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29. 020
CCS K 09
备案号： DL
中年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DL/T 409—2023
代替 DL 409—1991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Safety code of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Part of electric lines

（报批稿）

20XX—XX—XX 发布 20XX—XX—XX 实施

国家能源局 发 布



DLT 409—202X

目 次

前言 —
_
： r—IV

引言 - -……-……— …V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一』
_
一』 一一1

3 术语和定义 1

4 作业要求 2 ― 一 2

4.1 工作人员 ... 2

4.2 作业现场一 2

4.3 其他要求 一u 3

5 安全组织措施

_
一, k 3

5.1 一般要求……— … 3

5.2 现场勘察……_ 3

5.3 工作票
二--厂二 k—一 - 一二手…一，一「一一3

5.4 工作许可 — 6

55 工作监护 t— …..… 6

5.6 工作间断 ... .... 6

5.7 工作终结和恢复送电 二—二 1

6 安全技术措地 — : --―-.7

6.1 一般要求 —— — 「一
1

62 停电 ―心一一 二，；一3 一二…一一一 ― 年♦…7

63 验电 - ... S

6.4 接地 :一 不 5»— 8

7 运行与维护 —— ----- —- 9

7.1 一般要求 一亦一 — ……9

7一2 巡视 —…. „ 9

7.3 电气操作 9

7.4 维护 一产………10

S 线路作业 II

S.1 一般要求 ―― 二 一…— ―工••一-一 11

S-2 高处作业…一一一一— 11

&3 坑洞开挖 11



DLT 409—2023

8.4 杆塔上作业 . ...…….............11

8.5 立杆和撤杆一……一『 .......12

乱6 放线、紧线、撤线施工 12

8.7 起重与运输 一二— 加 ――；一12

9 邻近带电导线的作业…— ...13

9.1 —般要求 - -14

92 带电线路杆塔上的作业 _二易 … . 14

9.3 邻近或交叉其他线路的作业 …一— .....14

9.4 同杆塔多回线路中部分线路停电的作业 15

95 感应电压防护 15

10 电力电缆作业
七 件

16

10.1 1般要求 …一一一 16

10.2 电统施工 .....16

10.3 电缆试验 告
16

11 配电设备作业一……一一 17

11 1 一般要求 二 格 _二」一—— ……17

11.2 架空绝绿导线作业 17

11.3 低压作业 工一 .17

11.4 装表接电 -..18

11.5 分布式电源相关作业 -..1K

12 诚验与检测 一金………二二 18

12.1 —般要求 18

12.2 试骁和检测 「……「「一… 一： 18

123 测量 .18

13 带电作亚 一心 »一 19

13.1 —般规定 .....19

13.2 一般技术措施 . .— 19

133 等电位作业 22

13.4 绝舞斗臂车作业…— ........23
13.5 带电检洞绝爨子…………上一上— 位

13.6 带电断，接引线…— …

__
24

13.7 带电短接设备 .-24
13.8 保护间隙 24

139 带电水冲洗一… .......25

13.10 带电作业工具使用、保管和试验 26

n



DLT 409—202X

14 其他安全要求 26

14.1 —般安全要求. 26

14.2 有限空间作业— 27

附录A（规范性） 标示牌样式……一一一 二 三—3 .28

附录B（资料性） 现场勘察记录格式 29

附录C（资料性） 电力线路第一种工作票格式 30

附录D（资料性） 电力线路第二种工作票格式. -32

附录E（资料性） 带电作业工作票格式 __ 33

附录 F（资料性） 故障紧急抢修单格式 34

附录G（资料性） 电力线路工作任务单格式 35

附录H（资料性） 操作票格式
「二件 —— .—-

_
一号…36

参考文献 …— —39

in



DL T 409—2023

，『 —1—
刖 B

本文件按照GE,叮 1.1-202D 士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划3 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L 409—199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电力浅路部分）》，与DL 409-1991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本版全面修订，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 *范围E 一章（见第 I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一章（见第 2 章）.〃术语和定
义中 一章（见第3章）、 "试验与检侧”一章（见第 12章》、“其他安全要求”一章（见第

14 章）：增加了 5 个附录（见附录& 附录 C, 附录 F, 附录 G, 附录 H）；由 9 章和 6 个附

录调整为14 章和 10个附录；

b） 增加了现场勘察要求（见 5.2）二

c） 增加了工作票“双签发&总体要求（见 5.生 2.8）；

由 增加了高压直流线路验电要求（见6.3.4）；

e） 增加了低压停电作业安全措施 C见 6.4.10）；

f） 增加了运行和维护（见第7章）;

就 增加了直升机和无人机巡视应遵守的规定（见工 2.7、7.2.8）；

h） 增加了无人机喷火、 光清除异物、融冰等作业安全要求（见 7- 生 S. 7.4.9）；

i） 增加了高处作业要求（:见 9.2）：
j） 增加了试验与检测（见第 整章）；

k） 增加了电力电缆试验安全要求（见 的 ；

1） 增加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要求（见 14.2）；

m） 增加了安全距离数据（.见表 1、表3、表4）；

口） 修改“总则”为 百作业要求”，细分为工作人员、作业现场和其他要求三部分；

0） 修改“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为“安全组织措施中 （见第 5章，1991 年版的第 3章）；

P） 修改了工作票种类，增加带电作业票、故障紧急抢修单 C见 5.箝 ；

q） 修改 "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为“安全技术措施”（见第 6章，1991 年版的第4 章）；

6 修改 并一般安全措施”为“线路作业”（见第8章，1991 年版的第 5章）：
s） 修改“配电变压器台上的工作" 为“配电设备上的作业“ ，增加了架空绝缘导线作业要求
（X 1L2）、低压作业要求〔见 口.3）、装表接电要求（见 1L4）、分布式电源相关工作

要求（见1L5）；

t） 删除了带电爆炸压接〔见1991年版的加八；

n） 删除了紧急救护法（见 1为1年版的附录 F）.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二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高压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6）归口v

本文件起草单位: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费正明、王东、罗耀国、方圆圻、葛乃成、苏峰、万保权、陈刚、唐陇军，

陈江波、孟繁石、章伟林、聂宇本，陈宏、刘亨铭、张健、陈利飞，王军亮、郭成英、葛兴科、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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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陈彦廷、王大玮、物鹏云、何妍、张雷、索克铭、李天友、游仁敏、徐伟、黄明伟、杜砚、李永

志。

本部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请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一

号，100761）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1年首次发布为DL 409—1991；
一一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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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原国家能源部于1991年3月建日发布行业标准《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 (DL 409-
1991) ，在加多年的实施过程中，执行情况良好，对指导电力线路作业人员行为和规范安全管理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人身、电网、设备安全提供了保障.

近年来，我国电力行业有了飞速发展，特高压交直流技术已得到大范围成熟应用，电力设备制造

技术不断进步，生产组织管星模式也在发生变革，运检一体、机器代人、一键顺控、不停电作业等均

在试行推广.21世纪以来，以电为中心、清洁化为特征的能源结构调整加快推进，风能、太阳能等新
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配电网有源特性显现,“双碳" 目标提出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下，电力企业

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源网荷储高度融合,原标准的部分内容己不能满足电力安全工作的实际需要，亟

需修改完善，

本次修订，对管理性的组织措能提出总体原则要求，明确工作组织流程，工作票、操作票蒂式需

具备关键要素，各电力企业在使用中可结合实际调整完善二 对各类作业的技术措施要求，从各种作业

方式进行明确，适应当前的电网、设备和技术发展.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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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范围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本文件规定了电力生产单位和电力线路作业现场人员应遂守的基本电气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运行中的电力送路和配电网中的配电设备及其相关场所的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聚使用导则

GB/T 37S7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管理、使用、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规程

GB/T 5972 起重机钢坐绳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

GE 6093 坠落防护 安全带

GB/T 13395 电力设备带电水冲洗
GB/T 18857—2019 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288 架空输电线路直升机巡视技术导则

DL/T 392 工000kM交流输电建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40S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DL/T 692 电力行业紧急救护技术规范

DL/T 881 =500kV宜流输电浅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9的 带电作业用工具库房

DL/T 976 带电作业工具、装置和设备预防性试骏规程

DL/T 1060 750r交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1126 同塔窑回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1242 特高史直流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1341 士660km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1345 直升机电力作业安全规程

DL/T 1476 电力安全工器具预防性试骁规程

DL/T 1482 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作业技术导则

DL/T 1720 架空输电线路直升机带自作业技术导则

口L 5027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又件.

3. 1
电力线路 electric line
在系统两点间用于输配电的寻线、绝缘材料和附件组成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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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含输电装路、高压配电线卷F 低压配电关踞、电力电缆线路、配电网中的配电设备等：

［来源二 GB/T 2900.50—2008, 601-03-3, 有修改］

3.2

低［电］压 Ion voltage. LX
用于配电的交流系统中 1O00V 及其以下的电压等级，或直流 1500 (±750) V 及其以下的电压等

级「

［来源：GE/T 2900.50—2008- 601-01-26, 有修改］

3.3

高［电］压 high roltage. HV
常指超过低压的电压等级二

特定情况下，指电力系统中输电的电压等级工

［来源：&B/T 2900.50^2008 r 601-01-27］

3.4

运用中的电气设备 operating electrical equipment
全部带有电压、一部分带有电压或一经操作即带有电压的电气设备.
注：本文件中电气设各主要指电力线路和里电河中的配电设备，

3.5

双重称号 dual title
线路名称和位置称号，位置称号包括同塔多回线路中导线架设位置，如上线、中浅或下线和面向

线路杆塔号增加方向的左线或右线二

3.6

带电作业 live working; live ivork
工作人员接触带电部分的作业，或工作人员身体的任一部分或使用的工具、装置、设备进入带电作

业区域内的作业。

注1：带电作空的例子包括:绝嫁子、同播棒的更爱绝绿子和帝电部分的清洗，以及其他元带的更换 U

注2：带电作盘所采用的方法如：地电位作业、中间电位作型、等电位也近二

注3：本条目在工EC 的的卜的仁1999中的编号为班1-01-02,本条目被修订以明哨带电作近的概念.

［来源：GB/T 290C.55—2016, 2.b 有修改］

3.7

故障紧急抢修工作 emergence repair work
电气设备发生故障被迫紧急停工运行，需短时间内恢复的抢修或排除故漳的工作

4 作业要求

4.1 工作人员

4.1.1 应无妨碍工作的病症。

4.1.2 应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 DL/T 的2的紧急救护法，特别要熟练掌握触电急救.
4.1.3 应具备必要的电气知识和业务技能，按工作性质，熟悉本文件的相关部分，并经考试合格，

4.1.4 因故间断电气工作连续三个月及以上者，恢复工作前应重新学习本文件，并经考试合格.

4.1.5 特种作业人员参加工作前，应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考试合格，并经单位批准「

4.1.6 新参加电气工作的人员、实习人员和临时参加劳动的人员【管理人员、非全日制用工等)，下

现场参加指定的工作前，应经过安全生产知识教育，且不应单独工作.

4.1.7 应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4.1.8 各单位应发布可单人操作或作业的人员名单及工作范围.

4.2 作业现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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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安全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在使用前应确认合格、齐备，工作中所使用的电力安全工器具预防

性试缝应符合DL/T 1476的要求.
4.2.2 经常有人工作的场所及施工车辆上宜配备急救箱，存放急救用品，并指定专人检查、朴充或更

换。

4.2.3 装有攀登装置的杆塔，攀登装置上应设置“禁止攀登，高压危障！"标示牌样式按照附录 A要
求二 装设于地面的配电变压器等设备应设有安全围栏，并悬挂 "止步，高压危险！”等标示牌.

4.3 其他要求

4.3.1 作业前，应做好安全风险辨识. 作业人员应被告知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

范措施及应急措施二

4.3.2 作业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脸作业，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洋业人员

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描离作业场所，并立即报告；现场负责人应组织人员撤离

作业现场二

4 3.3 任何人发现有违反本文件的情况，应立即制止，经纠正后方可恢复作业.

4.3.4 线路作业登杆前，应核对线路名称和杆号上

4,3.5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应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

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4.3.6 配电系统中的开关站、高压配电站（所》、箱式变压器等工作也可按照 DL/T 408 的有关规定
执行。

5 安全组织措施

5. 1 一般要求

5.1.1 安全组织措施作为保证安全的制度措施之一，包括现场勘察、工作票、工作的许可、监护、间

断和终结等工

5.1.2 工作票签发人、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工作许可人、专责监护人和工作班成员在整个作业流

程中应履行各自的安全职责工

5.2 现场勘察

5.2.1 电力线路或免电设备作业，工作票签发人或工作负责人认为有必要现场勘察的，应组织现场勘

察，并填写现场勘察记录，见附录以

5.2.2 现场勘察应查看系统接线方式、线路布置方式，需要停电的线路范围、保留或邻近的带电线路

及带电部位，现场作业条件、环境和其他危险点等二

5.2.3 现场勘察堵果应作为填写、签发工作票的依据1

5.3 工作票

5. 3.1 工作票的分类

5. 3. 1.1 工作票是准许在运用中的电气设备及相关场所上工作的书面安全要求之一，包含编号、工作

地点、工作范围、工作内容、计划工作时间、工作许可时间，工作终结时间、停电范围和安全措施.

以及工作票笠发人、工作许可人、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班成员等内容二

5. 3. 1.2 需要高压电力线路（或配电设备）全部停电、部分停电或做安全技术措施的工作（包括直流

接地极线路或接地极停电工作），填用电力线路第一种工作票，见附录5

5.3. 1.3 符合下列条件者，填用电力线路第二种工作票，见附录 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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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带电线路杆塔上与带电导线最小距离大于表 1安全距离的工作；

引 运行中的配电设备上与高压带电部位最小距离大于表 1安全距离的工作;

.c） 高压电力电缆不需要停电的工作；

d） 直流接地极线路或直流接地极不需要停电的工作.

表1 在高压带出线路杆塔上工作与带电导线的安全距离

电压等彩
kV

安全鬼离

m
电压等蝮

kV
安全距蒸

交流

10及以下二 0.7 (0.35> - 330 4.0

20.35 1.0 (0.6) & 500 5.0

66. 110 1.5 750 8.T
二王 3.0 1000 S.5

直沛

±50 1.5 ±6&0 9.0
±400 工才 ±800 10.1

±500 6.B ±1100 17.0
1

表中未列电压应选用高一电压等级的安至距离，上工里¥执行 ZOkV的安全距离，后表同.
：
括号内数值权用于作业人员与带电设备之间来或了绝绿遮蔽或安全遮拦措施的情，兄.

：
730kY数据按:每故 20OOni校正：±400kF数据按海拔53加校正. 其地电压等线数据按海拔 1的庙校正

5. 3.1. 4 高压带电作业填用带电作业工作票. 见附录E

5. 3. 1.5 故障紧急抢修工作填用故障紧急抢修单或工作票，见附录F. 非连续进行的故障修复工作应
填用工作票.

5. 3. 1.6 其他形式布置和记录的方式包括其他书面记录、电子信息、口头或电话命令等二 按口头或电

话命令执行应留有录音或书面记录=

注，且子信息是指使用电子邮件、短信、即时逋信等方式传递的数字化的文字、量像、音频、视频等信息二

5.3.2 工作票的填用要求

5. 3. 2.1 工作票应使用统一的票面格式，内容应正确，填写应清楚.

5. 3. 2. 2 工作票由工作负责人填写，也可由工作票差发人填写二

5. 3. 2. 3 一条线路或同样塔架设且同时停送电的多条线路及多台配电设备上的停电工作，可填用一张

电力线路第一种工作票「

5.3.2 4 同一电压等级、同类型的数条线路或多台配电设备上的不停电工作，可填用一张电力线路第

二种工作票 U

5. 3. 2. 5 同一巨压等级、同类型、且采取相同安全措施的多条线路或多台配电设备上依次进行的带电

作业，可填用一张带电作业工作票二

5. 3. 2. 6 一条线路检修（施工），其邻近或交叉的其他电力线路需配合停电和接地时，停电、接地等

安全措施也应列在工作票中 n

5. 3. 2. 7 一条线路分区段工作，若填用一发工作票，经工作票签发人同意，在线路检修状态下，由工
作班自行装设的接地线等安全措施可分段执行. 工作票中应填写清楚使用的接地线编号、装拆时间、

位置、人员等随工作区段转移的情况.

5. 3. 2. 8 工作票由设备运行管理革位签发或由经设备运行管理单位审核合格并批准的其他单位签发「
承发包工程中，工作票可实行 "双签发" 形式，承包方、发包方工作票签发人履行并承担各自相应的

安全责任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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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2. 9 工作票经工作票签发人审核签发后，一份交工作负责人执行，另一份由工作票签发人或工作

许可人收执.

5.3.2.10 一个工作负责人不应同时执行两张及以上工作票.

5.3.2.11 若一张工作票下设多个小组工作，每个小组应指定小组负责人（,监护人）, 并使用电力线

路工作任务单，见附录孔 分组实施安全措施时।工作负责人应向小组负责人发放注明线路名称、杆

塔号、有明确安全措施内容的工作住务单.

5.3.2.12 持线路工作票进入发电厂、变电站（含换流站，下同）进行架空线路、电缆等工作，应得

到发电厂或变电站工作许可人许可后方可开始工作V

^3.2.13 在工作票停电范围内增加工作任务时，若无需变更安全措施范围，应由工作负责人征得工

作票签发人和工作许可人同意，在原工作票上增填工作项目；若需变更或增设安全措施，应填用新的

工作票二

5.3.2.14 工作票的有效时间，以批准的检修计划工作时间为限，延期应办理手续.

5.3.3 工作票所列人员的基本条件

5. 3. 3. 1 工作票笠发人应由熟悉人员技术水平、熟悉线路设备情况、熟悉本文件，并具有相关工作经

验的人员担任.

5. 3. 3.2 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工作许可人应由有一定工作经醛，熟悉本文件、熟悉工作范围内线

路设备情况的人员担任。工作负责人还应熟悉工作班成员的工作能力V

5. 3. 3. 3 专责监护人应由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熟悉线路设备情况和本文件的人员担任工

5.3.4 工作票所列人员的安全责任

5. 3. 4.1 工作票笠发人：

a） .应确认工作必要性和安全性；

b） 应审核工作票上所填安全措施正确、完备；

c） 应确认所派工作负责人合适，工作班人员适当、充足 U

5. 3. 4. 2 工作负责人（监护人）：
a） 应确认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正确、完备，符合现场实际条件，必要时予以补充；

b） 应正随、安全地组织工作；

c） 工作前，应对工作班全体成员进行工作任务、安全措施、技术措施交底，告知危险点，应确

认每个工作班成员已清楚并签名；

d） 应组织实施工作票所列由其负责的安全措施；

e） 应督促、监护工作班成员执行现场安全措施和技术措施；

f） 应确认工作人员变动是否合适二

5. 3. 4. 3 工作许可人：
a） 应确认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正确、完备，符合现场条件，对工作票所列内容有疑问，应向工

作票签发人询问清楚，必要时应要求补充；

b） 应确认由其负责的安全措施正确实施；

c） 应保证由其负责的许可工作的命令正瑜二

5. 3. 4. 4 专责监护人：

a） 应明确被监护人员和监护范围；

b） 工作前，应对被监护人员交待其监护范围内的安全措施，告知危险点和安全注意事项；

c） 应监督被监护人员执行本文件和现场安全措施，及时纠正被监护人员的不安全行为。

5. 3. 4.5 工作班成员：
a） 应熟悉工作内容、工作流程，掌握安全措施，明确工作中的危险点，并履行签名确认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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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遵守安全规章制度、技术规程和劳动纪律，执行安全规程；

.0 应服从工作负责人、专责监护人指挥，在指定范围内工作，对自己在工作中的行为负责，互

相关心工作安全;

d） 应正确使用安全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

5.4 工作许可

5.4.1 许可开始工作的命令，应通知工作负责人. 其方法可采用：

a） 电话下达：

b） 电子信息下达；

c） 当面下达；

d） 派人送达 n

5.4.2 工作许可人发出许可下一步工作的命令前，应完成由其负责的安全措施，并向工作负责人逐项

交待匚 工作许可人和工作负责人应分别在工作票上签名，记录许可时间二

5.4.3 填用电力线路第二种工作票的工作，可不履行工作许可手续。

5.4.4 带电作业需要停用重合闻时，应与设备运行管理单位或值班调度员联系并履行有关许可手续二

5.4.5 工作许可后，任何人不应擅自变更安全措施和检修线路、设备的运行方式.

5.4.6 工作负责人应向工作班成员交待工作内容、人员分工、现场安全措施、带电部位和其他注意事

项 u 工作班成员应履行确认手续.

5.4 7 工作负责人发出开始工作的命令前，应确认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已全部完成工

5.4.8 不应约时停、送电.

5.5 工作监护

5.5.1 工作票签发人或工作负责人，应根据现场的安全条件、作业范围、工作需要等具体情况，增设

专责监护人并确定被监护的人员 U 专责斐护人不应兼做其他工作.

5.5.2 工作负责人、专责监护人应始终在工作现场，对工作班成员进行监护，

5.5.3 线路或重电设备停电工作时，工作负责人如需参加工作，应确认工作班成员确无触电等危险*

5.5.4 工作朗间，工作负责人若因故暂时离开工作现场时，应指定能胜任的人员临时代替，离开前立

将工作现场交待清楚，并告知工作班成员工 原工作负责人返回工作现场时，也应履行同样的交接变更

手续，并告知工作班成员 n

5.5.5 若工作负责人需要长时间高开工作现场时，应由原工作票签发人变更工作负责人. 履行变更手

续，并告知全体作业人员及工作许可人.原工作负责人与变更后的工作负责人应做好必要的交接.

5.5.6 专责监护人临时离开时，应通知被监护人员停止工作或离开工作现场，待专责监护人回来后方

可恢复工作「 若专责监护人必须长时间离开工作现场时，应由工作负责人变更专责监护人，履行变更

手续，并告知全体被监护人员.

5.6 工作间断

5.6.1 在工作中遇恶劣气象条件或其他威胁工作人员安全的情况时，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应下令

临时停止工作，并撤离工作现场「

5.6.2 工作间断时，工作地点的全部接地线应保留不动二 如果工作班须暂时离开工作地点，应采取安

全措施或派人看守，不让人，畜接近挖好的基坑或接近未竖立稳固的杆塔以及负载的起重和牵引机械

装置等 恢复工作前，应检查接地线等各项安全措施的完整性.

5.6.3 填用数日内有效的电力线路第一种工作票，每日收工时若将工作地点所装设的接地线拆除，次

日恢复工作前应重新验电、接地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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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4 经调质允许的连续停电、夜间不送电的线路，工作地点的接地线可以不拆除，但次日恢复工作

前应检查二

5.7 工作终结和恢复送电

5.7.1 完工后，工作负责人（包括小组负责人》应检查线路检修地段的状况，确认在杆塔上、导线

上、绝缘子里上及其他辅助设备上没有遗留的个人保安线、工具、材料等，通知并查明全部工作人员

确由杆塔上撤下后，再下令拆除工作地段自行挂设的接地线. 接地线拆除后，应即认为线路带电，不

应再登杆塔工作「

6.7.2 工作负责人在办理分组工作的工作票作业终结前，应收到所有分组负责人作业已结束的汇报.

5.7.3 工作终给后，工作负责人应报告工作许可人，报告方式分为当面报告、电话报告和电子信息报

告；当面报告和用电话报告应经复诵无误，电子信息报告应回复确认无误. 若有其他单位配合停电的

线路，还应及时通知配合停电线路的运行管理单位指定的联系人「

5. 7.4 工作终结的报告内容应包括工作负责人姓名、完工的线路名称和区段、设备改动情况，并说明

工作地点所装设的接地法等安全措施已全部拆除，线路上已无本班组工作人员和遗留物，具备送电条

件。

5.7.5 工作许可人在接到所有工作负责人的工作终结报告，并确认全部工作巴完毕，所有工作人员已

从线路上撤离，接地线己全部拆除，核对无误后，方可下令拆除各侧安全措施，向线路恢复送电二

5.7.6 已终给的工作票、故障紧急抢修单应保存一年「

6 安全技术措施

6. 1 一般要求

高压电力线路、配电设备停电工作，应有停电、验电、接地等安全技术措施.

0 2 停电

6.2.1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线路和设备应停电：

a） 需要淳电检修的线路和设备；

b） 与作业人员在工作中正常活动范围的距离小于表 1规定的线路或设备；

c） 危及线路停电作业：且不能采取安全措施的交叉跨越、平行和同杆塔线路；

d） 可能向工作地点反送电的线路或设备；

e） 其他需要停电的线路或设备二

6.2.2 捡修线路或设备停电，应采取下列措施：

a） 完全断开各方面的电源，不应在只经断路器断开电源或只经换流器闭锁隔离电源的设备上工

作:

b） 拉开隔离开关，高压开关柜的手车应拉至 "试验" 或“检修”位置，使停电设备的各端有明

显的断开点二 与停电设备有关的电压互感器，应从高. 低压两侧断开。无明显断开点的，应

有反映设备运行状态的电气和机械等指示；无明显断开点且无电气、机械等指示时，应断开

上一级电源：

c） 对不能与电源完全拉开的检修线路或设备. 可拆除线路或设备与电源之间的电气连接1

6.2.3 对停电设备的操作机构或部件，应采取下列措施：

a） 可直接在地面操作的断路器、隔离开关的操作机构应加锁并悬挂标示牌；

b） 不整直接在地面操作的断路器、隔离开关应在操作部位悬挂标示牌；

c） 跌落式熔断器熔管应摘下或在操作部位悬挂标示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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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验电

6. 3.1 停电线路或设备接地（装设接地线或合接地刀闸）前,应在接地处验明确无电压「

6. 3.2 直接受电时，应使用相应电压等级、试验合格的验电器在接地处逐相（逐极）验电.验电前，
应先在相应电延等级的有电设备上确证验电器良好「 无法在有电设备上进行试验时，可用工频高压发

生器等确证验电器良好.

6.3.3 高压验电时，人体与被验电线路、设备的距离应符合表 1 的规定，戴绝缘手套，并有专人监

护「

6.3.4 高压直流线路和 330kV 及以上的交流线路，在没有相应电压等级的专用至电器的情况下，可用
带金属部分的绝绿棒或专用绝缘绳验电,监电时绝缘棒或专用绝爨绳的金属部分逐渐接近导线，根据

有无放电声和火花的方法，判断线路有无电二

6.3.5 无法直接验电的设备和恶劣气象条件时的户外设备，可采用间接验电方法进行验电二

6. 3. 6 对同杆架设的多层、同一横担多回线路验电时，应先验低压、后验高压，先验下层、后塞上
层，先验近侧、后验远侧。

6.3.7 浅路中联络用的隔离开关. 断路谷及其组合设备停电检修时，应在其两侧分别验电二

6.4 接地

6.4.1 高压线路或设备经验明随无电压后，应立即装设接地线并三相短路（直流线路两极接地线分别

宜接接地），装设接地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工作地段各端和工作地段内有可能反送电的分支线〔包括用户）都应装设接地线；

杨 宜流接地极线路，工作地段两端都应装设接地线；

c） 配合停电的线路应至少在工作地点附近装设一处接地线；

d） 星形接线电容器的中性点应装设接地线；

e） 电缆、电容器接地前应逐相充分放电，装在绝堤支架上的电容器外壳也应放电.

6. 4.2 工作中，需要断开耐张杆塔引线（连接线）或拉开断路器、隔离开关及其组合设备时，应先在

其两侧装设接地线.

6. 4.3 装设接地线时，应先装接地端，后装导线端.拆除接地线的顺序与之相反工

6.4.4 装、拆接地线均应使用维缘棒和戴绝缘手套，并应有人监护，人体不应碰触接地线或未接地的

导线和设备，

6.4 5 接地线应接触良好、连接可靠二 不应采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或短路工

6. 4.6 成套接地线位由透明护套的多股软铜线构成的接地导线、短路导线和专用线夹、接地体组成.

高压接地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25所\ 低压接地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1日TT工 且应满足装设地点短路电流的

要求「 不应使用其他导线援地或短路二

6. 4.7 利用杆塔或横担接地时，杆塔或横担的接地通道应良好，接地线可单独或合并后接到杆塔或横

担上，杆塔或横担与接地线连接部分应清除油漆.

6.4.8 无接地引下线的杆塔装设接地缓时，可采用临时接地体「 临时接地体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OmL 临时接地体埋深不应小于。输: 土壤电阻率较高的地方应采取改善接地电阻措施二

6. 4.9 同杆塔架设的多回线路上装设接地线时，应先装低压、后装高压，先装下层、后装上层，先装

近侧、后装远侧. 拆除时次序相反. 应采取防止接地线摆动的措施，并满足表 1 规定的安全距离要

求「

6. 4.10 低压配电线路或设备停电作业，验明确无电压后，至少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a） 所有相线和零线接地并短路；

b） 绝爆遮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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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断开点加锁、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或“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的标示

牌，或派人看守。

7 运行与维护

7. 1 一般要求

7.1.1 线路运行与维护包括线路巡视、线路及设备停送电操作，杆塔及配电设备维护、砍剪树木等二

作业时应采取防护措施，与带电部位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二

7.1.2 火灾、台风、暴雪、洪涝、地震、泥石流、沙尘暴等灾害发生时，不应巡视灾害现场二 灾害发

生后，如需对线路、设备巡视，应制定必要的安全措施，经设备运行管理单位批准，并至少两人一

组，巡视人员应与派出部门之间保持通信联络.

7.2 巡视

7.2.1 单人巡视时，不应攀登杆塔或变压器台架上

7.2.2 偏僻山区、夜间、电缆隧道巡视不应单人进行「

7.2.3 夜间巡线应沿线路外侧，大风巡线应沿线路上风恻，
7.2,4 事故巡视应始终认为线路、设备带电,

7.2,5 巡视人员发现导线、电缆断落地面或悬吊空中，应设法防止行人靠近断线地点 Em 以内，并迅
速报告上级，等候处理.

7.2.6 巡视检查高压配电设备时，不应越过遮栏或围墙.巡视配电设备室（箱）应随手关门. 单人巡

视时，不.应打开直接封闭带电部分的高压配电设备的柜门、箱盖、封扳.

7. 2. 7 直升机巡视应遵守DL/T 288规定的安全要求.
7. 2. 8 无人机巡视应遵守DL/T 1482规定的安全要求「

7. 3 电气操作

7. 3. 1 操作发令

7. 3. 1.1 发令人发布指令应准确、清晰，使用规范的操作术语和设备双重名称（即设备的名称和编

号）、线路名称 -7. 3. 1.2 受令人接令后，应复诵或核对无误后执行.

7. 3.2 操作的方式和分类

7. 3. 2.1 电气操作有就地操作和遥控操作两种方式。具备条件的设备可采取程序操作，即应用可编程

计算机进行的自动化操作.

7. 3. 2. 2 电气操作有监护操作和单人操作二种类型. 监护操作是指有人监护的操作，操作时应执行监

护复诵制度, 单人操作，是指一人进行的操作。

7. 3.3 操作票填写

7. 3. 3. 1 操作票是高压电力线路和配电设备操作前，填写操作内容和顺序的规范化票式，包含编号、

操作任务、操作喉序、操作时间，以及操作人或监护人签名等.

7. 3. 3. 2 操作票由操作人员填用，每张操作票填写一个操作任务。

7. 3. 3. 3 操作前，应根据模拟图或接线图核对所填写的操作项目，并经审核签名.
7. 3. 3. 4 事故紧急处理、单一操作、程序操作，可不填用操作票，但应做好记录.工作班组的现场操

作不填用操作票时，应将操作内容按操作顺序填写在工作票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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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3. 5 操作票格式见附录比

7.3.4 操作的基本条件

7. 3.4.1 具有与实际运行方式相符的一次系统模拟图或接线图二

7. 3. 4. 2 操作设备应具有期显的标志，包括命名、编号、设备相色等1

7. 3. 4. 3 高压配电设备应具有防止误操作的闭锁功能，必要时加挂机械锁，

7.3.5 操作的基本要求

7. 3.5. 1 停电操作应按照“断路器一负荷侧隔离开关一电源侧隔离开关" 的顺序依次进行，送电合同

操作的顺序与之相反，

7. 3.5.2 不应带负荷拉（合）隔要开关或操作手车、带接地刃闸〔接地线）合断路器（隔离开关）、

带电合（挂）接地刀闸（接地线）、误分（合）断路器；现场操作不应误入带电间隔

7. 3. 5.3 单人操作时不应登高或登杆操作二

7. 3.5Y 操作中发生疑问时，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发令人报告，待查明原因并确认安全后，方可继蒙

操作「 不应擅自吏改操作票或解除闭锁装置二

7. 3.5, 5 雷电等恶劣天气时，不应就地电气操作或更换熔丝（保险丝），必要时可进行远方及顺控操
作「

7. 3.5.6 雨天操作室外高压设备时，应使用有防雨罩的绝舞棒，并穿绝缘靶、戴绝缘手套「

7. 3. 5.7 操作机械传动的断路器或隔离开关时，应戴绝缘手套二 没有机械传动的断路器、隔离开关和

跌落式熔断器，应使用绝舞棒进行操作，操作柱上油断路器（开关）时，应采取防止断路器（开关）爆炸

的措施工

7. 3.5.S 更换配电变压器跌落式熔断器熔丝，应先将低压刀闸和高压隔离开关或趺落式熔断器拉开1

装卸高度熔断器熔管时，应使用绝绿捧或绝缘钳夹，戴绝缘手套 U

7. 3.5.9 操作后应检查各相的实际位置，无法观察实际位置时：可通过间接方式确认该设备已操作到

亿

7. 3.5,10 发生人身触电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情况时，应立即断开有关设备的电源，

7.4 维护

7.4.1 砍剪树木应有专人监护。砍剪的树木下面、倒树范围内不应有人通过或逗留，城区，交通道

路、人口密集区等应设置围栏.

7. 4.2 砍剪树木时应用绳索控制树木倒向导线相反的方向，绳索应有足够的长度和强度，人员位置应

合理「

7.4.3 .风力超过 5级时，不应砍剪高出或接近线路的树木1

7.4.4 送路带电情况下，砍剪靠近线路的树木，人体、树木、绳索与导线的距离不应小于表 3规定的

安全西离二

7.4.5 树枝接触或接近高压带电导线，应将高压线路停电或用绝缘工具使树枝远离带电导线至安全距

离外，采取措施前人体不应接触树木工

7.4高 砍翦树木，应防止马蜂等动物伤人，上树不应攀抓脆弱、枯死的树枝，并使用安全带，安全带

不应系在待砍剪树枝的断口附近或以上，不应攀登己经锯过或砍过的未断树木:

7.<7 使用斗臂车修剪树木，应采取措施防止树木倒向作业人员和车辆二

7.4.8 无人机喷火、激光清除异物时应避开其池可燃物和行人，增加激光功率过程中发现异常应立即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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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冰作业前，应确认导线、地线、口PGW 光缆等融冰线路及有关装置对塔身等接地体的距离满
足噩冰电压的安全要求. 导、地线同一侧垂直排列时，应先融上层，后跑下层二 跑冰作业时，作业人

员应与杆塔和脱冰范围保持安全距离「

8 线路作业

8. 1 一般要求

8,1.1 垂直交叉作业，应采取防止落物伤人的措施.

8. 1.2 使用直升机进行线路作业应遵守 DL/T 1345的安全规定，并制定专项作业方案=

8,1.3 无人机线路作业，应遂守国家，行业相关规定，必要时应制定专项作业方案工

8,2 高处作业

8.2.1 高处作业应有安全带或安全围栏等保护，转移作业位置时不应失去安全保护工

8. 2. 2 高处作业的安全带应符台 GB 6095的要求.
8.2.3 安全带的挂钩或绳子应挂在结实牢固的构件或专为挂安全带用的钢鲤绳上，宜采取高挂低用的

方式，不应系挂在移动或不牢固的物件上，

8.2.4 利用高空作业车、带电作业车、高处作业平台等进行高处作业时，作业平台应处于稳定状态；

移动时，作业平台上不应载人二

8,2,5 登高作业前应检查登高工具完整牢靠、试验合格二

8.2.6 高处作业应使用工具袋二 较大的工具应用绳拴在牢固的构件上，工件、边角余料应放置在牢美

的地方或用铁丝扣牢并有防止坠落的措施二 上下传递工器具、材料等，应使用绳索拴牢传递，不应上

下抛掷。

8.3 坑洞开挖

8.3.1 挖坑前，应与有关地下管道、电缆的主管单位取得联系，明确地下设施的确实位置：做好防护

措施.

8.3.2 基坑内作业,应有临边防护措施；抛土时，应防止土石回落坑内。

8.3.3 在土质松软处挖坑，应采取加挡板、撑木等措施防止塌方二 不应由下部掏挖土层二

8.3.4 在可能存在有毒有害气体的场所挖坑时，应采取防毒、防窒息措施工

8.3.5 检查塔脚，如在对角的两个基脚同时开挖，应不影响杆塔稳定.

8.3.6 变压器台架或电杆打帮桩时，相邻两根电杆不应同时开挖二 承力杆打帮桩挖坑时，应采取防止

倒杆的措施上 使用铁钎时，应注意上方导线.

8，工7 进行石坑、冻土坑打眼时，应检查锤把、锤头及钢钎二 扶钎人应站在打锤人侧面，打锤人不应

戴手套,钎头有开花现象时，应更换修理二

8,3.8 在居民区及交通道路附近开挖的基坑，应设坑盖或可靠围栏，加挂警告标示牌，夜间应设警示

灯。

8.3.9 线路施工需进行爆破作业时，应遵守《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

8,4 杆塔上作业

8. 4.1 攀登杆塔前，应检查轩报、基础和拉线牢固，检查脚扣、安全带、脚 爬梯等登高工具、设

施完整牢固二 遇有冲刷、起土、上拔或导（地）线、拉线松动的杆塔，应先培土加固，打好临时拉线

或支好架杆后，再行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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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上横担前，应检查横担连接是否牢固和横担腐蚀情况，检查时安全带应系在主杆或牢固的构件

上U

8. 4.3 新立杆塔在杆塔基础未完全牢固或未做好临时拉线前不应攀登「
8.4.4 作业人员攀登杆塔. 杆塔上移位及杆塔上作业时，不应失去安全保护」

3.4.5 检修杆塔不应随意拆除受力掏件，如需拆除时，应事先做好补强措施.

& 4.6 调整杆塔倾斜、弯曲、拉线受力不均或迈步、转向时，应先打好临时拉线二 杆塔上有人工作

时，不应调整或拆除拉线工

8.4.7 杆塔上作业时，应使用有后备保护绳的坠落悬挂用安全带，安全绳和保护绳应分别挂在杆塔不

同部位的牢固构件上二

8.4.8 导（地）线上作业时，应采取防止坠落的后备保护措施.在相分裂导线上工作，安全带可挂在

一根子导线上，后备保护绳应挂在整组相导线上.

8.5 立杆和撤杆

8.5.1 立、撤杆应设专人统一指挥: 开工前，应交待施工方法、指挥信号和安全措施.

8.5.2 立、撤杆过程中，基坑内不应有人工作。除指挥人员显指定人员外，其他人员应处在1.2倍杆

高的距禺以外 u

8.5.3 使用起重机械立、撤杆时，不应过载使用，起吊点和起重机械位置应选择适当、吊钩应封闭.

撤杆时，应检查无卡盘或障碍物后再试拔，

8.5.4 立杆及修整杆坑时，应有防止杆身颂斜、滚动的措施，如采用M杆和拉绳控制等.
8.5.5 使用抱杆立、撤杆时，主牵引绳、尾绳、杆塔中心及抱杆顶应在一条直线上，抱杆应受力均

匀，各侧拉线均匀调整.

8.5.6 整体立、撤杆塔作业，起吊前应检查各受力和连接部位全部合格「 杆塔起立离地后，应对各受

力点姓做一次全面检查，确无问即，再继续起立. 起立 60* 后，应减缓速度，注意各侧拉绳.
8.5.7 顶杆及叉杆只能用于竖立 所 以下的拔稍杆，不应用铁锹、桩柱等代用. 立杆前，应开好 "马

道”：工作人员应均勾地分配在电杆的两侧1

8.5.8 在带电设备附近进行立、描杆时，杆塔，拉线、临时拉线与带电设备的距离应大于表3规定的

安全矩离，且有防止立、撤杆过程中拉线跳动和杆塔倾斜接近带电寻线的措施:

B.5.9 临时拉线不应固定在有可能移动或其他不可靠的物体上「 拆除临时拉线前，永久拉线应全部安

装完毕并承力「

8.6 放线、紧线、撤线施工

8.6.1 放线、紧线与撤线工作应有专人指挥. 统一信号，

8.6.2 交叉跨越各种线路、铁路、公路、河流等放、撤线时，应采取搭设落越架、封航、封路等安全

措施。

8.6.3 放线、紧线前，应检查寻线有无津碍物挂住，导线与牵引绳应可瞿连接，线盘架应安放稳固、

转动灵活，制动可靠二

8.6.4 紧线、撤线前，应检查拉线，桩锚及杆塔二 必要时，应加固桩锚或加设临时拉线工 拆除杆上导

线前，应先检查杆根，破好防倒杆措施，

8.6.5 放践、紧线时，应拴查接线管或接线头以及过滑轮、横担、树枝、房屋等处无卡住现象.

8.6.6 放践、紧线与撤线作业时，工作人员不应站或跨在已受力的牵引绳上，导线的内角侧和展放的

导（地）线圈内以及牵引绳或架空线的垂直下方.

8.6.7 不应采用突然剪断导（地）线的方式松线。

8.7 起重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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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1 起重工作应由有经验的人负责，并应统一指挥、统一信号，明确分工，做好安全措施。作业前

应对起重机械进行全面检查.
8. 7.2 起重机械应安置平稳牢固，并应设有制动和逆止装置二 起重机械应与沟、坑边缘等易塌陷区保

持足够的距离，否则应采取防倾倒、防坍塌措施二

8.7.3 起吊物应绑扎牢固，物体有棱角或特别光滑的部分时，在棱角和滑面与染子接触姓应加以包

互

8.7.4 起重时，在起重机械的滚筒上至少应绕有五圈钢丝绳，拖尾绳应由有经骁的人随时拉紧二

8.7.5 起重机械的吊钩应封闭二 使用开门滑车时，应将开门勾环扣紧。

8. 7.6 重物吊离地面后，应由工作负责人检查各受力部位无异常后，再正式起吊。

8.7.7 在起吊、牵引过程中，受力钢壁绳的周围、上下方、内角倒和吊脊、起吊物下面，不应有人逗

明和通过二

8.7.8 采用单吊线装置更换绝缘子和移动导线时，应采取防止导线脱落的后备保护措施

8.7.9 钢丝绳应按其力学性能选用，并应配备一定的安全系数二钢丝绳的安全系数及配合滑轮的直径

应不小于表2的规定.

表2 钢丝绳的安全系数及配合滑轮直径

锅丝堤的用途 滑轮直径口 安全系数了

继双绳及挺拉理 3.5

驱动方式

人 力 三gd 4.5

机 械

孑£6d 5

中 般 孑E8d 5.3

至 线 子20d 6

千斤绳
有绕曲 ★2d 6T
无绕曲 — 5~7

地锥强 — 5~6

捆绑绳 — 10

载人升降机 三40d 14

注：明钢丝道直径.

8. 7. W 钢壁绳的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应符合 GE/T 5972 的要求。
8. 7.11 合成纤维吊装带应按出厂数据使用二 使用时应避免与尖锐棱角接触，发现外部护套破损露出

内芯时，应立即停止使用。

8. 7. 12 起重作业时，膏架、吊具、辅具、钢丝绳及吊物等与架空输电线及其他带电体应保持安全距
要二 遇有台风、暴雨〔雪1 、雷电、大雾、风力6级以上等灾害天气时，不应户外迅重作业.

8,7.13 使用车辆、船舶运输时，不应超载. 易滚动的物件顺其滚动方向三用木楔卡牢并绑扎牢固，

8. 7. U 装卸电杆时应防止散堆. 分散卸车时，每卸完一处，继续运输前应将车上的电杆重新绑扎牢

固二

8.7. 15 多人抬杆，应同肩，步调一致，起放电杆时应相互呼应.
8,7.16 用绳索牵引杆件上山时，应将杆件绑牢，钢丝绳不应触磨地面，牵引路线两侧 5m内，不应有
人逗留或通过.

9 邻近带电导线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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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一殷要求

9.1.1 部近带电导线的工作主要包含带电线路杆塔上的工作、邻近或交叉其他线路的工作，同杆塔多

回线路中部分线路停电的工作 U

9.1.2 邻近带电导线的工作如无法满足安全距离要求，应采用带电作业方式或将相关线路停电后开
届

9.2 带扫线路杆塔上的作业

9.2.1 在带电线路杆塔上进行测量、防腐、巡视检查、校紧螺栓、清除异物等工作，工作人员活动范

馆及其所携带的工具、材料等与带电导线的距离应大于表 1 规定的安全距离工 进行上述工作应使用绝

骞无板绳索，并应设专人监护.

9.2.2 遇有阵风风力六级及以上时，应停止在带电线路杆塔上的工作「

9.2.3 在 10kV 及以下的带电杆塔上进行工作，未采取绝缘隔离措施时工作人员距最下层高压带电导

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0.7mz

9.2.4 运行中的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直流接地极线路和接地极应视为带电线路二 在各种工作情况下，

邻近运行中的直流接地极线路寻线和接地极的最小安全距离按±50kM直流电压等纽控制.

9.3 邻近或交又其他线路的作业

9.3.1 停电检修的线路如与另一回带电线路邻近或交叉，工作时应保持表3 规定的安全距离二

表3 邻近或交叉其他高压电力线工作的安全距离

电压等皴

kv

安全距袭

m
电压等级 安全距离

交流线路

10及以下 1.0 330 5.0

20、35 2.5 500 6.0

66.110 3.0 750 9.0

220 4.0 1000 10.5

巨流线路

±50 3.0 ±6&0 10.0

士《婚 氏2 士施 11.I

士5的 7.S ±1100 18.0

1

士400kF数据按海拔 30如至 530如数招校正后」为全送统一便用的墓值二 7前或数据按海拔 20口州校正；其他

电压等级数据按海表 1000Hl校正二

9.3.2 邻近高压带电线路工作，有可能接近带电导线至危险距离以内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a） 采取有效措施，使工作人员、工器具、导（地）线、牵引绳索、拉绳等与带电导线的最小距

篇大于表3规定的安全距置二

b） 作业的导、地线应在工作地点接地，绞车等牵引工具应接地；

c） 在交叉档内松紧、降低或架设导，地线的工作，停电检修线路应在带电线路下方，且应采取

防止导、地线产生跳动或过牵引而与带电导线接近至表3规定的安全距离以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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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停电检修的线路如在另一回线路的上方，且需在另一回线路不停电情况下进行放松或架设导

（地）线以及更换绝缘子等工作时，应采取经批准的安全措施「 措施应能保证捡修线路的导

（地）线、牵引绳索等与带电线路导线的距离大于表 3 规定的安全距离，且有防止导（地）

线脱落、滑跑的后备保护措施，

9. 3.3 在变电站、发电厂出入口处或线路中间某一段有两条以上相互靠近的平行或交叉线路叶，应满

足以下要求:

a） 每基杆塔上都应有线路名称、杆塔号；

2 开始工作前，应核对检修线路的名称无误，验明线路融已停电并装设接地线；

c） 登杆塔时应核对停电检修线路的名称、杆号无误，并设专人监护，

9.4 同杆塔多回线路中部分线路停电的作业

9. 4.1 同杆塔多回线路中部分线路或直流线路中单极线路停电捡修，杆塔上作业与带电导线的距离应

满足表 1的规定，导线上作业或移动导线的作业与带电导线的距离应满足表 3的规定：

屯屯2 遇有阵风风力六级及以上时，不应在同杆塔多回线路中进行部分线路或直流线路中单极线路的

停电检修二

9. 4.3 同杆塔架设多回线路中部分线路停电检修，工作票填写和篓发时，工作票签发人和工作负责人

应注意多回线路中的每一回线路的取重称号。工作许可时，工作负责人应与工作许可人进行核对二

9. 4,4 防止误登同杆塔多回路带电线路或直流线路有电极，应采取以下措施：
球 每基杆塔应有线路名称、杆塔号和识别标记（.色标等）;

b） 工作前应发给工作人员相对应线路的识别标记；

c） 工作前应核对停电检修线路的识别标记和线路名称无误，验明线路确已停电并装设接地线;

d） 登杆塔至横担处时，应再次核对识别标记与双重称号，葡认无误后进入检修线路恻横担；

日） 登杆塔和在杆塔上工作时，每基杆塔都应设专人监护.

9. 4.5 在杆塔上工作时，不应进入带电侧的横担. 或在带电侧横担上放置住何物件，

9. 4.6 向杆塔上吊起或向下放落工具、材料等物体时，应使用维会无极绳索传递，物件与带电导线的

距离应大于表 3规定的安全距离.

/4.7 放线、紧线、撤线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导线或架空地线由于摆动或其他原因而与带电导线接近

至表 3规定的安全距离以内=

/4.8 同杆塔架设的多回线路，下层线路带电时，上层践路不应进行放、撤导（地）线的工作二 上层

线路带电时，下层线路放、推导（地）线应保持表 3 规定的安全距离，采取防止导〔地＞ 线产生跳动

或过牵手而与带电导线接近至危险范围的措施.

9.4. 9 绑线应在地面统成小盘再带上杆塔使用二 不应在杆塔上卷绕绑线或放开绑线二
9.5 感应电压防护

9,5.1 在 330仙、±400村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运行浅路杆塔及变电站构架上作业，应采取防静电感应

的措施，

9.5.2 绝堤架空地线应视为带电体.在绝缘架空地线附近作业时，工作人员与绝缓架空地线之间的距

离应不小于 a. 4m（+660kV, 750kV 以上不小于 0.6m）：若需在绝缘架空地线上作业，应用接地线或
个人保安线将其可靠接地或采用等电位方式迸行二

9.5.3 工作地段有平行、邻近、交叉跨越及同杆架设线路，在接触或接近停电线路寻线前，应装设接

地线或使用个人保安线.

9.5.4 个人保安线应在接触或接近导线前装设，作业结束，人体脱离寻线后拆除.

9.5.5 个人保安线应使用有透明护套的多股软铜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并有绝缘手柄或绝缘部

件. 不应使用个人保安线代替接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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