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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塔多回高压输电而言，其实际应用非常广泛，

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于中国而言，针对铁塔的安全设

计，仍然处于进一步研究阶段，主要原因，就是多回路高压

输电线路是最为重要的承载基础，若遇到了一些恶劣天气，

或者是整体的高压电输出率进一步增加，这对于电塔本身的

承受力要求更高，所以在开展电塔结构设计的过程中，必须

要满足最基础的承压要求，符合安全标准，但是中国在这一

方面的经验，明显不足，因此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其电力建设，已经走在了整

个世界的前列。举例来讲，对于德国而言，由于其电力工业

发展速度的加快，相应的电力线路通道建设规模也相对较

大，而且该国家的最高电压，已经可以达到了 380V。根本

原因，就是对比其他国家，德国本身的国土面积并不是很大，

因此为了使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有效地增加，并且实现使

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将电力线路走廊通道建立了进来，

而且国家也明确规定，若对新的线路进行建立，必须以同塔

为基础，进行两回或者两回以上的建立，但是对于德国而言，

整体的高压线路基本都是同塔四回，甚者还有四回以上，此

种线路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大的财力。对于同塔四回

电力线路而言，其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满足最大

高压 380V运行两次。对于日本而言，其国土面积，更是小

之又小，因此，基于用地如此紧张的背景下，最为常见的就

是同塔多回路电力线路建设 [1]。

根据相关比较，可以发现，对比同塔四回路要比同塔

双回路的塔基明显重得多，相应的耐张力也要相对较重。这

根本原因，就是铁塔本身的高度，所以成本会有很大的支出。

在开展高压多回路的电力铁塔建设过程中，水泥和钢

筋属于最为重要的基础材料，由于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实现

多回路线路的架空，所以不论是对于电力铁塔本身的重量，

还是对高压电力的实际承受力要求，都会有很大程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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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因此相应需要建设的材料，也要同步增加。正常情况下，

对比两个同塔双回路建设，电力铁塔建设的工作量相对较

多，因此对于电力铁塔本身而言，其实际耗费的成本非常高。

在实际开展电力线路建设工作的过程中，还要对其中

的电气材料成本费用进行充分地考虑。在电气材料中，主要

包含了两大类，首先就是导线类，其次就是通信线类，将同

塔双回输电线路和同塔四回输电线路进行对比，这两者本身

不论是导线的耗电量，还是通信线的耗电量，均是同样的。

但是对于同塔四回输电线路而言，其可以节省两根线路，不

仅如此，又在绝缘的部分上增加一些，因此实际的电气资金

耗费是相同的。在该方面，针对电气成本的调整，基本是无

法实现的 [2]。

在开展电塔输电线路建设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对资金

进行合理地利用，并且最大化地节约投资成本，因此必须考

虑工程中的施工费用，这与整个工程项目的建设有着密切的

关联。对于线路施工费用而言，不但将相关人员的费用包含

了进来，还包含了众多的施工材料费用等。其实际的影响因

素也众多，既有施工工期，又有施工技术和施工难度。若整

体的施工非常复杂，且耗费的工期相对较长，那么实际的施

工总费用，也就相对较高。

在输电线路施工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的一类费用，

就是征地费用。电力线路走廊通道的实际覆盖面积，就是征

地费用，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对比同塔双回输电线路和同塔

四回输电线路，后者的征地费用相对较少，节省了大约有百

50%。所以，针对征地费用上的成本，是可以实现有效节

省的。

中国在建设电力铁塔工程过程中，要求不论是任何一

种塔型的使用，还是相应电力铁塔荷载量的计算，都必须遵

循《塔型规划及技术条件》中的相关规定和标准，确保后续

施工，可以具备科学的依据。

电力在日常运行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需要对以下

三种情况进行考虑：第一种情况，就是涉及的风速，实际

线路并未断，没有冰；第二种，就是相对风速，线路未断，

覆盖冰；第三，就是温度最低，且没有风也没有冰，线路也

未断。

对于输电线路而言，其实际断线主要会存在以下两种

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悬垂型的杆塔断线，实际的温度

为 -5℃，呈现冰态，无风，基于同一档，任意一导线断开，

地线都不会断开，同样，对任意一地线断开，相应的导线也

未断；第二种情况下，就是耐张型的杆塔断线，实际的温度

同样为 -5℃，呈现有冰的状态，无风，在同一档背景下，

对任意一地线进行断开，相应的但导线也会任意断一根。所

以，杆塔不同，实际的断线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对于悬垂型杆塔和耐张型杆塔而言，其虽然处于同样

的条件下，但是荷载却有很大的不同。以未断线路，存在不

均匀的冰，且温度均为 -5℃，整体的风速完全相同，但是

两侧覆冰存在差异性为重要依据，进行计算，对于第一种

杆塔导线而言，对比最大使用张力，其纵向不平衡张力是

10%；对于第二种杆塔而言，基于同样情况和背景，对比使

用张力，不平衡张力是 30%。由此可见，就这两种杆塔而言，

其存在的不均匀荷载要相对较大。所以，在建设各类杆塔

的过程中，应对导线和地线的不平衡张力进行充分的考虑，

简而言之，就是对于杆塔本身而言，其可以承载的最大荷

载力 [3]。

第一点，在安装悬垂型杆塔的过程中，针对实际的荷

载量情况，需要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充分的考虑。

一方面，就是导线和地线以及具备相关荷载量的物体，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中，还要将各种电线本身的重量包

含进来，还有一些使用工具等荷载量的提升涵盖进来。在整

个过程中，需要对动力系数 1.1进行充分考虑。

另一方面，就是实际进行的各类电线锚线作业可能会

带来的影响。对于锚线而言，其与地之间的夹角，应不大于

20°，实际的动力系数也是一样，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汇

总锚线张线的各种因素，即垂直分量和地线重力以及附加荷

载等，简而言之，就是挂线点垂直荷载量，与此同时，导线

与地线张力和锚线张力的实际纵向之差，实际代表的就是纵

向不平衡张力的具体值。

第二点，对于耐张型杆塔安装而言，需要对以下几点

内容，进行重点考虑，不但有导线和锚线的架设，还有锚导

线的架设和地线荷载等。实际导线本身与地的夹角应不大

于 45°。此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导线本身的拉

线若与平衡张力标准值完全相同，定为 30kN进行后续的计

算，则要以 5kN为标准，计算地线的拉线。

第三点，正常情况下，对于线牵引绳和地夹角而言，

不能大于 20°。不论是导线本身与地线的初始长度和误差，

还是整体的牵引力影响，都要涵盖在紧线张力的计算之中，

然后对同塔四回电力线路进行施工的过程中，确保第一步开

展为地线施工，然后再进行其他施工步骤。

（下转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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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大风天气时，不得进行室外作业。

铁路牵引变电所继保改造工程涉及的部门众多，有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地方供电局、设

备供应商等。首先要加强施工相关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成

员安全意识及技术素质，避免出现因人员对计划、措施和方

案等未学习或理解有误造成事故；其次，要贯彻和落实责任

制，明确项目中各岗位人员的责任，做到职责明确、工作内

容清楚，责任及具体工作落实到人，形成人人肩上有责任的

工作氛围；最后必须注意对相关单位之间的协调，避免各单

位之间因为配合不当而被迫中断工作或进行重复性工作，影

响施工进度。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组织施工各方参加，在

会上就当前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通报，

并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做要求。

铁路变配电所二次继保改造工程是一项较复杂的工程，

因为其所涉及的环节众多和现场情况比较复杂。而目前继电

保护装置的自动化程度以及微机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对于

其中的施工管理以及参与施工人员的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

因此我们要将这项继保改造工程纳入一个更为科学、更加合

理的管理体系中去，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管理制度，打

造出适合新发展时期的一项优质的变配电所二次继保改造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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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现如今中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因

此对于输电塔的涉及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开展输电塔设计工

作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要对物美价廉的建筑塔新型材料

进行考虑，确保资源和成本不被浪费，可以对高负荷电量进

行承载，最终实现既安全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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