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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输电线路运维与检修技术运用探析
蒋　炜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自贡供电公司，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　架空输电线路作为电力传输的主要途径，其运维与检修工作尤为重要。本文对架空输电线路的结构特点

和运维检修技术标准进行分析，探讨了我国架空输电线路运维与检修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更新设备、引入智

能化技术、完善应急机制、加快技术推广以及强化人员培训等优化措施，旨在为改进架空输电线路运维与检修技

术提供有益参考，从而提高线路的运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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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电力需求不断增长，架空输电线路

作为电力输送的骨干，承担着重要任务。然而，随着

线路使用年限的增加，设备老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往

的检修方式难以适应高效运维需求，同时，极端天气

的频繁发生使得线路维护面临新的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电力企业需要提升运维与检修技术，保证电网稳

定运行，并改进技术手段，完善管理机制，降低线路

故障率，保障电力供应的可靠性。

1　架空输电线路运维与检修的相关概述

1.1　架空输电线路结构特点

架空输电线路是借助输电塔架设电力导线进行电

力传输的主要形式，其结构由导线、杆塔、绝缘子、

金具和接地装置等部分组成 [1]。导线多采用铝包钢芯

铝绞线，既具备良好的导电性能，又能抵抗外界的拉力。

输电杆塔的高度根据输电电压等级进行设计，高压线

路的杆塔高度在 30米至 40米之间，以保持与地面的

安全距离。杆塔的基础设计需考虑土壤承载力、地震

烈度和风压等因素，保持线路稳固。绝缘子由陶瓷、

玻璃或合成材料制成，耐受电压能力根据线路电压等

级进行配置。金具包括线夹、耐张线夹、悬垂线夹等，

用于固定导线连接各类设备。线路的接地装置是保障

线路运行安全的重要部分，接地电阻值一般要求控制

在 10欧姆以下，以减少雷电对设备的冲击。

1.2　运维与检修的技术标准

架空输电线路的运维与检修技术标准要求非常严

密，涉及多个关键参数。在线路日常运维中，导线的

弧垂测量需符合特定电压等级的要求。在 220千伏的

输电线路上，导线的弧垂应控制在线路长度的 2.5%至

3%范围内，以防止导线过度松弛导致安全隐患 [2]。导

线与地面、建筑物、树木等的最小安全距离则严格遵

循国家标准，50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最小垂直距离应

不低于 8.5米。运维人员在巡视过程中，必须保证导

线接头的温度不超过 70 ℃，若温度超过此值，需立即

采取降温措施。此外，杆塔的倾斜度测量标准明确规定，

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杆塔的倾斜度不得超过塔高

的 1.5%。每次巡检后，都需要对线路的接地电阻进行

测量。检修技术标准同样详细，带电作业时，电力工

人使用的绝缘手套必须能承受工频耐压 30千伏，绝缘

靴的标准耐压值为 20千伏，定期进行绝缘性能测试。

登塔作业时，架空线路杆塔的设计需具备每平方米不

低于 800牛顿的抗风荷载能力，同时塔材的耐腐蚀性

必须经过 5年周期的标准检测。在线路检修前，停电

操作应确保断路器的操作时间在 50毫秒以内，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电力中断时间。

1.3　架空输电线路运维与检修技术的发展历程

早期的运维依赖人工巡视，工人需高空作业手动

检测线路设备，效率低下且安全风险高。随着科技的

进步，20世纪 90年代，红外测温、超声波检测等技术

逐步应用于线路检测中，提高了故障发现的准确性。

进入 21世纪，随着电网规模扩大，智能化技术逐渐融

入运维检修领域。无人机巡检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升

了巡检效率，能够快速覆盖广阔的线路区域，精确识

别缺陷。近年来，带电作业技术的成熟使得检修人员

能够在不停电的情况下进行维护，减少了停电时间。

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推动线路

状态的实时监测，使得线路管理更加智能化。当前，

无人巡检系统正逐渐成为运维主流，实现了更高效、

更安全的线路运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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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架空输电线路运维检修的问题分析

2.1　设备老化削弱线路稳定

我国大量架空输电线路投入使用已有几十年，设

备老化问题日益严重。根据国家电网统计数据，近五

年因设备老化引发的线路故障比例已占总故障的 25%

以上 [3]。导线的绝缘性能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金具

老化使得导线与杆塔的连接不牢固，杆塔本身因长期

暴露于风雨等自然环境中，结构损伤逐渐加重。输电

线路中使用的绝缘子，在长时间运行下，其耐受电压

能力下降，容易出现击穿现象。

2.2　检修方式落后影响效率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架空输电线路仍采用传统的

人工巡检方式，检修效率较低。根据电力行业统计，

每次人工巡检需要耗费 4小时至 8小时，且难以及时

发现隐性故障。由于人工巡检依赖基本工具，检测精

度有限，容易漏掉微小的隐患，导致问题积累，影响

线路长期稳定运行。传统检修方式的技术手段较为单

一，主要依赖物理接触进行设备检测，这使得检修人

员的工作负荷大幅增加，且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在

设备日趋复杂的现代电网中，落后的检修方式与现代

线路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

2.3　极端天气应对能力薄弱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架空输电线路在应对自然

灾害时表现出较大的脆弱性。大规模雷暴、冰雪灾害、

台风等自然现象对输电线路造成严重威胁，线路在高

风速、大降雪等情况下容易出现断线等问题。据相关

数据统计，2019年我国南方雪灾，因覆冰厚度超标，

导致约 2 000公里的架空线路瘫痪，影响数十个城市

的正常用电。而现有的应急响应机制在应对这些突发

状况时效果不佳，极端天气导致的线路故障频率不断

上升，加剧电网的安全隐患。

2.4　技术应用滞后制约发展

我国部分架空输电线路运维仍主要依靠传统技术

手段，现代化智能运维系统的普及率较低，技术滞后

成为制约线路运维和检修效率的主要问题。据统计，

目前仅有不到 30%的输电线路采用智能化监测设备，

导致在线路发生故障时难以实现实时监测，排查故障

的反应速度受到限制。虽然电力企业已逐渐引入无人

机巡检、带电作业等新技术，但其覆盖范围仍然有限，

设备更新速度落后于现代电网发展的需求，限制线路

运维的全面提升。

3　优化架空线路运维和检修技术的措施

3.1　更新设备，保障线路运行

设备老化直接威胁到架空输电线路的运行稳定性，

因此定期更新设备是保障线路安全运行的必要措施。

更新设备能够有效提高导线、绝缘子、金具等部件的

耐用性，降低因设备老化引发的故障概率。电力企业

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全面评估，确定优先更新的部件，

同时建立长期的设备更新计划，使设备始终处于最佳

运行状态。电力企业在更新设备时，要对架空输电线

路进行全面的设备状态评估，建立线路健康档案。技

术工人需要借助红外测温、超声波探伤等专业检测手

段，精准掌握导线、绝缘子、金具等关键部件的运行

状态，判断老化程度。评估结束后，根据线路的健康

等级，制定更新优先级，优先更换老化严重区域设备。

导线更新时，需选择耐候性更强的铝包钢芯导线，导

线直径选择在 24毫米至 30毫米范围，既提升传输效率，

又增强抗拉强度。绝缘子更新时，需采用抗污型合成

材料绝缘子，耐受电压需符合国标要求，以提高电气绝

缘性能。对于杆塔的金具，需使用耐腐蚀性能优良的高

强度镀锌钢金具，具备承受超过 60千牛拉力的能力。

3.2　引入智能化技术，提升检修效率

电力企业引入智能化技术将大幅提升架空输电线

路的检修效率，借助无人机巡检、智能监测系统和大

数据分析，可以实时掌握线路运行状态，提前发现潜

在故障并进行预防性维护。电力企业应加大对智能化

设备的投入，建立完善的智能监测网络，优化现有的

检修流程，减少人工巡检的工作量，提高故障处理的

及时性。电力企业在引入智能化技术时，需构建覆盖

全网的智能监测网络，安装具备在线监测功能的传感

器，传感器需具备超高频局部放电检测、温湿度监控、

线路电流及电压波动分析功能，能够对每条线路进行

24小时实时监控。无人机巡检需配备高分辨率红外热

成像仪与光学变焦镜头，巡检高度设定在 20米至 30

米之间，保障精确捕捉线路表面的细微缺陷。电力企

业应根据线路长度制定巡检路线，使用无人机自主飞

行规划功能减少人为干预。无人机每次巡检后，采集

的数据应自动上传至云端数据处理系统，结合大数据

平台对线路历史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识别异常趋势。

实施智能巡检系统需与配电自动化系统相结合，优化

检修流程，预设线路异常警报触发条件，警报触发后，

系统自动生成故障报告，并即时推送至运维团队进行

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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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善机制，提升应急响应

极端天气对架空输电线路的破坏不容忽视，电力

企业需要完善应急响应机制，提高应对突发状况的能

力 [4]。电力企业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和快速响应机制，

能够有效缩短抢修时间，减少因自然灾害引发的电力

中断，保障线路的及时恢复，提高整个电网面对突发

事件时的整体抗风险能力。电力企业需建立多层级的

应急指挥中心，涵盖中心调度室、区域应急分队以及

现场抢修小组，使不同区域在极端天气来临时能够快

速响应。经由气象监测系统与线路在线监测系统的联

动，提前预测受极端天气影响的区域，结合历史故障

数据，针对性制定抢修计划。企业应在重点区域预置

应急抢修队伍，抢修车辆、应急发电设备、绝缘修复

工具等物资应按计划提前部署，保证关键线路能够在

最短时间内恢复运行。应急预案的制定需涵盖风力、

雷暴、冰冻等不同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处理流程，明确

每个环节的操作步骤。应急通信系统应具备独立信号

传输能力，保证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与各抢修小组保

持无缝联系。抢修过程中实时监控进度，使用无人机

巡检受损线路，及时调整抢修策略，调度备用线路分

流负荷，保障供电的持续性。

3.4　推广技术，加速创新升级

技术创新是提升架空输电线路运维和检修水平的

重要手段，电力企业经由推广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

等新型运维技术，能够实时监测故障并快速处理，提

升线路运维的智能化水平 [5]。企业需要积极投入科研，

推动技术的应用推广，制定技术应用的标准化流程。

同时，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保证技术持续更新。

电力企业在推广技术时，需要建设一体化智能监测平

台，该平台需具备人工智能故障诊断、大数据分析与

云计算功能，实时监控线路的温度、电流等关键参数，

并对异常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为推动技术落地，企业

应建立标准化的技术应用流程，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于故障预测环节，制定明确的模型训练规则，保证算

法的精准度达到 95%以上。在大数据分析部分，企业

需要整合历史故障数据，利用自适应神经网络等高级

算法对线路状态进行趋势分析，提前预判潜在问题。

在技术推广的过程中，企业需加大与科研机构的合作

力度，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研发模式，定期召开技术研

讨会，讨论运维中遇到的新问题。

3.5　强化培训，优化人员素质

随着运维和检修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力企业提升

人员素质是必要的。强化员工培训不仅能提升员工的

专业技术水平，还能增强其对新技术的应用能力，保

证新技术在实际操作中得到充分利用。电力企业应建

立系统的培训机制，定期开展技能培训，特别是在智

能化技术应用方面，保证所有操作人员具备足够的技

术知识和实操能力。电力企业应建立涵盖基础理论与

实操技能的培训体系，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类课程，

针对不同技术等级的运维人员进行定向培养。智能化

技术培训需特别设置专项模块，包括无人机巡检操作、

智能监测系统数据读取与分析、故障预警系统应用等

内容，要求操作人员在实际场景中熟练掌握设备的使

用技巧。每个运维人员需在 6个月内通过理论与实操

考核，考核标准需覆盖设备运行的准确率、数据分析

的精度、设备维修的时间等多个维度，保证培训效果。

企业还需设置专用实训基地，模拟真实的输电线路环

境，建立标准化的无人机操作台、线路监测终端以及

故障模拟系统，运维人员需完成完整的线路巡检流程。

4　结束语

架空输电线路的运维与检修技术对于电力系统的

稳定运行至关重要。面对设备老化、传统检修方式效

率低、极端天气应对不足等问题，电力企业亟需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优化。通过更新设备、引入智能化技术、

完善应急机制、推广创新技术以及强化人员培训，可

以全面提升运维和检修的效率。这些措施能够保障线

路的安全运行，还能有效降低故障发生的频率，提高

电网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架空输电线路的运维与检修工作将朝着更加

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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