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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voltage overhead line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ower system,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overall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power 
grid. Its unique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lines, so the power fault processing needs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tandards and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voltage overhead 
lines,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fe	operation	of	high	voltage	overhead	lines	and	the	operation	maintenance	content	of	high	
voltage overhead lines, explores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of high voltage overhead lin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af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igh altitude overhead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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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压架空线路在电力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直接影响电网的整体稳定与安全。其特有的维护检修特性，区别于其他线路，
因此电力故障处理需格外重视。论文阐释了高压架空线路的标准和维护要求以及特性，分析了高压架空线路安全运行的影
响因素以及高压架空线路的运行检修内容，探究了优化高压架空线路检修与运行维护的有效措施，以期为高压架空线路安
全运行和维护检修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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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电力事业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实现

了显著进步。高空架空电力线路的安全运营与维护管理正日

益成为电力行业关注的核心议题。电力配电线路在电力系统

运作中扮演确保了电力平稳传输，对电力供应的长期可持续

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专注于深入剖析高空架空线路的安全运

营，致力于提升其完善度和优化研究。

2 高压架空线路概述

2.1 高空输电线的标准
规划高压架空线路路径时需要将线路经由地势平缓的

地带，务必考虑线路的可扩展性以适应电力企业当前和未来

的输电业务增长和确保其灵活性与长远适用性。

工作人员在架设高压架空线路时需严谨评估操作的技

术可行性、结构稳定性与科学合理性，必须充分考虑作业区

域包括天气条件、地形地貌、周边设施等的内外部环境因素

以及可能对线路构成影响的所有变量。

2.2 高空输电线的维护标准
在高压架空线路的操作中，从安全运行到维护检修，

工作人员必须对线路进行全面细致的巡查，只有在确认无任

何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方可执行线路闭合送电程序。在高压

架空线路的维护检修过程中，关键点在于：详尽记录所有可

能影响线路的问题，包括故障的确切位置（涉及杆号和相位

等数据）；排查并移除可能干扰线路安全的临时接地线或障

碍物；确认线路无其他正在进行的维修活动，以确保操作

安全。

2.3 概述高压输电线路特性
中国高压架空线路在电力输送网中占据核心地位，其

架设和维护操作简便，成本效益高，然而，它们对外界环境

条件相当敏感。通常来说，高压架空线路具有以下关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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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涵盖面广泛
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在中国应用广泛，涵盖地域广泛，

包括高纬的东北和西北地带，以及低纬的东南沿海和海拔极

高的青藏高原地区。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在中国各地差异显

著，这给高压架空线路的维护和修复带来了独特的挑战。

2.3.2 对安全运行有高规格要求
高压架空线路设计中，其标准运行参数高，产生的电

磁场强度显著。鉴于地形地貌的影响，线路往往跨越广阔区

域，这使得对线路在运行中的安全稳定性能有严格要求。任

何运营中的安全事故不仅可能破坏周边电力设施，还可能导

致人员伤亡及财产的重大损失。

3 高压架空线路安全运行的影响因素

3.1 单相接地短路
高压架空线路最常见的问题是单相接地短路，它会导

致线路内电流因短路骤增，对供电设备构成严重威胁，并可

能危及周边环境和居民的财产与安全。①在长途运输中，高

压架空线路因地域温差引发持续的热胀冷缩效应，可能导致

线路应力分布不均，从而引发断裂或掉落，形成接地短路故

障隐患 [1]。②高压架空线路在使用期间，长期受环境因素如

风、日晒、雨雪侵蚀等影响，易引发线路老化破损，进而可

能导致线路掉落，引发接地短路故障。③高压架空线路因外

部因素如施工冲击、落石和滑坡导致支撑结构不稳定，可能

引发杆塔倾斜或振动，最终可能导致线路断裂，形成接地短

路故障。

3.2 雷击烧坏线路
高压架空线路易受自然条件影响，特别是雷电这种自

然灾害，对线路的正常运行构成显著威胁。在夏季雷雨频发

的地区，高压架空线路的绝缘子常因雷击受损，如击穿或爆

裂，进而引发线路烧毁。问题核心在于防雷设施的不足。

3.3 覆冰损害
由于高压架空线路通常设置于户外开阔地，特别是小

于 35kV 的线路易受环境温度骤降影响，尤其在雨雪天气，

线路表面会形成结冰现象，这都可能对线路运行构成挑战。

当高压架空线路遭受冰冻冲击时，电杆两侧承受的压力可能

发生失衡或超过负荷，这可能导致导线破裂或电杆折断，严

重威胁高压线路的稳定运行和安全 [1]。

3.4 外力破坏
高压架空线路的主要故障源于外部力量干扰，如施工

过程中，如爆破等活动不慎，可能直接损及线路结构，包括

线路本体和绝缘子等关键组件。

3.5 线路本体破损
由于高压架空线路长期露天运作，供电部门实时监控

其运行状况面临困难，维护保养不易，隐性问题及潜在风险

难以及时发现。随时间推移和负荷增加，线路运行安全隐患

增大，易引发安全事故和故障，对供电安全构成威胁。在高

压输电线路的维护保养中，部分员工专业技能不足，管理方

式粗糙，未能有效识别并迅速解决线路潜在风险和故障，这

频频引发安全事故，电力供应问题频发，从而干扰了整个电

网的稳定性。

4 高压架空线路的运行检修内容

4.1 检测架空线路导线及防雷线
在高压架空线路的导线和避雷线检测维护中，基础任

务涉及对导线性能（如质量、完整度和安装紧固性）的细致

检查，确认其弧度合乎规定，与地面及其他线路间距足够，

接地状况良好，无过热现象。还需关注线夹安装质量及隔离

开关的维护，以确保线路运行安全，防止导线受损和环境

污染。

4.2 对环境故障进行排除
相比于常规供电线路，高压架空线路多设于户外环境，

特别易受极端天气条件的冲击与损害。任何高压架空线路的

倒塌或断裂都会导致供电网络全面瘫痪，威胁供电系统的整

体安全性。电力维修人员需依据高压架空线路的运营环境和

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检查。特别关注条件艰苦的区域，强化

线路维护和保养，从而显著降低因外部环境影响导致的线路

损坏。在设计输电线路建设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线路将穿

越的环境特性，特别是要针对可能遇到的极端条件进行详尽

评估，以避免其对线路构成威胁 [2]。目标是降低线路维护保

养的复杂性，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因素对运行安全的影响，从

而确保高压架空线路的长期、稳定运行。

4.3 高空线路绝缘状态评估
高压架空线路检修中需要检查绝缘性能，确保杆塔螺

栓紧固以防止位移。企业在高压架空线路的维护检修中必须

依据线路绝缘性能的检测数据为决策依据并通过这些数据

来指导后续的工作，提升高压线路的输电效率及维护检修的

质量。通常电力企业倾向于外包高压架空线路的绝缘性能维

护检修以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削减内部成本，他们主要监督

外包工作的品质和进度。

5 优化高压架空线路检修与运行维护的有效
措施

5.1 优化线路维修措施
对高压架空线路进行正式检修前务必先由相关部门详

实确认线路的运行状况。专业团队在某供电局的高压架空线

路运营中实施定期维护，迅速发现线路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任

何异常或质量问题。相关部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线路运行

数据导入相应的分析设备，通过精确分析迅速定位并诊断出

线路故障，有效优化架空线路的运维管理。

应设立高效能的高压线路监控中心将故障类型细分为

模块化处理。管理人员通过对架空线路运行的精确监测通过

对各运行模块的对比分析能迅速识别出存在的故障，以此来

有效管理并控制可能出现问题的线路。专业人员完成线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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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后能有效提升高压架空线路的运行效率和供电局的电力

调控能力，部门在执行空中线路的内部维修时需确保检修的

精确性并针对各类线路的具体问题选择相应的维修策略，以

此来显著提高线路运行效率和稳定性。

5.2 设计线路安全运营管控系统
供电局需为配电网下的架空线路开发一个安全运行管

控系统以提升线路的运营维护效率。在对架空线路的运营状

况进行评估前务必先有序设定各线路的运行规定和方向、精

确控制线路数量以及进行全面的运行规划，以此来强化线路

整体的安全管理。员工将线路运营数据实时输入至安全运行

监控系统，通过智能数据分析精确评估各线路的实际运行状

况而大大提高线路运行安全管理的精准度和效率。各部门员

工在使用线路安全运行控制系统时需依据实际线路运营情

况明确各自管理的数据责任，根据线路地理位置划分工作职

责以便于故障发生时能迅速定位责任人。

5.3 明确检修状态
在高压架空线路的维护管理中，供电局需精确掌握每

条线路的检修详情与状态分类。不同类型的架空线路检修需

求各异，关键在于准确识别其内部材料特性。据此，能有

效确定相应的检修策略。在架空线路中，主导材料是各类导

线，它们种类繁多。检修前务必对每种导线的最小规格进行

预检。在电力线路中，常用的导线类型包括铜线、钢芯铝绞

线和铝合金绞线。关键在于合理配置各种线路，通过运用各

导线最小允许截面的知识，提升导线选择的精确度和科学

依据。

完成对铜线、在对钢芯铝绞线和铝合金绞线等不同导

线最小截面值进行深入分析后，相关部门务必对各类导线的

实际应用进行深入探讨，以确定最适合各种架空线路的选型

原则。在进行线路检修时，融入科学监测方法，精确掌握线

路实时运行状况，通过精确控制策略，有效解决线路运营中

的问题，提升检修工作的精确度。这将全面提升架空线路运

行的管控效率。关键在于监督架空线路的运营与维护，务必

注重其内部材质的合规性。通过优化线路内部材料的使用状

况，确实能增强高压架空线路的整体性能和运行效率。

5.4 完善巡检视察
监控和管理架空线路运营中应强化定期巡检制度，确

保通过精确管控提升线路运行效率和品质。工作人员在执行

正式巡检前需掌握架空线路，如供电用户数量、线路平均长

度及负载均值等关键数据。例如，某供电局的四条线路需要

掌握用户数、线路长度和负荷数据，以此来对线路运行状态

进行精确的科学评估 [3]。

相关部门基于对每条架空线路的用户数量、平均长度

和负载数据的掌握能制定精确的巡检策略，通过整合线路的

实际运营表现与预设标准优化标准并提升线路运维效率。这

样能确保线路稳定运行并根据用户需求灵活调整各线路的

供电量，人员完成常规巡检和观察任务后需理解和分析配电

网的实时运行模式，优化各架空线路的配置和调整。

5.5 故障处理流程
高空架空线路的安全运营及维护管理需要多维度确保

线路稳定高效运行，面对动态复杂的环境应适时调整和优化

管理策略以应对突发情况并采取恰当的解决方案。电力企业

需要建立一套故障处理流程以应对高空架空线路在实际运

行过程出现的故障，构建故障处理体系时需要针对线路问题

的精确诊断，及时分析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并针对性地实施

解决方案。流程需要设立完善的事故处理机制并在实际应用

中精确执行，事故后务必进行深入总结以优化解决方案来在

以后的运行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

6 结语

电力传输设施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其运行状态直接

影响电力供应。当前，输电设施在运作中常受人为和自然因

素导致的故障，一旦发生，如高压架空线路故障，将直接影

响电力供应，对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困扰。因此，对这些设

施的维护检修工作尤为关键。电力公司在维修高压架空线路

时，必须详尽分析常见故障源，实施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

确保线路稳定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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