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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牵引变电所(包括开闭所、分区所、AT所、开关站、分相所，分级投切所除特别指出外，以

下皆同)是电气化铁路供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行车密切相关。为搞好牵引变电所的运行和

检修工作，确保人身、行车和设备安全,根据《牵引变电所安全工作规程》、《牵引变电所运

行检修规程》（铁运〔1999 〕101 号）制订本实施细则。 

2012 年 5 月 17 日重新修订发布《牵引变电所安全工作规程和牵引变电所运行检修规程实施

细则》（技术规章编号：CDG/GD106-2012）。 

 

第 1 条牵引供电各单位（包括牵引供电设备的管理、维修和施工单位，下同）要切实贯彻

本细则的规定。鉴于各条线、各地区牵引变电所设备和运行条件存在差异，各供电段根据本

细则要求可作相应补充规定。 

第 2 条本细则适用于成都铁路局管内牵引变电所的运行和检修，由铁路局供电处负责解释。 

第 3 条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二、规范管理分级负责 

第一节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第 4 条电气设备运行和检修工作实行规范管理、分级负责的原

则，充分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各级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不断完善检测手段，全面提高牵引供电设备的运行检修和技术管理水平。 

第 5 条铁道部：统一制定全路牵引变电所运行和检修工作有关规章及质量标准；调查研究，

检查指导，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按规定对铁路局进行监督和管理，为铁路局提供服务。 

 

第 6 条铁路局：贯彻执行铁道部有关规章、标准和命令，组织制定本局实施细则、办法；

领导全局的牵引变电所运营管理工作，制定本局管内各供电段的管理和职责范围；审批牵引

变电所大修、科研、更新、改造及局管的基建计划，组织验收和鉴定；并报部核备。 

第 7 条供电段：贯彻执行铁道部、路局有关规章、标准、命令、实施细则、办法和工艺，

组织制定本段的实施细则、办法和工艺；负责本段的牵引变电所运营管理工作，制定本段科

室、车间的管理和职责范围；提报牵引变电所大修、科研、更新、改造及局管的基建计划，

参加验收和鉴定；并报局核备。 

 

第 8 条牵引变电所的增设、迁移、拆除由铁道部审批，封闭和启封由铁路局审批并报部备

案。 

第 9 条因牵引变电所的设备改造、变化而降低列车牵引重量、速度或引起邻局牵引供电设

备运行方式变更时，须经铁道部审批。 

 

第 10 条牵引变电所属于下列情况的技术改造，须经铁路局审批，并报部核备。 

1.改变主变压器进线电源和牵引变电所主接线时。 



2.变更主变压器、断路器的容量和型号时。 

3.变更牵引供电载流回路截面。 

4.变更保护型式、保护整定方式、控制和测量方式时。 

5.牵引变电所新增设备投运。 

 

 

第 11 条牵引变电所 110 千伏(220千伏)系统电源因施工原因需全所停电、采取越区供电的

施工方案须经路局审批。牵引变电所 110 千伏(220千伏)系统电源单回路停电的施工方案由

供电段负责审查，配合实施，并报局核备。 

第 12 条影响牵引供电设备稳定和设备使用安全的施工作业（大修、更改、基建），应由路

局组织审查施工申请的施工方案设计、施工组织设计、安全配合协议并批复，施工单位分别

与设备管理单位和所属车务段签定安全配合协议并经业务处审批后（需接触网停电的作业还

要纳入月度施工计划），方可实施。凡不涉及接触网停电的牵引变电所所内施工，不需到车

站办理登消记手续。 

 

第 13 条为保证电气化区段的可靠供电，由牵引变电所引接非牵引负荷而引起设备改造和向

路外供电时由铁路局审批。供电段与非牵引负荷用户必须签定供用电协议，明确设备分界及

双方责任。 

第二节新产品试运行 

第 14 条凡需在运营的牵引变电所安装新产品进行试运行时，研制单位应向铁路局提出书面

申请，经铁路局批准并报部核备，与承接试运行任务的供电段签订协议后方可安装。 

第 15 条新产品试运行的申请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产品的生产及管理条件。 

2.产品的研制报告。 

3.产品的技术条件及型式试验报告。 

4.安装维修及使用说明。 

5.拟安装的地点、试运行期限，以及在试运行中需检查监测的内容。 

 

第 16 条新产品试运行期一般不少于 1 年。投运时现场人员应与可能造成危险的设施设备

保持安全距离、以保证人身安全。试运行期间供电段按规定进行运行管理，试运行期满后，

供电段应出具运行报告，并报铁路局审核，未经审核的运行报告无效。 

第 17 条新产品安装后，因产品质量危及安全时应立即停运，供电段做好记录报铁路局备查，

并及时通知研制单位。 

第 18 条凡经铁路局批准的新产品在营业线上试运行时，在限定的试运行期限内确因试验项

目本身原因发生事故，依据《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铁道部令第 30 号）第 64 条，

不定责任事故。 

第三节设备分界 

第 19 条牵引变电所设备分界管理应由供电段与相关单位签订设备分界管理协议。属供电段

管辖范围内各车间之间的分界由各供电段自行规定。 

第 20 条牵引变电所与供电局的产权、管理分界：按照《高压供用电合同》的规定执行。 

第 21 条与工务部门的分界：牵引变电所轨回流与钢轨的连接点为分界，连接点及连接线属

供电段，钢轨属工务段。 

第 22 条与电务部门的分界：牵引变电所轨回流与轭流变的连接点为分界，连接线夹、螺栓

及连接线属供电段，轭流变（含连接板）属电务段。 



 

第 23 条与铁通的分界： 

1.牵引变电所、分区亭内以光端机为分界点，电源引入线、远动管理机与光端机之间的连接

线属供电段，其它属铁通公司。牵引变电所内的电话线路均属铁通公司。旧远动设备(实回

线)的分界应以电话分线盒（含分线盒）为分界，分线盒及其前端的设备属铁通，分线盒至

远动装置的设备属供电段。 

2.调度所内以电调机房通信线盒为界，从通信分线盒（不含） 

至远动设备的连接属供电段，其它属铁通公司。 

第二章牵引供电质量管理 

第一节牵引供电系统供电要求第 24 条牵引变电所应保证不间断的可靠供电，牵引供电系统

供电能力必须与线路的运输能力相适应，满足规定的列车重量、密度和速度的要求。满足接

触网额定电压值为 25 kV，最高工作电压为 29kV，最低工作电压为 19kV。 

第 25 条牵引变电所属于一级负荷，地方电力系统应可靠地向牵引变电所供电。 

第 26 条牵引变电所必须具备双电源、双回路受电。牵引变压器采用固定备用方式并具备自

动投切功能。当一个牵引变电所停电时，相邻牵引变电所能越区供电。相邻牵引变电所的进

线电源尽可能来自不同的电源点。 

 

第 27 条牵引变电所一次侧平均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9。第二节牵引变电所供电质量检测分

析第 28 条为确保牵引供电能力满足运输需求，应对牵引变电所供电质量进行检测分析。各

供电段应根据相关标准对现场检测数据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定期形成牵引供电质量分析报告

（详见附件 4 附表 17），上报局供电处。报告内容应包含检测结果、存在问题以及整改建议。

第 29 条检测周期：供电段每年八月底前完成一次全面检测；在调整列车运行图后由路局临

时安排。 

第 30 条检测时间：每次连续检测时间不低于 24 小时。 

第 31 条检测仪器：电压通道不少于 6 通道，电流通道不少于 10 通道，具备自动统计分析

功能。 

 

第 32 条检测项目：110 千伏 A、B、C 三相母线电压和电流，27.5 千伏α、β相母线电压

和电流，馈线电流，复线各供电臂末端接触网电压和电流。 

第 33 条各供电段应利用微机综合自动化、远动系统的统计功能，在每月牵引变电所运行质

量分析中对各供电臂电压质量进行分析，有分区所的直接统计供电臂末端电压，无分区所的

通过计算进行分析。 

 

第 34 条采用标准及分析内容： 

GBl2345--90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中规定：110kV 电压等级供电电压正、负偏差

的绝对值之和不得超过额定电压的 10％； 

GB／T15945--95《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中规定：电力系统正常频率允许偏差值

为±0．2Hz，当系统容量较小时，其偏差值可以放宽到±0．5Hz； 

 

GB／T15543--95《电能质量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中规定：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正常电压

不平衡度允许值为 2％，短时不得超过 4％； 

GBl2326--9 0《电能质量电压波动和闪变》中规定：110kV 电压等级公共连接点的电压波动

允许值应不超过 2％，闪变干扰允许值不超过 0.4%。 

第三节牵引变电所设备质量鉴定 



第 35 条为全面掌握设备运行状态，供电段应于每年 10 月底前对设备进行一次整体质量鉴

定,填写牵引变电所设备质量鉴定统计表和供电不合格设备缺陷分析表（详见附件 4 附表

14-1、14-2）,并上报铁路局。 

第 36 条鉴定范围应包括所有牵引变电设备，下列设备可不作鉴定： 

1.已封存的设备。 

2.本年度新建或已列入当年大修更改计划的设备，对本年度新建或大修更改的设备，其质量

状况可按工程竣工验收质量评定结果统计。 

 

 

第 37 条鉴定后的质量等级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鉴定标准为：优良：设备各项技术参

数达到试验标准，运行良好，且无任何缺陷。合格：设备各项技术参数达到试验标准，运行

良好，但存在不影响安全供电的一般缺陷。不合格：设备技术参数未全部达到试验标准，或

存在影响安全供电的缺陷。 

第 38 条在鉴定期间，已将缺陷处理的设备，可按整修后的质量状态进行评定。 

第 39 条供电段应针对鉴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处理，不能处理的提报大修、更改建议报铁

路局。 

第三章运行管理 

第一节一般规定第 40 条牵引变电所的电气设备自第一次受电开始即认定为带电设备。其运

行编号应按照《牵引变电所电气设备运行编号统一命名办法》执行（详见附件 1）。 

第 41 条从事牵引变电所运行和检修工作的有关人员，必须实行安全等级制度，经过考试评

定安全等级，取得安全合格证之后(安全合格证格式和安全等级的规定，分别见附录 1 、2)，

方准参加牵引变电所运行和检修工作。 

 

第 42 条从事牵引变电所运行和检修工作的人员，每年定期进行 1 次安全考试。属于下列

情况的人员，要事先进行安全考试。 

一、开始参加牵引变电所运行和检修工作的人员。 

二、职务或工作单位变更时，仍从事牵引变电所运行和检修工作并需提高安全等级的人员。 

三、中断工作连续 3 个月以上仍继续担当牵引变电所运行和检修工作的人员。 

第 43 条对违反本细则受处分的人员，必要时降低其安全等级，需要恢复原来的安全等级时，

必须重新经过考试。 

 

第 44 条未按规定参加安全考试和取得安全合格证的人员，必须经当班的值班员、值守人员

或无人值守牵引变电所所属的工区负责人准许，在安全等级不低于二级的人员监护下，方可

进入牵引变电所的高压设备区。 

第 45 条从事牵引变电所运行和检修工作的人员每 2 年进行 1 次身体检查，对不适合从事

牵引变电所运行和检修作业的人员要及时调整。 

第 46 条雷电时禁止在室外设备以及与其有电气连接的室内设备上作业。遇有雨、雪、雾、

风(风力在五级及以上)的恶劣天气时，禁止进行带电作业。 

 

 

第 47 条高空作业(距离地面 2m 以上)人员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的试验标准见附录 3)，戴好

安全帽。在作业范围内的地面作业人员也必须戴好安全帽。高空作业时要使用专门的用具传

递工具、零部件和材料等，不得抛掷传递。 

第 48 条作业使用的梯子要结实、轻便、稳固并按附录 3 的规定进行试验。当用梯子作业



时，梯子放置的位置要保证梯子各部分与带电部分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且有专人扶梯。

登梯前作业人员要先检查梯子是否牢靠，梯脚要放稳固，严防滑移；梯子上只能有一人作业。

使用人字梯时，必须有限制开距的拉链。 

 

第 49 条在牵引变电所内搬动梯子、长大工具、材料、部件时，要时刻注意与带电部分保持

足够的安全距离。 

第 50 条使用携带型火炉或喷灯时，不得在带电的导线、设备以及充油设备附近点火。作业

时其火焰与带电部分之间的距离：电压等级为 10 kV 及其以下者不得小于 1.5 m，电压等级

为 10 kV 以上者不得小于 3 m。 

第 51 条在全部或部分带电的盘上进行作业时，应将有作业的设备与运行设备以明显的标志

隔开。 

第 52 条停电的电气设备，在断开有关电源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并按规定做好安全措施前，

任何人不得进入高压分间或防护栅内，且不得触及该设备。 

 

第 53 条牵引变电所发生高压(对地电压为 250V 以上，下同)接地故障时，在切断电源之前，

任何人与接地点的距离：室内不得小于 4m；室外不得小于 8m。必须进入上述范围内作业

时，作业人员要穿绝缘靴，接触设备外壳和构架时要戴绝缘手套。作业人员进入电容器组围

栅内或在电容器上工作时，要将电容器逐个放电并接地后方准作业。 

第 54 条牵引变电所要按规定配备消防设施和急救药箱。当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要立即将

该设备的电源切断，然后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灭火。在牵引变电所内作业时，严禁用棉纱(或

人造纤维织品)、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擦拭带电部分，以防起火。 

 

第 55 条为保证牵引变电所故障时尽快恢复正常供电，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运输的影响，牵引

变电所应遵循《牵引变电所事故抢修管理办法》（详见附件 2）进行事故抢修。 

第 56 条供电段应建立牵引变电所设备履历台帐并准确填报、统一管理。当设备因大修、更

新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修改、增减相关设备履历，保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二节交接验收第 57 条牵引变电所竣工后，应按规定对工程进行检查和交接试验及全部馈

线的短路试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第 58 条牵引变电所工程交接验收前 10 天，施工单位应向运行单位提交图纸、记录、说明

书等竣工资料。 

第 59 条牵引变电所投入运行前，接管部门要制定好运行方式，配齐并训练运行、检修人员，

组织学习和熟悉有关设备、规章、制度并经考试合格；备齐检修用的工具、材料、零部件及

安全用具等。有人值班、值守牵引变电所控制室内要有一次接线的模拟图，模拟图要能显示

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开、闭状态。 

 

第 60 条在牵引变电所投入运行时要建立各项制度和正常 

管理秩序；按规定备齐技术文件；建立并按时填写各项原始记录、台帐、技术履历等。牵引

变电所应有下列技术文件： 

一、一次接线图、室内外设备平面布置图、室外配电装置断面图、保护装置原理图、二次接

线的展开图、安装图和电缆手册等。 

二、制造厂提供的设备说明书。 

三、电气设备、安全用具和绝缘工具的试验结果，保护装置的整定值等。 



 

 

第三节报表记录第 61 条供电段应在每月 5 日前填报机电报 1、每月 28 日前填报牵引变电

专业运行分析报表（详见附件 3 附表 15、16）。 

第 62 条供电车间按规定填报供电月报、牵引变电专业运行分析报表。变检车间、抢修调度

车间按规定填报牵引变电专业运行分析报表（详见附件 3 附表 16） 

第 63 条有人值班、有人值守的牵引变电所应填写下列记录 (详见附件 3 附表 1 ～6、8)： 

 

一、牵引变电所值班日志 

二、倒闸操作命令记录 

三、作业命令记录 

四、保护装置动作及断路器自动跳闸记录 

五、设备缺陷记录 

六、设备检修记录 

七、保护整定值记录（格式各供电段自定，可以存在变电所微机中、但必须随时可查。） 

 

 

第 64 条无人值守牵引变电所的技术文件和记录，由所属工区负责管理，存放在所内。应填

写的记录如下（详见附件 3 附表 3、5、7、8）： 

一、设备缺陷记录 

二、设备巡视记录 

三、作业命令记录 

四、倒闸操作及作业命令记录 

五、工作票。 

 

第 65 条供电调度应填写下列记录(采用既有格式)： 

一、值班日志 

二、设备缺陷记录 

三、保护装置动作及断路器自动跳闸记录 

四、倒闸操作命令记录 

五、作业命令记录 

 

第四节值班 

第 66 条牵引变电所的值班分为：有人值班、无人值班有人值守（简称有人值守）、无人值

守三种模式。有人值守、无人值守的牵引变电所在检修、施工期间恢复执行有人值班模式。 

第 67 条有人值班的牵引变电所每班应设置一名值班员、一名助理值班员；有人值守的牵引

变电所每班应设置一名值守人员、一名备守人员。 

第 68 条牵引变电所值班员、值守人员的安全等级不低于三级；助理值班员的安全等级不低

于二级。 

第 69 条当班值班员不得签发工作票和参加检修工作；当班助理值班员可参加检修工作，但

必须根据值班员的要求能随时退出检修组。助理值班员在值班期间受当班值班员的领导；当

参加检修工作时，听从作业组工作领导人的指挥。 

 

第 70 条有人值班的牵引变电所要按规定的班制昼夜值班，有人值守的牵引变电所值守人员



所内 24 小时在岗、备守人员随叫随到。在当值期间要做好下列工作： 

一、掌握设备现状，监视设备运行。 

二、按规定进行倒闸作业，做好作业地点的安全措施，办理准许及结束作业的手续，并参加

有关的验收工作。 

三、及时、正确地填写值班日志和有关记录。 

四、及时发现和准确、迅速处理故障，并将处理情况报告供电调度及有关部门。 

五、保持所内整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控制室和设备区。 

 

第 71 条值班员、值守人员要按时做好交接班工作：一、交班人员向接班人员详细介绍设备

运行情况及有关事项，接班人员要认真阅读值班日志及有关记录，熟悉上一班的情况，离开

值班、值守岗位时间较长的接班人员，还要注意了解离所期间发生的新情况。 

二、交接班人员共同巡视设备，检查核对值班日志及有关记录应与实际情况符合，信号装置、

安全设施要完好。 

三、交接班人员共同检查作业有关的安全设施，核对接地线数量及编号。 

四、交接班人员共同检查工具、仪表、备品和安全用具。办理交接班手续时，由交接班人员

分别在值班日志上签字，由接班人员向供电调度报告交接班情况。 

 

第 72 条正在处理故障或进行倒闸作业时不得进行交接班。未办完交接班手续时，交班人员

不得擅离职守，应继续担当值班、值守工作。 

第 73 条有人值班、有人值守牵引变电所、分区亭、开闭所的每个高压分间及室外每台隔离

开关的锁均应有两把钥匙，由值班员或值守人员保管 1 把，交接班时移交下一班；另 1 把

放在控制室钥匙箱内加锁。各高压分间以及各隔离开关的钥匙均不得相互通用。。 

 

当有权单独巡视设备的人员或工作票中规定的设备检修人员需要进入高压分间巡视或检修

时，值班员或值守人员可将其保管的高压分间的钥匙交给巡视人员或作业组的工作领导人，

巡视结束和每日收工时值班员或值守人员要及时收回钥匙，并将上述过程记入值班日志 

无人值守的牵引变电所、分区亭、开闭所的钥匙应由所属工区统一保管。 

第五节巡视第 74 条当值人员、工区巡检人员应按规定对牵引变电所设备进行巡视检查。 

 

第 75 条有权单独巡视的人员是：牵引变电所值班（值守）员和工长、安全等级不低于四级

的检修人员、技术人员、主管的领导干部。 

第 76 条值班员、值守人员巡视时，要事先通知供电调度或助理值班员；其他人巡视时要经

值班员、值守人员同意。在巡视时不得进行其他工作。 

当 1 人单独巡视时，禁止移开、越过高压设备的防护栅或进入高压分间。如必须移开高压

设备的防护栅或进入高压分间时，要与带电部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要有安全等级不低

于三级的人员在场监护。 

 

第 77 条在有雷、雨的情况下必须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要穿绝缘靴、戴安全帽，并不得靠

近避雷针和避雷器。 

第 78 条值班、值守人员每天至少巡视 4 次；每周至少进行 1 次夜间熄灯巡视；每次断路

器跳闸后对有关设备要进行巡视。无人值守牵引变电所的巡视由所属变配电工区负责，巡视

周期每半月 1 次。 

遇有下列情况，要适当增加巡视次数： 

一、设备过负荷，或负荷有显著增加时； 



 

二、设备经过大修更改或长期停用后重新投入系统运行；新安装的设备加入系统运行； 

三、遇有雾、雪、大风、雷雨等恶劣天气、事故跳闸和设备运行中有异常和非正常运行时； 

四、对新装或大修更改后的变压器、SF6断路器、GIS设备等充油、充气设备投入运行后 24 小

时内，要每隔 2 小时巡视 1 次； 

五、大雪、大风、雷雨等恶劣天气后 4 小时内巡检人员对无人值守牵引变电所进行专门巡

视。 

第 79 条牵引变电所的设备巡视项目及要求按照表 3-3 设备运行要求进行。 

第六节倒闸 

第 80 条牵引变电所 10kV 自用电变压器、额定电压为 27.5 kV 及以上的设备，其倒闸作业

以及撤除或投入自动装置、远动装置和继电保护，除第 79 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均必须有

供电调度的命令方可操作。 

牵引变电所额定电压为 27.5 kV 以下的设备，其倒闸作业以及撤除或投入自动装置和继电保

护，须经牵引变电所工长或当值人员准许方可操作，并将倒闸作业以及撤除或投入自动装置、

远动装置和继电保护的时间、内容、原因、准许人的姓名记入值班日志或巡视记录中。对供

给非牵引负荷用电设备的倒闸作业，在正常情况下，由供电段提前通知用户，必要时办理停

送电手续（具体办法由各供电段自行规定）。 

 

第 81 条需供电调度下令进行倒闸作业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遇有危及人身或设备安全的紧

急情况，当值人员可先行断开有关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再报告供电调度，但再合闸时必须

有供电调度员的命令。远动区段遇有危及人身或设备安全的情况时，供电调度员可先行断开

有关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再通知有关部门。 

第 82 条供电调度下达的倒闸和作业命令除遇有危及人身或设备安全的紧急情况外，均必须

有命令编号和批准时间；没有命令编号和批准时间的命令无效。 

 

第 83 条供电调度员对 1 个牵引变电所 1 次只能下达 1 个倒闸作业命令，即 1 个命令完成

之前，不得发出另 1 个命令。 

第 84 条牵引变电所应具备倒闸操作卡片，编写操作卡片要遵守下列原则： 

一、停电时的操作程序：先断开负荷侧后断开电源侧；先断开断路器后断开隔离开关。送电

时，与上述操作程序相反。 

二、隔离开关分闸时，先断开主闸刀后闭合接地闸刀；合闸时，与上述程序相反。 

三、禁止带负荷进行隔离开关的倒闸作业和在接地闸刀闭合的状态下强行闭合主闸刀。 

四、与断路器并联的隔离开关，只有当断路器闭合时方可操作隔离开关。当回路中未装断路

器时可用隔离开关进行下列操作： 

1.开、合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 

2.开、合母线和直接接在母线上的设备的电容电流。 

3.开、合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线(当中性点上接有消弧线圈时，只有在电力系统没有接地故

障的情况下才可进行)。 

4.用室外三联隔离开关开、合 10 kV及以下、电流不超过 15 A 的负荷。 

5.开、合电压 10 kV及以下、电流不超过 70 A 的环路均衡电流。 

 

五、当以备用断路器代替主用断路器时，应检查、核对备用断路器的投入运行条件后，方能

进行倒闸。若主用和备用断路器共用一套保护装置时，必须先断开主用断路器，将保护装置

切换后再投入备用断路器。 



第 85 条当地倒闸 

一、需供电调度下令倒闸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倒闸前要由值班员向供电调度提出申请，供

电调度员审查后发布倒闸作业命令；值班员受令复诵，供电调度员确认无误后，方准给予命

令编号和批准时间；每个倒闸命令，发令人和受令人双方均要填写倒闸操作命令记录。供电

调度原则上不能在倒闸期间进行电话催 

 

时，但值班员受令完成后应将电话挂断，一有电话，值班员必须第一时间先进行接听，以防

止或追回误停误送命令。 

二、倒闸作业必须由助理值班员操作，值班员监护。值班员在接到倒闸命令后，要立即进行

倒闸。手动操作时操作人和监护人均必须穿绝缘靴，戴安全帽，同时操作人还要戴绝缘手套。

隔离开关的倒闸操作要迅速准确，中途不得停留和发生冲击。 

三、倒闸作业完成后，值班员立即向供电调度报告，供电调度员及时发布完成时间，至此倒

闸作业结束。 

 

四、倒闸作业按操作卡片进行，没有操作卡片的倒闸作业由值班员编写倒闸表并记入值班日

志中，由供电调度下令倒闸的设备，倒闸表要经过供电调度员的审查同意。 

第 86 条拆装高压熔断器必须由助理值班员或备守人员操作，值班员或值守人员监护。操作

人和监护人均要穿绝缘靴、戴防护眼镜，操作人还要戴绝缘手套。 

第 87 条带电更换低压熔断器时，操作人要戴防护眼镜，站在绝缘垫上，并要使用绝缘夹钳

或绝缘手套。 

第 88 条正常情况下，不应操作脱扣杆进行断路器分闸。电动操作的断路器，除操作机构中

具有储能装置者外，禁止手动合闸送电。 

 

第 89 条远动倒闸一、调度端进行遥控操作时，必须严格监护制度，即：一人监护、一人操

作。 

二、在调度端进行的远动倒闸操作，供电调度员应提前通知牵引变电所。倒闸时，调度员必

须严格按操作卡片执行,并认真确认遥控对象，牵引变电所当值人员监视执行情况并做好操

作记录。无人值守牵引变电所，由供电调度员通过遥信、遥视系统监视执行情况是否正确。 

三、在对某遥控对象进行遥控操作时，如第一次操作失败，且未发现任何设备缺陷时，允许

再操作一次，两次操作失败，应将牵引变电所的遥控对象置为当地位，进行当地操作。有人

值守的牵引变电所，准许 

 

值守人员单人在主控制室内进行电动当地操作和高压室内分间外进行手动分合操作。无人值

守的牵引变电所，供电调度员应采取相关应急措施进行处理。 

第 90 条对馈线停电的远动倒闸操作，牵引变电所可不进行验电和接地；复线区段出现重合

闸不成功的跳闸时，必须先断开分区亭断路器、隔离开关后才能试送电。 

第七节设备运行方式 

第 91 条牵引变电所采用双电源、双回路受电，牵引变压器一主一备，单台运行，2 个月至

少倒换运行 1 次。复线区段采取上下行并联运行方式。复线越区供电时采取分区所电源侧

并联的方式供电，以最大保证牵引供电能力且故障时不扩大影响范围。 

第 92 条远动监控系统应投入运行。运行时各执行端内所有“远动—当地”转换开关置于“远

动位”。在远动投入运行期间，凡有遥控对象发生故障，应停止对其遥控操作；修复后，供

电调度员应及时恢复遥控功能。 

 



 93 条牵引变电所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电源线路及主变压器自投装置，应处于投入状态。 

二、所有手动隔离开关主刀闸应处于合闸状态。馈线隔离开关的主刀闸与接地刀闸不联动。 

三、备用 27.5 k V断路器应处于热备状态。检修需要时,应向供电调度要令拉出手车，修后应

及时要令将手车推至运行位置。 

四、27.5kV母线电压互感器均应投入运行。 

五、交流系统电源由 10kV所用电源主供，两路独立的电源应处于互备状态，直流系统两组

电池处于并联状态。 

 

第 94 条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如下： 

 

一、接线组别相同。 

二、电压比相同。 

三、短路电压相同。对电压比和短路电压不相同的变压器，在任何 1 台都不会过负荷的情

况下可以并联运行。当短路电压不相同的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应适当提高短路电压较大的变

压器的二次电压，以充分利用变压器容量。 

 

第 95 条在事故情况下允许的变压器过负荷值可参照下表执行： 

 

 

第 96 条当变压器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须立即停止运行： 

一、变压器音响很大且不均匀或有爆裂声。 

二、油枕、防爆管或压力释放阀喷油。 

三、冷却及油温测量系统正常但油温较平素在相同条件下运行时高出 10℃以上或不断上升

时。 

四、套管严重破损和放电。 

五、由于漏油致使油位不断下降或低于下限。 

六、油色不正常(隔膜式油枕除外)或油内有碳质等杂物。 

七、变压器着火。 

八、重瓦斯保护动作。 

九、因变压器内部故障引起差动保护动作。 

 

第 97 条当互感器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须立即停止运行： 

一、高压侧熔断器连续烧断两次。 

二、音响很大且不均匀或有爆裂声。 

三、有异味或冒烟。 

四、喷油或着火。 

五、充油式互感器由于漏油使油位不断下降或低于下限，干式互感器开裂。 

六、严重的火花放电现象。 

 

 

第 98 条 10kV 回路发生单相接地时，电压互感器运行时间一般不应超过 2 小时。 

第 99 条凡设有继电保护装置的电气设备，不得无继电保护运行，必要时经过供电调度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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