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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问题与技术分析 
毛奔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延安供电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  716000） 

摘要：在我国的电力系统中，为确保输电质量，技术人员应注重提高输配电网的安全系数和稳定程度。现阶段，伴随着人们生
活质量的提升，各类电器设备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人们高度关注用电工程线路的安全问题。本文简要概述输配
电及用电工程线路运行过程中常见的安全问题，重点分析提升安全系数的技术及其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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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前，在我国国家电网的供电过程中，电流需要从电厂输送

至各级变压装置中，再由各类设备流入到千家万户。截至目前，随着我

国城市中的人口基数不断扩充，用电量也随着扩大。各类电力企业在运

转的过程中，要为人们输送更多的电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输配

电网的承载量。因此，为从根本上增强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的稳定性，工

作人员应提升关注度，缩减在工作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的可能性。 

一、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一）自然环境 

为满足人们的用电需求，各类电力企业在运转过程中，应确保输配

电及用电工程线路的稳定性。技术人员在铺设电网时，极易遇到各类极

端天气。在我国的部分地区，时常出现大风雷暴等情况。在这种环境中，

各类设备可能发生短路和断路等问题。当电力设施假设在温度过高或寒

冷的区域内，各类供电线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磨损，绝缘层会不断退化，

使用年限也会随之缩减。另外，如果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在工作时，

遇到降雨等恶劣环境[1]。该地区不仅会出现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问题，

一旦遇到此类事件，容易对输配电及用电工程造成严重干扰。在各类极

端天气的影响下，如高温高湿的状态，管线容易长期浸泡在雨水中，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安全系数。 

（二）管线维护 

现阶段，在人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会用到大量的电。电力

企业为满足人们的要求，在建设阶段，时常会开展各类较为复杂的线路

安装。此外，在施工的过程中，会横穿各种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区域。

为提高供电效率，技术人员在架设输配电及电力工程系统时，会应用到

各类新型的手段和施工材料，上述内容也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相关设

备日常管控工作的难度系数。其一，如果管线架设在自然环境相对恶劣

的环境中，在施工时，应选择较为合适的施工材料，避免因地质结构复

杂的条件下，造成设施坍塌。其二，应用全新的架设材料和技术手段时，

应保持单位密闭的合理性。 

（三）材料品质 

技术人员在铺设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的过程中，会应用到大批量

的建筑材料。此外，为提升线路的品质和运转状态，需要注重施工材料

的质量。现阶段，在我国的市场上，存在数量庞大的低质量建筑材料。

在输电网的安装阶段，如果应用质量不达标的材料，不仅会引发较为严

重的运转隐患，还可能导致安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不必要的资金

支出。所以，技术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应开展较为严格的材料检测，

减弱各类风险因素存在的可能性。 

二、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技术分析 
（一）防雷防爆 

技术人员在施工的过程中，为从根本上提升线路运转的稳定程度，

增强抗雷效果，可以在建设阶段，应用防雷防爆技术，如此更有利于避

免线路出现短路、跳闸等问题。同时，提升各类塔杆的搭建量，应用较

硬的建筑材料，提高导线的强度，借此从根本上增强管线的稳定度和防

雷效果。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在施工时，应用接地引

线或防雷装置，将导线与地面有效连接，保证电路中的电阻系数低于

10 欧姆，将雷暴直接传输至地面上，避免线路受到雷暴的直接干扰，

降低不必要的损耗。其二，运用反向绝缘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线路

的稳定程度和供电效率。降低因短路或短路导致的供电失败。其三，在

输配电网的连接导线处，装配定量的避雷装置，在极端天气中，分解雷

电、调整线路电压[2]。第四，架设耦合电路，增强线路的稳定性，缩减

绝缘层内的电压，分走多余的电荷量。除此之外，在施工的过程中，还

可以在开关位置安装自动装置，增强导线的防雷暴能力，保证线路在供

电的过程中，得以一直保持平稳状态。在安装的过程中，应将单位目标

的塔杆管控在合理的范围内。 

在用电线路的架设工作开始前，应避免在风力较大的环境中施工。

在此基础上，时刻关注附近区域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如果不能有效规

避，可以应用一定的强制手段，提升工程的安全系数。另外，为延长导

线的使用寿命，工作人员可以在导线处放置避雷设备，降低维稳的次数，

提升输电效率。 

（二）绝缘祛污 

其一，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各类先进的防护手段，提升输配

电网及用电工程线路的防爆系数，降低管线发生安全问题的概率。还要

在线路中安装各类防护装置。首先，在安装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的过

程中，安装接地导线。其次，增设分支供电线路，降低电路中电流的负

荷量，提升绝缘物质的含量，缩减风险事故出现的可能性，最后，应用

电阻率为十欧姆的供电管线，加强线路的电阻值，降低雷暴天气侵扰管

线的可能性。 

其二，使用绝缘除污手段。各类管线在工作的过程中，都需要长期

裸露在空气中，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线路的绝缘层上可能吸附各类灰

尘等物质，如果无法在第一时间完成清污作业，线路的压力会随之不断

扩大，供电的稳定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为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技术

人员需要在工作的过程中定期清理导线上的各类污染物，并且在这一过

程中，在其表面涂抹一定量的隔离物质。此外还要应用监管系统，以便

在第一时间完成清污工作。 

（三）互联网管控 

技术人员在开展输配电管线的管控工作时，为及时检测出线路中存

在的电荷量，可以应用互联网管控技术。例如，在实际的供电阶段，应

用互联网手段，调取相关区域以往的各类信息和数据，以此为依据，制

定科学的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管线输电的时效性。另外，借助

该手段，可以同步检测输电过程中，导线中的各类参数，在第一时间找

出存在于导线中的隐患因素，借此全面增强检修工作的有效程度，除此

之外，技术人员在运用互联网管控技术时，还可以模拟管线处可能存在

的一系列隐患，提升检测工作的专业程度和科学性，提高检测人员的业

务能力，保证相关工程能够始终保持稳定状态。 

三、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安全运行技术措施 
（一）优化制度 

为提升输配电及用电线路的安全系数，负责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是

其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此，电力企业可以应用较为严格的管理制

度，为在职员工提供专业的培训活动，审核技术人员的从业资格。为从

根本上增强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需要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参与各类培训

活动，提升其对设备安全的重视程度。此外，还应在培训活动的第一时

间，开展考核工作，以此增强技术人员关于输配电及用电工程先来的重

视程度，增强安全意识，在工作的过程中，报以认真的态度，确保技术

人员的业务能力达标[3]。除此之外，电力企业内部的管理者还需要应用

专业的能力培训，保证工作人员在日常的运维时，都能报以谨慎的工作

态度，数据显示，由于技术人员对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存在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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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电力企业内部的管理层应督促技术人员端正态度，增强技术人员
的处理能力，围绕正确的方向开展线路维护与检修等各类工作。 

（二）增强能力 
为从根本上确保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的稳定与安全，应从源头解

除各项隐患问题出现的概率。一般情况下，在供电工作结束后，技术人
员才会着手开展线路的检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当风险问题出现
后才开始维修，不仅会提升不必要的成本支出，输电的安全系数也不能
保障。所以，工作人员在操作的过程中，可以将以下内容视作切入点： 

第一，分段操作。在对外输电时，各级输配电和用电工程线路是电
网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工作时，技术人员不仅要围绕各类
规章制度开展相应的检修工作，还需要做到技术有效的检修。第二，负
责运维工作的技术人员应有效地落实线路的及时检测和管控工作，及时
检测管线外围绝缘体的损耗量，在操作的过程中，是否拥有较为严重的
固化效果。第三，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在确保供电线路稳定
运行的基础上，可以应用各类先进的技术手段，确保其能够充分满足用
户的用电需求。除此之外，如果检查出各类风险问题，工作人员应将事
故的起止位置和情况提交给管理者，断开闭合开关，降低更为严重问题
出现的概率，为城市中人们的正常用电提供保障， 

除此之外，负责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应合理设计各类电气线路，确
保管线架设的有效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线路的安全系数。在工作
时，应全面考量各类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例如城市的建设速度，各类
建筑物的构造等。另外，每一个城市之间都拥有一定的差异性，应结合
具体的实例进行推理。在以往的线路规划和设计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
为之付出较大的精力。即便如此，也无法保证从根本上降低风险。在实
际的操作时，技术人员可以借助各类精密的仪器和系统，例如：北斗导
航系统。电力企业还可以引进专业领域的工作人员，重新设计管线的架
设方案，采取科学有效的手段，解决各类风险问题，以此满足电力企业
的稳定运转。 

（三）检测材料 
技术人员在正式施工前，采买各类建设材料的过程中，应优先选取

品相较高、三证齐全的建筑元件和各类管线材料。完成相关工作后，在
开展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线路的修建工作开始前，工作人员需落实重复检

测，以便降低因材料品质不达标导致工程内部存在安全隐患的可能性[4]。
在实际的施工阶段，应注重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将导线处的绝缘物
质固定至一处，安装定量的防雷防爆设备，避免相关线路受雷雨侵袭，
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其二，选择合适的施工地点。需要注意的是，输
配电线路不可在工业厂房附近铺设。 

四、实际案例 
在我国某地区 120 千瓦线路的结合阶段，图纸显示接地线的垂直程

度应在 1.274 米左右。但是在实际勘验时，技术人员发现右侧的接地线
垂直数值为 0.576 米。通过验证得知，该段线路接地线的拉伸程度在
60.25KN。但是实际的导线标准拉伸程度应在 50KN 以内。由此可见，
该段导线的拉力超过标高，建设过程中所应用的技术手段不达标。 

为有效处理相关问题，技术人员开展了下列工作：首先，在架设工
程结束后，全面检测该区域内部的全部数据，循序渐进的开展核对工作。
但是需要重点注意的是，核对工作务必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开展。其次，
重点查验该路段中导线与地面的垂直程度，在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完
成优化工作。最后，提升改建力度，重视各类拆迁项目。在工程开工前，
重点审核计划书中的各类数据和内容。 

结论：综上所述，为提升供电的时效性，电力企业在工作的过程中，
应高度关注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的安全系数。因此，技术人员在施工时，
需要严格检测施工材料的质量，及时有效地解除各类安全隐患，应用科
学有效的手段，提升供电线路的安全系数。此外，供电企业还应组织技
术人员参与各类专业的培训活动，提高风险防控意识，从根本上降低安
全问题出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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