加力矩的卷扬机电源，卷扬机会进入到待机状态，

然后及时进行调整即可，确保安装作业执行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3 结束语 

输电线路高塔组立施工项目综合性与复杂性较高，对施工技术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不仅需要提前结合实际条件

做设备设计，还需要进行试验检测，确定设备构件设计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为后续安装施工提供有利条件。为达到预

期的施工效果，必须要重视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强调工作人员综合能力的提升，具备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保证

施工作业的规范性与专业性，确保完全满足工程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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