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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中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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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各类建设项目数量不断增多的当下时期，施工人员开展施工作业时要满足越来越高的要求，才能够体现较强的综合竞争力，

提高施工单位经济效益水平。电力电气线路安装作为建设项目工程施工的要点，应以专业的施工技术作为基础，结合具体的工程项目结构

特点和施工要求完善整体工程结构体系，充分体现施工技术的有效性。文章简要介绍建设项目电力电气线路安装的流程，分析其中的主要

施工技术方法，提出控制工程施工质量的措施，为强化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成效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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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电力企业在组织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作业时，都

会产生电力线路或者设备安装不到位的情况，进而诱发电力故障。

为了更好地提高工程项目建设施工质量，施工人员应重视电力系统

安装施工作业的有序开展，尤其是需要落实可靠的电力电气线路安

装技术，保证自身的专业性，遵循规范化的工程项目建设施工流程，

满足工程建设施工实际要求。 

一、建设项目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流程 

1.线缆选择 

施工人员开展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作业时，首先需要选择符

合工程项目建设施工要求的线缆，一般在安装过程中使用的普通导

线 为 额 定 电 压 在 450/750V 等 级 的 线 缆 ， 电 缆 部 分 则 需 要 以

600/1000V 等级的线缆为主。在我国近几年迅速发展建设行业的过

程中，越来越多高层和超高层建设工程项目拔地而起，施工人员就

需要结合不同类型的建设工程项目的用途确定线缆的具体类型，在

体现线缆差异性的同时，提高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科学性。根据

当前的建设工程项目建设施工发展形势来看，民用建设工程施工应

使用铜芯线缆，而人员比较密集的建设区域或者功能性要求较强的

一些重要建设项目则需要以低烟无卤型线缆为主。部分建设工程项

目的场所性质比较特殊，存在严重的腐蚀性风险，针对这类建设项

目就需要杜绝使用金属材质的管路作为配线，否则会严重影响工程

建设施工质量，还会引发安全风险。施工人员在选择线缆的过程中，

要注意在低压供配电系统中跟进线路的整体敷设情况，结合线路的

使用环境计算导线允许载流量，保证线缆的相线允许载流量超过计

算电流。 

2.线缆敷设 

这是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的核心，对于施工人员的实践操作

能力和形式都有严格的要求，其需要严格按照规范落实每一个细小

环节的操作，提高线缆敷设实效性。施工人员开展这个环节的操作

时，会遇到较多不确定因素，还会在实际建设施工中产生一定的风

险，稍有部分就会降低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成效。因此，在敷设

线缆时，施工人员要具备较强的责任意识，各个人员之间保持协同

合作，确保工程项目在高质量铺设的情况下进行。敷设线缆之前，

施工人员要严格审核施工图纸，如果没有完全理解图纸内容，就需

要与设计人员沟通交流，并且做好技术交底工作，经过双方或者多

方交流之后明确线缆敷设要点和主要的操作形式，方可施工。为了

提高线缆敷设的科学性，施工人员要在施工图纸中标注各个接头和

转角位置，防止出现措接或者漏接等问题，并且详细了解建设工程

项目内部的管道线路，预留一定的孔洞，保证孔洞位置的合理性。

按照施工图纸进行线缆敷设的过程中，应对线路转弯区域进行合理

的保护，并且在线缆表皮加上一层保护膜，防止线缆在长期使用当

中产生磨损或者断裂等问题。敷设线缆之后，应在开关位置设置多

功能开关，节约电力资源，从多个方面提高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

实效性。 

3.工程检查和验收 

做好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作业之后，要严格按照工程建设施

工标准对整个建设项目的的线缆敷设情况进行检查和验收，做好收

尾工作，保证整体建设施工的标准性和科学性。这个环节的工作应

由监理人员负责，并且在监理人员检查和验收之前，施工单位要派

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自检，自检合格之后方可交由监理人员检查验

收。监理人员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检查和验收的过程中，要先检查

工程项目的清洁状况。开展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作业时，要进行

一系列的打孔和穿孔操作，施工人员要将线缆埋在预留的孔洞中，

所以经常会在孔洞中留存一些垃圾，还会出现土块。监理人员要先

检查施工人员是否做好孔洞清洁工作，保证其中没有固体垃圾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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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等。安装完毕电力电气系统之后，监理人员要对整个系统进行通

电测试，检查系统是否能够稳定运行。这就需要对建设项目的照明

系统、动力系统等进行严格的检测，确定供电正常之后方可投入使

用，防止在工程项目运行当中出现用电故障。 后，监理人员要记

录工程项目建设施工中的线路安装位置信息、材料信息、预埋深度

信息等，将其留存，为建设项目系统后期修复提供可靠的资料支撑。 

二、建设项目中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技术分析 

1.防雷施工技术 

防雷保护处理在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中尤为重要，施工人员

应采取防雷施工技术对线路进行保护，避免线路遭受雷击的影响出

现损毁。具体利用这项施工技术操作的过程中，施工人员要在柱子

中安装断接螺栓，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断接螺栓的安装位

置。如果在室内设置断接螺栓，就需要将其与引线相连，还要连接

柱子的两根主筋，如果在室外设置断接螺栓，就需要将线路穿过柱

子一侧并且与一根主筋连接，使其作为引线起到防雷作用。利用防

雷施工技术的过程中，施工人员要合理选择连接避雷针的线路，保

证避雷针可以将雷击产生的电流接入地下，防止对建设工程中的电

气设备造成不利影响，还能够强化建设整体结构的避雷特性。施工

人员落实避雷施工的过程中，应掌握技术应用要点，有效利用网格

和高层建设项目中的金属设备建立起一个层次分明的防雷体系，在

提高结构防雷性能的同时，降低电磁信号对工程内部电气设备造成

的干扰。 

2.防治线路接触不良技术 

线路接触不良问题在目前的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中受到了

较大的关注，主要是在工程建设施工中比较常见，施工人员要开展

具体的项目施工操作，起到防治作用。利用防止线路接触不良技术

的过程中，施工人员首先要保证导线连接的紧密性，让接头部位产

生的电阻小于长度相同的导线电阻，并且检查接头的牢固性和耐腐

蚀性，对接头进行防潮和防腐处理。其在施工过程中要将导线与分

支进行连接，其可以采取缠绕、铰接的方式，提高导线连接效果。

落实导线与电气设备连接施工作业时，应确保多股铜线之间的紧密

性， 大限度地降低产生线路接触不良问题的几率。安装接头外绝

缘时，应考虑是否会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对接头部位进行包缠处

理，选择绝缘性能较好的材料，提高接头的紧密性，避免出现接触

不良问题。 

三、建设项目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施工人员落实相关的技术时，需要按照要求完成整个流程的工

作任务，结合建设项目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的要求提高质量控制

形式的科学性。 

首先，施工人员应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定期参加施工

单位组织的专项培训，掌握电力电气线路安装要点，对其中可能产

生的安装问题进行分析，提高自身的安全施工意识和能力，并且保

持良好的责任意识，达到多样化的工程建设施工技术要求。 

其次，管理人员要对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的实施进行全过程监

管。特别是需要在施工前期检查施工中需要利用的材料和设备，保

证其质量与性能达标。与此同时，管理人员要对施工人员落实的技

术操作进行监督管理，提出规范化要求，确保施工人员可以严格按

照施工图纸和工程建设施工标准将各项技术落实到位。 

后，施工单位要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质量验收，保证电力电气

线路连接的牢固性，检查其位置是否合理。针对施工中产生的问题，

应按照责任追究管理制度、风险预估制度等的内容确定责任人，明

确各个岗位人员的工作内容及权限，使得整体建设施工质量得以提

升。 

结束语： 

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技术主要包括防雷施工技术和防治线路接

触不良技术。施工人员开展项目建设施工作业时，应明确具体的工

作流程，合理选择和敷设线缆，做好工程检查与验收，从多个层面

加强对建设项目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质量的有效控制。在未来发

展当中，还要不断创新工程建设施工技术方法，制定更加全面的施

工规范，致力于达到更高的施工标准，推动我国建设项目电力电气

线路安装施工技术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张云川，姚远.高层建筑电力电气线路安装施工技术研究[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工程技术，2022（3）：4. 

[2]周浩.高层建筑电力电气线路安装和施工技术分析[J].住宅与

房地产，2021（12）：212-213. 

[3]柴岩.高层建筑的电力电气线路安装和施工技术分析研究[J].

工程建筑与设计，2019（09）：234-236. 

[4]曹绪东，许稳.高层建筑和的电力电气线路安装和施工技术

分析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工业 A，2022（6）：3. 

[5]罗美云.建筑电力电气工程的线路安装与施工技术探讨[J].中

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工程技术，2022（11）：3. 

[6]朱政.高层建筑的电力电气线路安装和施工技术分析[J].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工程技术，202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