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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HV power refers to the voltage level of ± 800kV direct current and 1000kV alternating current. UHV is the most advanced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which is generally used in long-distance power transmission, with large capacity, high efficiency, 
low loss and many other advantages. Unlike traditional power projects, UHV power projects require higher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there are many risk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UHV power projects can be completed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frame with quality and quantity, must always attach importance to safety control, and good on-site supervision of UHV 
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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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特高压电力建设监理的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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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高压电力指的是 ±800kV 的直流电和 1000kV 以上的交流电的电压等级。特高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为先进的输电技术，
其一般应用于长距离的电力输送当中，具有容量大、效率高、损耗低等诸多优势。与传统的电力工程项目不同，特高压电力
工程项目对于施工质量要求较高，且施工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因素，为确保特高压电力项目可以在规定时间范围内保质保量
地完成，必须始终重视安全控制，并做好特高压电力工程的现场监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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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4 年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明确指出要加快

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并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输电项目的建设

工作。目前，特高压在中国“西电东送”体系中已经成为不

可替代的基础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中国实现能源结构转型

的关键一环，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内容。

2 特高压的特点分析

2.1 输送容量大

以常见的 1000kV 特高压线路为例，其在单位时间内的

输电容量可以超过 500kV，而这一容量是一般输电线路的 4

倍左右。庞大的输电容量是实现中国“西电东送”的关键所在，

随着越来越多的特高压线路得到建设，“西电东送”项目的

社会意义才能真正实现。

2.2 送电距离长

长期以来，远距离送电的技术难点集中在送电距离方面，

传统的送电技术的距离相对有限，若频繁建设中转站点，则

不仅会影响送电的速度，更会增加送电过程中的电力损耗。

在特高压技术体系当中，±800kV 直流电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了超远距离送电，即便是在考虑到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其经

济输电距离依然可以达到 2500km[1]。

2.3 损耗小

众所周知，送电距离越远，导线截面越大，则送电过

程中的损耗也就相对较高。特高压在技术层面的先进性远

高于一般的输电线路，以 1000kV 的特高压线路为例，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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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截面相同、输电容量相同的情况下，其功率损耗仅为普通

500kV 线路的 17% 左右 [2]。

2.4 工程成本低

经系统计算发现，考虑到中国“西电东送”项目的特殊

要求，超远距离、超大容量的 ±800kV 直流电输电方案在综

合造价上要低于 ±500kV 的直流电输电方案，且仅为后者的

72% 左右，经济效益更加显著 [3]。

2.5 走廊利用率高

从实际输电表现来看，1000kV 特高压输电线路相当于 5

条 ±500kV 直流电线路，但线路走廊对于土地的占用需求仅

为后者的 40%，这意味着输电走廊的利用率极高，对于节约

土地资源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3 特高压电力建设监理的安全控制措施

3.1 落实监理安全控制责任

从某种角度来看，若想要确保电力建设监理安全控制工

作的有序开展，就必须将安全控制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首

先，电力项目监理工作的总负责人承担全部的安全控制责任，

并根据岗位职责，逐步下派安全监理责任，如质量监理、安

全监理、技术建立以及档案监理等，确保可以真正落实到个

人身上，构建起全方位的监理安全控制责任体系。其次，电

力项目监理单位需要明确不同阶段的安全监理目标和主要工

作任务，并依据监理目标制定监理计划，明确监理工作的开

展流程。最后，要对安全监理工作的落实状况进行数据量化，

量化结果要与监理人员的工作绩效考核相互挂钩，从而在根

本上提高监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重视程度。

3.2 重视事前监理安全控制工作

从电力建设项目事前监理安全控制的角度来看，其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3.2.1 施工安全技术方案的审查

监理部门需要将施工安全技术方案视为日后开展工作的

主要依据和基础，并严格对其可行性、安全性与可靠性进行

审查，确保施工方所提供的安全技术方案能符合国家以及行

业的相关要求及规范。而在电力项目建设前的准备阶段，施

工方需要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明确的施工计划和

施工措施，尤其是涉及特殊施工环节的方案，跟更需要进一

步对其可操作性效果进行审查和分析。

3.2.2 做好监理组织工作

施工的初期阶段，总监理工程师需要直接对监理组织工

作负责，其需要组织监理人员针对施工图纸进行系统审查，

并从工程监理的角度给出相关建议。同时，监理方需要对工

程设计文件进行深入分析，重点考察中标企业的从业资质，

并要求设计单位提供操作人员安全保障标准，监督安全防护

措施的使用状况。为确保电力建设项目能有序开展，施工单

位必须高度重视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并保持

机械设备的良好运行状态。监理方需要密切关注施工现场的

实际施工条件，对施工方提出的安全防护措施进行审查，且

施工方需要提供相关的质量检验报告及证明文明，以证明施

工人员所使用、配备的防护用具吻合安全建设要求 [4]。

3.3 加强事中监理安全控制

在电力建设项目开始建设之后，有效的现场监督是监理

工作的重心，故监理方需要落实监督检查工作。事中监理安

全控制的主要内容施工现场巡视、督查以及旁站等多个方面

的内容。

3.3.1 巡视

巡视指的是从监理角度对施工方的安全管理举措和安全

防护措施进行检查，同时还包括对于施工体系的检查。这一

项工作需要深入到施工现场当中，且只有巡视的方式才能真

正了解到实际的施工状况，才能检查出施工人员是否能严格

按照操作规范和要求开展施工活动。

3.3.2 督查

督查工作的侧重点则集中在安全隐患的发现方面，同时

也有利于实现文明施工和施工安全。督查工作一般由专业的

安全监理工程师负责，其主要为定期性质的安全检查，督查

对象以警示标志和现场防护体系为主。

3.3.3 旁站

旁站指的是监理人员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约定及建设单位

要求对重要及危险作业工序及部位进行安全监督的活动，对

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隐患，应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时应要求其暂停施工。

3.3.4 监理

若施工过程中出现重大事故时，监理人员有权、有义务

对现场进行控制，且需要及时上报上级。同时，监理人员需

要参与到施工协调和善后处理工作当中，并要及时对事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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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进行证据采集 [5]。

3.4 完善监理安全控制体系

3.4.1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监理单位需要主动与施工单位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构

建相互信任关系，并形成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确保在发现

问题时可以及时通过沟通的方式进行解决。

3.4.2 全面落实责任归属明确的监理合同制度

监理合同需要涵盖全部的监理内容，要明确安全生产的

责任关系以及监理方的具体职能范围。从某种角度来看，监

理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明确双方的责任范

围也是有效合作的基础条件。

3.4.3 完善监理工作培训机制

监理单位需要不断提高监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

养，完善监理工作培训机制。因此，特高压电力建设项目的

监理安全控制工作所涉及的业务范围较为广阔，这不仅意味

着监理人员需要具备丰富的从业经验，更需要具有一定的专

业知识。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需要定期组织监理培训

活动，促使监理人员及时更新监理安全控制基础理论。

4 结语

综合来看，特高压电力建设项目的监理安全控制工作较

为复杂，监理方需要明确认识到特高压电力项目的特征，明

确工作重点，有目的性地开展监理工作，提高监理水平，体

现监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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