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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防止接地线事故的措施 

王  江 

华电新疆准东五彩湾发电有限公司  新疆昌吉  831700 

摘  要：针对近年年春检工作中，国家电网公司由于接地线事故频繁发生，事故通报中就曾发生过．就接地线事故的发生、危害进行分析、

总结防范措施，引起同行的高度重视，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经分析结果表明，只要措施得当，接地线事故是完全可以预防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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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电站接地线事故的概述 

1.1 接地线事故的概念 

变电站接地线事故是指由于接地线在安装、工作和拆除过程中

处理不当而引发的安全事故，也是目前变电站电力事故中较为频发

的一个安全隐患。但是在变电站日常检修和维护工作中，大多把目

光集中在了大型电力电气设备上，而经常忽视接地线的连接，留存

了较大的安全隐患。变电站内电缆输送的电力电压较高，一旦发生

漏电的情况会给电力企业、用户和社会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随着

社会经济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用电安全有了更高的认识和要

求，在变电站内积极引入接地线、接地闸和其他智能接地设备来提

升变电站工作的稳定性。 

1.2 接地线事故的危险 

因为接地线而引发的电力事故会带来一定的危险，电力企业必

须加以重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对安全事故进行有效预防。首先，

在接地线的安装中，如果没有核对清楚与电气设备的连接情况，很

有可能引发反向输电，不仅会给变电站内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

极大威胁，还会影响电力输出，造成经济损失[1]。其次，在接地线

的使用过程中，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导致接地线与其他电气设

备外层的导体部分发生接触，严重可能会引起线路爆炸，会给电力

企业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 后，由于工作人员对接地线操作不当，

使接地线发生了扭转或缠绕的情况，在其工作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

感应电流，导致线路输电的不稳定性，给用户用电带来一定影响。 

1.3 目前变电站对接地线使用情况 

目前许多变电站对接地线的使用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变电站内

接地线的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管理人员要加强重视，积极改

正使用过程中的不足。 

首先，随着电力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已经出现了接地线和接

地闸两种接地方式，二者各具优缺点，可以使用在不同的电气设备

上。但由于一些变电站修建时间较长，线路修整工作的困难度较大，

依然大量使用了接地线作为主要的接地方式。在一些重要的电气设

备上，如调压器、断路保护装置等，都可以使用接地闸作为更加高

效的接地防护装置[2]。其次，由于接地线安装的位置高于其他变电

站内电气设备，且接地线装置重量很大，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很容易

与其他设备发生接触。一旦接触到金属导体位置，则很有可能引发

接地线事故，导致设备损坏或人员伤亡。 

1 接地线的作用可将电气设备上的剩余电荷泄入大地，同时当

出现突然来电时，可促使电源断路器迅速跳开，可以限制发生突然

来电时检修设备对地电压的升高，保证检修人员的施工安全。 

2 接地线使用不当造成的危害 

在检修设备两侧装设接地线是保护检修人员的一道安全屏障，

是电力员工的生命线，可防止突然来电对人体的伤害。但实际工作

中，由于接地线使用频繁且操作看似简单，容易使人产生麻痹思想，

其重要性也往往被人忽视，经常出现不正确的使用情况，以致降低

甚至有时失去了接地线的安全保护作用，甚至造成事故，具体危害

如下：带电装设接地线，接地线触及操作人，造成操作人员的人身

伤害以及触电死亡。带电装设接地线，造成电网停电、设备损坏。

带接地线合断路器，造成电气设备的损坏和电网稳定的破坏。接地

端、导体端安装不牢固，造成感应电、突然来电对检修人员的伤害

等；所以对接地的使用，必须引起操作人员的高度重视。 

3 现场使用接地线的现状 

为了防止接地线误操作事故的发生， 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使用

接地线，但变电站现场不可能拒绝使用接地线，提别是投运时间比

较长的变电站，接地 闸比较少，主变压器、断路器、线路、 闸

检修都会用到接地线，来保证检修人员的生命安全，变电站使用接

地线的现状是我们必须面对，而且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必须在使用

过程中采取可靠的措施以及有效的方法，才能有效防止接地线事故

的发生。 

4 现场使用接地线与接地刀的比较 

在变电站现场，使用接地线相对于接地 闸，大家都会由同样

的感觉，那就是使用接地线费时、费力且容易发生事故。使用接地

线相对于接地 闸： 

4.1 容易走错间隔，接地 闸的位置、编号在同一个变电站是

固定的、唯一的，接地线编号在同一个变电站是唯一的的，但在使

用中，它可以装设到任何一个需要装设的位置。 

4.2 容易挂错位置，如应装设在母线 闸断路器侧的接地线，

容易误装设在带电的母线 闸母线侧，造成带电装设接地线，特别

是 1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 闸断口距离比较近，更容易发生。 

4.3 从技术手段上无法实现接地线的防误操作，不论那种防误

操作系统的技术手段都达不到防止带电装设接地线的功能，目前所

用 先进的微机防误操作系统它只能防止接地线接地端不装错位

置，却不能防止真正需要防止误操作的接地线导体端，接地线的导

体端只能通过人的能动性来控制。 

5 现场使用接地线的措施 

为了防止接地线使用不当造成的危害，根据实际工作，从组织、

技术方面采取以下措施，并严格执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5.1 组织措施 

接地线数量按要求、按电压等级配置。短路接地线应有统一编

号、存放时必须对号入座，放置整齐。接地线应完整无损，满足设

备短路容量要求，但 小有效截面不得小于 25 平方毫米，保证螺

丝不松动，卡头接触良好。定期对接地线维修，不合格者不得使用

并应尽快处理。短路接地线拆除后应按编号放回原处，送电前必须

检查接地线已拆除，方可送电。 

交接班时应将装设的接地线编号、数量、装设位置全面检查，

按值移交清楚。装拆接地线要作好记录，做好“五对应”（即工作

票、操作票、使用地点、放置点、登记记录五对应）。新工作人员

必须经过对接地线使用的培训、学习，考核合格后，方能从事接地

线操作或使用工作。严禁检修人员将接地线带入变电站内使用。由

于感应电太大，检修人员增加的接地线，装拆必须在工作票上反映

清楚。 

5.2 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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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前必须仔细检查接地线：检查软铜线是否断头，螺丝连

接处有无松动，线钩的弹力是否正常，不符合要求应及时调换或修

好后再使用。装设接地线前必须先验电，严禁未验电进行接地线装

设，在装设接地线导体端时接地线不得和身体接触。在工作地点两

端装设接地线，以防反送电、感应电。接地线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扭

花，不用时应将软铜线盘好，接地线在拆除后，不得从空中丢下或

随地乱摔，要用绳索传递，注意接地线的完整、完好、清洁工作。

按不同电压等级选用对应规格的接地线进行装设。现场工作不得少

装设接地线或者擅自变更装设接地线地点。对可能送电至停电设备

的各个电源侧，均应装设接地线，从电源侧看过去，工作人员均应

在接地线的后面，在接地线的保护之下。按常规装设的接地线，当

有产生危险感应电压的可能时，要视情况适当增装接地线。验电结

束后，要及时装设接地线，中间不得穿插其它操作。对于不能直接

验电的设备，采取间接验电，条件考虑要全面充分，在现有条件下

的间接检查项目，均应反应在工作票中，特别是对于线路侧接地线，

不但要检查本侧相关隔离开关在分，还要检查线路电压互感器二次

无压（线路电压互感器空气开关或熔断器必须在装设接地线之后才

能退出）。 

6 预防接地线事故的办法 

6.1 加强现场管理 

变电站的现场管理是预防接电线事故的有效方法之一。变电站

内部的管理人员应当做好日常工作记录，在交接工作时应该核对清

楚设备的运行状况，也有利于落实工作责任。每一个变电站内的电

气设备都需要与相适配的接地线连接，如果出现连接错误，会导致

设备无法正常运转，会产生损坏或其他危险故事故。因此，员工必

须对设备上连接的接地线数量和工作电压进行记录，如果其中的接

地线经过更换，则应该标注清楚位置，以便在下一次检修过程中将

详实的数据提供给检修人员。在进行输电之前，需要将接地线全部

进行拆除。在核对时，工作记录就显得十分重要，能够帮助工作人

员快速掌握接地线的位置和数量，保证拆除工作完成有效性。 

6.2 使用合规的接地线 

在安装变电站接地线之前，必须得接地线的质量进行检测，使

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要求的接地线才能够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

生。首先，管理人员在对变电站内接地线进行采买的过程中，应该

对比市场上多家接地线的品质与价格，尽量选择物美价廉的接地

线，而不能为了节约成本选择线路横截面积小于 25mm2 的线缆。

其次，在接地线进入变电站进行安装连接之前，要对运送来的接电

线进行质量抽样检测，确保线缆全部合格后才能够进入现场。 

7 结语 

接地线具有双面性，正确的使用接地线，它是检修人员的保护

伞，使用不当会产生破坏效应。装设接地线是一项重要的电气安全

技术措施，其操作过程应该严肃、认真、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千万

不可马虎大意。因此，要正确使用接地线，规范装设、拆除接地线

的行为，自觉培养严谨的安全工作作风，提高自身的安全素质，才

能拒危险隐患于千里之外，才能避免由于接地线原因引起的电气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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