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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2(X)5年行业

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发改办工业 【2(X]5」739号)的安排制定

的。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国网北京电力
建设研究院、国网交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西北电网有限公司、陕西送变电工程

公司、北京送变电公司、西北电力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怀清、田子恒、艾肇富、陈发宇、

荆津、衣立东、杨林。
    本标准由国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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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架空送电线路中导线、架空地线、光纤复合架
空地线(OPGW)的张力架线施工工艺。

    本标准适用于750kV架空送电线路。

    以下特殊张力架线施工可参照本标准，进行编制特殊张力架
线施工方案:

    1 大跨越张力架线施工。

    2 不停电跨越张力架线施工。
    3 夹用过 清方法的张力架线旅 T。

采用环形牵放方式的张力架线施工。

多于六分裂导线的线路张力架线施工。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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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 范性 引用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或修改版均不适用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DLJf685 放线滑轮基本要求、检验规定及测试方法
    DLS仪心2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 第2部分:架空电力线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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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般 规 定

3.0.1在架线施工中，用张力放线方法展放导线，以及用与张力

放线相配合的工艺方法进行紧线、挂线、附件安装等各项作业的
整套架线施工方法，叫做张力架线。张力架线的基本特征如下:

    1导线在架线展放过程中处于架空状态。

    2 以施工段为架线施工的单元工程，放线、紧线等作业在施
工段内进行。
    3施工段不受设计耐张段限制，可以用直线塔作施工段起止

塔，在耐张塔上直通放线。

    4 在 盲线塔 贤线 并作盲线塔铃终

在直通紧线的耐张塔上作平衡挂线或半平衡挂线。
同相子导线推荐同时展放、同时收紧的施工方法。

~3

‘
U

    在保证架线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可根据工程具体条件选择张

力架线的工艺流程、施工机械、施工组织及操作方法等。

30.2 利用牵引机、张力机等施工机械展放导线，使导线在展放
过程中离开地面和障碍物呈架空状态的放线方法称为张力放线。

张力放线的基本程序为:

    1展放导引绳:将导引绳分段展放，逐基穿过放线滑车，并
与邻段相连。

    2 用导引绳牵放牵引绳:用小牵引机收卷导引绳，逐渐将施

工段内的导引绳更换为牵引绳。

    3用牵引绳牵放导线:用主牵引机收卷牵引绳，逐步将施工
段内的牵引绳更换为导线。以1根牵引绳同时牵放6根子导线，

称为1牵6放线。

    4 六分裂导线的展放:根据现有的张力放线机械，能组合成

多种张力放线方法。本标准仅介绍一次展放6根子导线的放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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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一次展放6根子导线有3种施工方法:1牵6、1牵(奸2)、
1牵 (2+2十2)，括号内的数字4和2，代表4线张力机和2线张

力机。

      1) 1牵6放线方法:用1台牵引机，牵引1台6线张力
          机出来的6根子导线，用1牵6走板和七轮放线滑车

          配合放线。

      2)1牵 (4+2)放线方法:用1台牵引机，牵引从2台张
          力机中出来的6根子导线，2台张力机中有1台4线
          张力机和1台2线张力机，用1牵6走板和七轮放线

          滑车配合放线。

        3)1牵 (2+2+2)放线方法:用 1台牵引机，牵引从3
          台2线张力机中出来的6根子导线，用1牵6走板和

          七轮放线滑车配合放线。

3.0.3 为保证750kV送电线路建成后的运行质量，在张力架线全

过程中必须对导线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采用不磨伤导线的材料
制作放线滑车的轮槽;正确悬挂放线滑车以改善导线在滑车中的

通过性;机具在选用材料和外形上均有利于保护导线;选择合适

的放线张力，既保证导线架空，又符合导线防振要求。

3.0.4 预防电害是张力架线安全施工的突出问题之一。电害来自

于雷电、平行邻近高电压线路的静电感应、邻近强电流线路的电

磁感应以及与带电体发生事故性接触。必须对施工全过程采取防

止电害的安全措施，设置消除电害的接地系统。
    必须按合理程序装设和拆除临时接地线，使架空的线路在施

工期间始终保持可靠接地，新工序接地线未装设，原工序接地线

不得拆除:必须按DLS以沙.2规定的操作程序装设和拆除临时接
地线。

3.0.5采用张力架线施工的施工段，应具备下列施工条件:
    1 放线段长度不宜超过20个放线滑车。两端的牵引场或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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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场应便于牵引机和张力机的运输和布置，场的前后两端杆塔允

许作直线锚线。

    2 耐张塔单侧紧线时犷应按设计要求安装临时拉线平衡对侧
导线的水平张力。

    3 耐张段长度小于150伪11时，按过牵引2(X)mln验算耐张塔。
耐张金具组合串中应具有调整范围较大的调节金具。

    4 直线塔应设附件安装施工孔，耐张塔应设锚线孔、临时拉
线孔和放线滑车悬挂孔等施工孔，孔径与施工工具相配合。

    5 直线挂线联板和耐张挂线联板均应设置足够的施工孔。
    6 用于张力架线的导线，不得因导线质量问题在张力放线过

程中产生松股、断股、跳股、背股、鼓包、扭曲等现象。

3.0.6 特种导、地线和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的架设，厂

家有严于本标准的特殊要求时，按特殊要求执行。
3.0.了 新技术、新工艺必须经过试验、测试及试点，符合本标准
要求后方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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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 工 准 备

                  4，1 机 具 准 备

4.11机具准备之前，应计算施工段的放线张力及紧线张力，确

定张力放线方式。根据施工技术要求配备放线机具。成套放线机
具应相互匹配。在工程准备阶段应安排落实张力放线的主要机具

如下:

    1 主牵引机及钢丝绳卷车(意大利式牵引机自备卷绕钢丝绳

机构)。

    2 主张力机及导线盘架。
    3 小牵引机及钢丝绳卷车。

    4 小张力机及牵引绳轴架。

    5 导引绳及连接器。

    6 牵引绳及连接器。

    7 牵引板。
    8 旋转连接器。

    9 放线滑车、压线滑车、接地滑车。

    10 连接导线的单头网套和双头网套。
    n 导线、地线、牵引绳、导引绳配套的卡线器。
    12 其他。

4.1.2 在牵放导线过程中起牵引作用的机械叫主牵引机。主牵引
机应具有健全的工作机构、控制机构和防护 (保安)机构，能在

使用地区自然环境下连续工作。变速机构以无级变速为优。主卷
扬机构工作应平稳。主牵引机的额定牵引力可按下式选用:

                      p妻m凡界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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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尸— 主牵引机的额定牵引力，N;

    。 同时牵引子导线的根数;

    肠— 选择主牵引机额定牵引力的系数，可取价二02一03:
    外一一被牵放导线的保证计算拉断力，N。
    主牵引机的卷筒槽底直径不应小于牵引绳直径的25倍。

4.1.3 与主牵引机配套的钢丝绳卷车应符合如下要求:
    1驱动能源来自主牵引机，并由主牵引机司机集中操作和控

制 。

输送动力油源的高压软管接头采用密封良好的快速接头。

能与主牵引机同步运转，保证牵引绳不在主牵引机卷扬机

2

内
」

构上打滑，即保持牵引绳尾部张力满足:

                        ZIXX〕<尸w<5《X]O (4.1.3)

    式中:

    尸w一一牵引绳尾部张力，N。
    4 具有良好的排绳机构，能使牵引绳整齐地排列在钢丝绳卷

筒上。

    5 具有平滑可调且允许连续工作的制动装置，在展放牵引绳

时能有效控制钢丝绳轴的惯性。

4.14 在牵放导线过程中对导线施加放线张力的施工机械叫主

张力机。750kv线路一般采用六分裂导线，张力放线应使用六线
张力机，如没有六线张力机，也可以用多台张力机组合成六线

组合张力机。主张力机应具有健全的工作机构和控制机构，能

连续平稳地调整放线张力;能与主牵引机同步运转;能在使用

地区自然环境下连续工作;放线张力一经调定后能基本保持恒

定不变;能分别控制同时牵放的各子导线的放线张力，或用其
他方法补偿各子导线在牵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张力差;导线轮

和导线导向滚轮均不损伤导线。主张力机单根导线额定制动张力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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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下式选用:

                        T=凡界 (4.1.4一1)
    式中:

    丁一一，主张力机单导线额定制动张力，N;

    价— 选择主张力机单导线额定制动张力的系数。可取价
              二0.14~ 0.20。

    主张力机的导线轮槽底直径应满足下式:

                        D妻礴Od一loo lnln (4.1.今2)

    式中:

    之)一一一张力机的导线轮槽底直径，m功;

    d— 被展放的导线直径，nun 。
    Opow张力放线机主卷简槽底直径应大于OPGW直径的70

倍，且不得小于lm·

    大部分张力机可以并轮使用，张力轮并轮后可以提高张力机

单线制动张力，用来解决特殊工程大张力放线问题。

4.1.5 支撑导线线盘并为张力机提供导线尾部张力的机具叫线

盘车或线盘架。线盘车或线盘架均应具有可调制动装置，使制动

张力即导线尾部张力保持满足:

                      1《X洲〕<2加<2(XX) (4.1.5)

    式中:

    踢— 导线的尾部张力，N。
    尾部张力不宜过大，以免导线在线盘上产生过大的层间挤压

及在展放过程中产生剧烈振动:亦不宜过小，以免导线在主张力

机导线轮上滑动及在线盘上松套。
4.1.6在牵放牵引绳过程中起牵引作用的机械叫小牵引机。小牵

引机一般随带可升降的导引绳回盘机构。起控制放牵引绳张力作

用的机械叫小张力机。当钢丝绳卷车能起控制放牵引绳张力作用

时，也可不使用小张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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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牵引机的额定牵引力可按下式选择:

尸，击。 (41.6一1)

式中:

产一一小牵引机的额定牵引力，N;

C厂一牵引绳的综合破断力，N。
小张力机的额定制动张力可按下式选择:

，〕去QP (4.1.6一2)

    式中:

    t— 小张力机的额定制动张力，N。

    地线需要张力放线时，一般以小牵引机、小张力机作地线张

力放线机械(但应验算地线直径与小张力机张力轮的直径比)，以
导引绳作地线牵引绳。符合式 (4.1一1)、式(4，16一2) 要求的小
牵引机、小张力机一般均能满足地线张力放线需要。

41.7导引绳、牵引绳均应使用受拉后扭矩较小、不易产生金钩

且通过工艺性试验确认可以使用的少扭或无扭结构钢丝绳。牵引

绳规格可按下式选择:

_ 、 3 _

铸多了m1P (4.1.7一1)

导引绳规格可按下式选择:

                      凡

式中:

尸P— 导引绳综合破断力，

)粤必
    4

(4‘17一2)

4.1.8张力架线其他特种受力工器具，如连接网套、牵引板、平
衡锤、抗弯连接器、旋转连接器、卡线器、链式葫芦等，均按实

际可能发生的最大负荷选用，并注意对导线的适用性和相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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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匹配。使用前应对所用工器具认真进行外观检查。

4.1.9第一次启动和中大修后启动主牵引机、主张力机、小牵引
机、小张力机、钢丝绳卷车时，应在检查各部分润滑油、液压油

的油量、油质后，按机械说明书规定启动，空载运转至规定时间
后检查:

    1变矩器、变速器、各轴承、液压泵、液压电动机、液压阀
及其他所有运动件、传动机构有无过热现象。

    2 各部油封情况。

    3 传动部分有无异响。

    4 装配情况及紧固件、定位件有无变化。

    5 内燃机工作状况。

    6档位、档次及换档情况，变量机构工作状况。
    7机油压力、补油压力、刹车油压力。
    8制动机构工作状况。

    完成规定时间的机械磨合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4、110 每天使用牵引机、张力机等机械，均应进行下列检查:

    1 燃料油、润滑油、液压油的油量、油质。

    2 内燃机、传动机构、执行机构的工作性能和变速情况，变
量机构所定位置。

    3 停车刹车可靠性。
    4 仪表灵敏度和准确度。

    5 机油、补油、刹车油的压力。

    6 机身锚固情况和接地情况。

    7 张力机张力控制阀(溢流阀)保压情况，张力机张力控制
阀应定期清洗和检查。

    8 应检查牵引机整定值。

4.1.11 长距离转运非自行式且无消振装置的牵引机、张力机时，
应装载在汽车上运输。短距离转场运输时可拖运，但应限制行车
速度，在平坦的道路上速度不得超过3Okmjh，在不平坦的道路上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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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不得超过巧kmlh。

    钢丝绳卷车、线盘车可以拖运。

    运输前应检查道路和桥梁，必要时加以修补和加固。应将机

身上的活动零部件临时加以固定，应接通行车部分的刹车和信号

灯。应以机身吊运环 (孔)起吊。

4.1.12 导引绳、牵引绳端头宜采用插接式绳扣。插接式绳扣的
拉断力不应低于本绳的综合拉断力。

    每项工程前或每年对导引绳、牵引绳进行一次检查和保养，

如发现导引绳、牵引绳有金钩、有明显背扣以及一个节距内断丝
百分比超过 5%时，应切断后改制成插接式绳套，断丝严重的应

予以报废。

4.2 跨 越 施 工 准 备

4.2.1 张力架线中的跨越施工，除应执行DL50(]92的有关规定

外，还应充分注意导引绳、牵引绳、导线等在放线过程中处于架

空状态这一特点，慎重选择跨越施工方案，防止放、紧线过程中
发生张力失控，确保施工安全和被跨越物的安全。
4.2.2 跨越电力线路施工的跨越方式分为停电跨越和不停电跨

越两种，跨越施工中应优先考虑停电跨越。
4.2，3张力架线中跨越架的几何尺寸应符合如下要求:

    1架顶宽度 (沿被跨越物方向的有效遮护宽度):

B)击‘，‘凡二，·”， (423一1)

_ 「x 、几1
乙二=w’(】0)}育二吸1一x)+产 1

            L‘‘1 哟 J

(423一2)

上二式中:

B— 跨越架架顶宽度，m;

  犷一一跨越交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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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施工线路导线或地线等安装气象条件下在跨越点处
          的风偏距离，m;

    c— 停电跨越时取15，不停电跨越时取2.0。m;
    b— 跨越架所遮护施工线路在跨越处的最外侧导、地线间

          在施工线路横线路方向的水平宽度，m;

    月‘一一水平放线张力，N;

    1— 施工线路跨越档档距，m;

    x— 被跨越物至施工线路邻近的杆塔的水平距离，m;

w4(1。)— 安装气象条件(风速1伪nIS)下，施工线路导线或地
          线的单位长度风荷载，Nh”:

    之— 施工线路跨越档两端悬垂绝缘子串或滑车挂具长度，曲
  w，— 施工线路导线、地线的单位长度重力，Nlm。

  风速101川5的导线或地线的每米长度风荷载按下式计算:

                  w4(10)=0·0613Kd (423一3)

  式中:

  孟‘一风载体型系数:d<17Imn ，K=LZ;d>17mm ，K=1.1;
  击一一导线或地线直径，mmo

  跨越架中心线应与遮护宽度b的中心线重合。

  2 跨越架架面与被跨越物的最小水平距离:
      1)跨越电力线路:

                    5)孔+5.。 (4.23一4)

  式中:

    占.一 ~无风时跨越架架面与被跨越电力线路导线间的最小水

        平距离，m，
  乙— 被跨越电力线路外过电压条件下导线在跨越点处的风

        偏，1级气象区，外过电压条件下取风速为 15n以5，

        其余气象区均取 101州5，故一般仍可用式 (4.2.3一2)
        与式(4念3一3)计算，但式中符号均应改用被跨越线



DLIT5343一 2006

        路的有关参数。不停电跨越施工时，根据施工地区的
        气象条件，适当提高计算风速，m;

5画— 跨越架架面在被跨越线路导线发生风偏后尚应保持的最
        小安个即离 (具体值 见裹 4一2一3一1).m。

裹4念3一1 跨越架对带电休的.小安全距离

距离说明
被跨越电力线路电压等级(kv)

毛10 35 肠~110 22O 330 5oo

架面与导践的水平距离
          (口)

lj 1.5 2.0 2.5 50 60

无架空地线 (OPOW)时，
  封顶网 (杆)与导线的

    垂直距离 (m)

lj l万 2.0 么5 4乃 5.0

有架空地线 (Opow)时，
封顶网 (杆)与架空地线
(OPOW)的垂直距离 <m)

0j 0.5 l刀 l5 2.6 3.6

2) 跨越其他被跨越物，与其他被跨越物的最小安全距离
    见表4.23一2。

衰或2.3一2 跨越架与被跨越物的.小安全距离

距离说明
被跨越物名称

铁路 公路 通信线

距架面水平距离 (m)

距封顶杆垂直距离 <m)

至路中心:3刀

至软顶:‘乃

至路边:。石

至路面:55 一:
注:踌越高速公路、电气化铁路时，按有关规定确定跨越参数

    3 跨越架架顶高度:张力架线的跨越架架顶高度应符合表

4.2.3一1和表4.2.3一2的要求。
    跨越多排轨铁路，宽面公路等时。跨越架如不能封顶，应适

当加高跨越架架顶高度，以抵消施工线路导线、地线落架后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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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架间产生的弧垂。

4.2.4 张力架线跨越架按承受下述荷载计算结构强度、整体及局

部稳定性。

    1 架面风压:风压作用在距离地面213架高处，风压值按下

式计算:

。=9·81二黯艺: (424一1)

    式中:

    尸N— 跨越架全架面风压，N;
    式=一一风载体型系数，跨越架使用圆形杆件，孟二07，使用在

          架面上为平面的杆件，冷1.3;

    F— 线路设计最大风速，而5;

艺rc一 架面杆件总投影面积，mZ。
    2垂直压力。集中作用在架顶，作用点可沿架全宽移动(活

荷载)。压力值按下式计算:

                    叱=lym怜1 (42泌一2)
    式中:

    码— 跨越架的垂直荷载，N:

    心— 假设导线落在跨越架上，跨越架两侧的垂直档距中较
          大的一个，一般情况下，平地取2(X]111，山区取计算值，
          但不小于2(X腼;

    二 同时牵放子导线的根数。

    3 顺施工线路方向水平力。作用在垂直压力的作用点，水平

力值按下式计算:

                        F=召城 (4.2.4一3)

    式中:

    石一一跨越架顺施工线路方向的水平荷载，N;

    芦---导线对跨越架架顶的摩擦系数，架顶为滚动横梁，It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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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2~仓3;架顶为非滚动横梁，横梁为非金属材料，可

        取月二欣7~1.0;架顶为非滚动横梁，横梁为金属材料，
        可取产=O泌~住5。

4.2.5 采用停电落线方式跨越电力线路，可由耐张塔松线或由直
线塔落线。无论采用何种落线方式，均应验算:

    1 落线过程中导线、地线的应力增加。

    2 落线后导线、地线的应力增加。

    3 杆塔的不平衡张力及垂直压力均不应超过杆塔设计条件。
    4 落线过程中及落线后导线、地线的安全系数均不应小于20

4.3 放线滑 车准备

4.3.1 放线滑车应满足如下要求:
    1与牵放方式相配合。牵引绳通过滑车中心轮，同时牵放的

各子导线与滑车中心轮严格对称。若同时牵放子导线数为奇数，

中间轮既通过牵引绳、又通过导线，则需特殊考虑。

    2 牵引板与放线滑车相匹配，保证牵引板的通过性。
    3 导线放线滑车轮槽底直径和槽形应符合 Dl了1，685 的规

定。OpGw放线滑轮槽底直径应大于OPGW直径的40倍，且不
得小于5《X)Illm。滑轮的摩阻系数应不大于1.0巧。

    4 轮槽宽度能顺利通过接续管或接续管保护套及各种连接
器 。

    5 滑轮槽的材料在满足强度要求的同时，应有足够的硬度和

较好的韧性，减轻导线与轮槽接触部分的挤压。

4.3.2 直线塔和直线转角塔一般将放线滑车挂在悬垂绝缘子串
下;耐张塔和耐张转角塔用钢丝绳套将放线滑车直接挂在横担下

面。一相导线在一基铁塔上一般用一个滑车支撑，但存在下列情

况之一时，必须挂双放线滑车，悬挂双滑车时，应设置滑车支撑
连杆。

    1 垂直荷载超过滑车的承载能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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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续管或接续管加保护套过滑车时的荷载超过其允许荷

载 (通过试验确定)，可能造成接续管弯曲时。

    3 导线在放线滑车上的包络角超过300 时。

4.3.3 导线在放线滑车上的包络角按下式计算:

      cos尹=co，“一[cos“+cos(气一气)]sinZ旦(4.33一1)2

                        “=久+气 (4.3.3一2)

    式中:

      少一一导线在滑车上的包络区间所对的圆心角，称为包络
            角，(“);

        企--一放线滑车两侧导线的悬垂角之和，(“);

  â、气— 放线滑车两侧导线的悬垂角，(‘);
        6— 滑车的水平转角。当挂单滑车时，滑车的水平转角

              为线路水平转角;当挂双滑车时，每个滑车的水平

            转角均为线路水平转角之半，(“)。
4.3.4 挂放线滑车方法:

    1 直线塔、直线转角塔，放线滑车直接挂在绝缘子串下。

    2 耐张塔、耐张转角塔，用钢丝绳套将放线滑车挂在导线横
担的合适位置处。该处应安全可靠、作业方便。

    3 挂放线滑车的钢丝绳套安全系数应大于40
4.3.5 按第4.3.2条的条件验算同根导线需挂双滑车时，为使两

个放线滑车受力均匀，无论何种塔型，均应计算导线在滑轮顶处

的高度差从或挂具长度差从 。如高度差从小于30伪nm时，双

滑车可等高悬挂。如大于3(X)mln时，应使用不等长挂具悬挂双滑
车，长挂具要挂在导线悬垂角大的一侧，短挂具要挂在导线悬垂

角小的一侧。如图4念5所示。
    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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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 一兰生一=一止泣一sin几 一â
    2

(4.3.5一1)
cos从cos从 cos从cos从

a)正祖口 价.视口

图43，5 不等长挂具悬挂双滑车

式中:

△之— 双滑车挂具长度差，m;

劫 — 双滑车悬挂高度差，m:

  C— 两滑 车间 的支撑连 杆长度 ，与横 担 的宽度相 近 ，

                    m 孟

    挤— 放线过程中，滑车挂具在顺线路方向的倾斜角，(。):
    从— 放线过程中，滑车挂具在横线路方向的倾斜角，(’);

入、气— 放线滑车前后两侧导线的悬垂角，(’)。

劫=csin五二玉
                2

(435一2)

，二arctan(tan3二玉co月
          戈 2 2)

(43.5一3)

          _，W +Gu
吸= 肚Clan ---二丁--

                        仃

(4一3一5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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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汾一一一线路的水平转角，(“);

    W— 滑车的垂直荷载，N;

  GH— 滑车和挂具自重力，N;
    H— 转角塔放线滑车在内角侧横线路方向承担的水平分力，N。

    不等长挂具等高悬挂见图4念sb)，两者在横担上的悬挂位置
沿横线路方向应有一定的差距B(即长挂具在横担上的挂点比短

挂具在横担上的挂点向线路转角外侧位移一段距离):

                      B=以sin叭 (4.3.5一5)

4.3，6应验算转角塔放线滑车受力后是否与横担下平面相碰。图
4念6是放线滑车受力后不与横担下平面相碰的临界状态。转角塔
放线滑车与横担不碰的条件是:

            aretan里型玉>arctan三 (4_，_6)
                          H Z几

式中:

二 滑车轴向外轮廓宽度，m;

月- 滑车挂具长度，由横担挂点至滑车自身挂点，m。

图4汉6 转角塔放线滑车受力后横线路倾斜的临界情况

1一放线滑车;2一放线滑车挂具:3一放线滑车受力图

    滑车碰横担下平面后不能正常工作，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使其
不碰横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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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长挂具长度。

用压线滑车压线，即增加滑车的垂直荷载。

减小放线张力。

以临时挂架或能起临时挂架作用的其他方法悬挂滑车。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DLIT5343一 2006

5 张 力 放 线

              5.1 施工区段及牵引场、张力场

5.1.1影响架线区段长度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放线质量、设计条
件、线路的地形和交通条件、环境条件、技术条件、放线效率及

其他因素。架线区段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经过经济技术

分析比较后确定。

5.1.2 当设场位置较多时，施工段可参照如下各点优选:
    1优先选用长度接近理想长度，而且区段总数最少的方案.
    2选用施工段长与数盘导线累计线长相近的方案，以减少接

续管数量。

    3 选用施工段代表档距与所在耐张段或所在主要耐张段代
表档距接近的方案，以利紧线。

    4 选用便于跨越施工，停电作业时间最短的方案。

    5 选用上扬杆塔作施工段起止塔的方案。

5.1.3 牵引场、张力场按如下条件选择:

    1符合下述条件可作牵引场、张力场:
        1)牵引机、张力机能直接运达，或道路桥梁稍加修整加

          固后即可运达。

      2)场地地形及面积满足设备、导线布置及施工操作要求。
      3)相邻直线塔允许作过轮临锚，符合设计和施工操作的
          要求:① 锚线角不大于设计规定值:② 锚线及压接

          导线作业无特殊困难。

    2 下列情况不宜用作牵引场、张力场:

        1)需以直线换位塔或直线转角塔作过轮临锚塔时。

      2)档内有重要交叉跨越或交叉跨越次数较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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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档内不允许导地线接头时。

      4) 邻塔悬点与牵引机、张力机进出口高差较大时。
        5)相邻铁塔不允许锚线时。

5.1，4 布置牵引场、张力场应注意如下各点:

    1牵引机、张力机一般布置在线路中心线上。根据机械说明

书的要求确定牵引机、张力机出线所应对准的方向飞放六分裂导

线可能出现2台或3台张力机组合成复合的六线张力机。
    2牵引机、张力机进出口与邻塔悬点的高差角不宜超过15。。
    3牵引机卷扬轮、张力机导线轮、导线线盘、导引绳及牵引

绳卷筒的受力方向均必须与其轴线垂直。

    4 钢丝绳卷车与牵引机的距离和方位、线盘架与张力机的距
离和方位应符合机械说明书要求，且必须使尾绳、尾线不磨线盘

或钢丝绳筒。

    5 牵引机、张力机、钢丝绳卷车、线盘架等均必须按机械说
明书要求进行锚固。

下一施工段导线线盘的堆放位置不应影响本段放线作业。
小牵引机应布置在不影响牵放牵引绳和牵放导线同时作

乙
U

7

业的位置上。

    8 锚线地锚坑位里尽可能接近弧垂最低点。
    9 牵引场、张力场必须按施工设计要求设置接地系统。
    10 尽量减少青苗损失。

    牵引场布置图如图5.1.4一1所示，2个张力机组合成主张力机

的张力场布置图如图5，1今2所示。

5.1.5 受地形限制，牵引场选场困难而无法解决时，可通过转向
滑车转向布场。转向滑车可设一个或几个。张力场不宜转向布场。

牵引场转向布场应注意如下各点:

    1 每一个转向滑车的荷载均不得超过所用滑车的允许承载

能力。各转向滑车荷载应均衡，即转向角度应相等。
    2靠近邻塔的最后一个转向滑车应接近线路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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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主牵引机设有出线导向机构时，不再另设高速导向滑车。

                图51.今1牵引场平面布置图

1一主牵引机:夕一高速导向滑车;3卜馅践架;本一锚战地锚:5‘钥丝绷卷车。吞一小张力机:

  ，一小张力机地锚:9一牵引绳盘。9一空牵引绳盘;1吞一主牵引机地枯:11一牵引绳

*下一施工段使用的线盘称为待用导线线盘，为方便本施工段作业，待下段放线时再进场。

    图5.1.今22个张力机组合成主张力机的张力场平面布置图
1一四线主张力机:2一二战主张力机:冬-主张力机地锚:4一锚践架;5‘导线找盘:

‘一线盘架:，-导引绳盘:‘一小牵引机地锚;卜一小牵引机;1。一待用导跳践盘、

                        11一牵引板:12一牵引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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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牵引机的第一个转向滑车应使牵引机受力方向正确。

转向滑车应使用允许连续高速运转的大轮槽专用滑车，每

内
j

4

个转向滑车均应可靠锚定 。

5 转向滑车围成的区域为危险区，不得布置其他设备材料，

工作人员不应进入，如图5.1.5所示。

眺路中心

        图5.1.5

，-转向滑车地锚:

牵引场转向平面布置图

2一转向滑车:3-辛引场:礴沸 引绳

5.2 导引绳、牵引绳和地线展放

5.2.1导引绳每盘绳长800一12仪腼，两端作成插接式绳套，缠

绕在特制的导引绳卷筒上。平地及丘陵地带按1.1一1.2倍线路长
度，山区按1.2一13倍线路长度布线。

    施工段内同根导引绳宜使用同型号、同规格、同捻向的导引

绳。否则应使用旋转连接器分隔不同型号、不同规格、不同捻向

的导引绳。

5.2，2 展放导引绳的主要方法如下:

    1 用人工沿线牵放或铺放:尽可能将导引绳盘分散地运到施

工段沿线指定地点，以人工展放，穿过逐基放线滑车，以抗弯连

接器将邻段连接在一起。当导引绳放通架线区段后，用小牵引机

将导引绳收紧升空到一定高度后临锚待用。

    2 用次级 (或 名级)导引绳牵 放:规格最小一级导引绳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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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飞艇、热气球、航模或其他飞行器展放，或用发射方法

展放。用次级导引绳牵放导引绳。

    3 先展放少量导引绳，利用这少量导引绳牵引出所需用的全

部导引绳，经过放线滑车之间的渡绳操作，将全部导引绳展放到

预定的位置。例如分两次展放一相导线时，先放一根导引绳，用

这根导引绳再牵放2根导引绳，分别放在同相的2个放线滑车中。

5.2.3 导引绳与牵引绳的连接应使用旋转连接器。

5.2.4 牵引绳展放:牵引绳一般情况带张力牵放.用导引绳通过

小牵引机和小张力机配合，带张力展放牵引绳，展放牵引绳的操

作方法与导线张力放线相同，属于一牵一放线方式。牵引绳与牵

引绳的连接使用能通过牵引机卷扬轮的抗弯连接器。

    条件允许时，也可直接用拖拉机展放牵引绳，而不用导引绳

牵放牵引绳，以减少作业程序。

5.2.5 架空地线展放:OPGW、铝包钢线、钢芯铝绞线、钢铝混
绞线等地线，应采用张力放线方法展放。钢绞线的展放宜采用张

力放线，OPGW应符合制造厂的技术要求。

    通常以导引绳作地线张力放线的牵引绳，可以用小牵引机、

小张力机作地线张力放线的牵引机、张力机，当张力展放OPGW
时，要使用符合要求的专用张力机。施工设计、操作方法、现场

布置等均与导线一牵一张力放线相同。但应按制造厂说明进行施

工，选择OPGW放线区段长度应与opGW长度相适应。牵张场
所在位置应保证OPOW进出口仰角小于25O.水平偏角不宜大于

7“。OPGW放线过程中，在放线滑车上的包络角不得大于60。。
光纤的熔接应由专业人员操作，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剥离光纤的外层铝套管、塑料套管、骨架时不得损伤光纤。

    2 防止Op0W接线盒内有潮气或水分进入，安装接线盒时
螺栓应紧固，橡皮封条必须安装到位。

    3光纤熔接后应进行接头损耗测试，不合格者应重接。
    4 雨天 、女 风、外个 或幸气潺度讨女时不应馆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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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线宜超前于导线一个施工段放紧线。受停电作业限制或有

其他特殊原因时，也可与导线同时放紧线。

5.3 张力放线主要施工计算

5.3.1 本节仅叙述导线牵放过程的施工计算。对于地线及牵引绳
牵放过程也应作相应的计算。

5.32 张力放线应作布线设计。布线原则如下:

    1 有效控制接续管位置。

    2 将接续管数量减至最少。

    3 保证紧线时牵、张场剩余的导线最少，防止导线升空松出
余线时放线区段内的导线落地。

节约导线，使放线中产生的不能继续使用的短线头最少。

转场时余线转运量较少。

4

凡

~

    为此，宜采用连续布线法布线，即施工段内各相导线均按展
放顺序的累计线长使用导线线盘，第一相放完后，线盘上如余线
时可将导线切断，剩余导线接着使用于第二相，依此类推，直至
放完，所剩导线转至下一施工段使用。

    连续布线时，每相的子导线宜等长。

5.3.3布线计算中常用线长计算式如下:
    1施工段内每一线档放线时所需线长:

‘二.巡‘十一三公
  cOS典 24H尸

(5.33一1)

其中 码=二tan全生‘
          心

(533一2)

上两式中:

石— 线档放线所需线长，m;
凡— 线档档距，m;
吸— 线档悬挂点连接线倾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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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 导线单位长度重力，N加;
劫j— 导线悬挂点高差，m:

H;— 导线放线水平张力，N。

2施工段内每一线档紧线产生的余线为:

叭
咐l!(川一川)
24川川

(53.3一3)

式中:

鹤 — 线档紧线产生的余线，m:
      场— 导线紧线水平张力，N。

5.3.4 根据计算结果做出放线作业图，标出接续管位置，并应注
意相邻两施工段之间各段尾线的实际位置和上一施工段紧线余线

总长度。

    布线时宜将接续管位置控制在靠近紧线锚端的半档距内。

    放线后，紧线前还应现场核对接续管的实际位置。

5.3.5牵放过程中，导线与地面及被跨越物的距离应不小于:
    1 一般区段，导线距离地面3m。

    2 通行行人及少量车辆的道路，施工时只需设岗监护而不需

搭设跨越架者，导线距离路面sm。

    3 风沙较大区段，导线距离地面sm。

    4 平衡锤距离跨越架架顶lm。

5.3，6施工段内各档档距比较均匀、悬点高差不大时，可用模板
比试法选择放线张力，以一定张力间隔(例如可以15(X〕N或20(X)N
为张力间隔)刻制通用放线曲线模板〔放线曲线方程见式(5.39一1)

及式 (53月一2)〕:用通用模板在设计断面图上比试，分别找出各

档符合5.3.5要求的水平放线张力，将其中的最大值选作张力机出
口水平张力。

5.3.7施工段内各档档距和悬点高差相差比较悬殊时，可用下列
公式计算出与各档所需放线张力相对应的张力机出口张力，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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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最大值作为施工段放线张力:

                          几 = (53_7一1)从
-戈

二一。.945「e‘一、擎〔、:卜1十、￡卜2+⋯十、)〕(5乃刀一2)
        L 耳 ’ 一 」

                      几。=几 (53.7一3)

    上三式中:

    1— 各档编号，张力机到邻塔 件1张力机邻塔到第二基塔

        1=2，余类推，牵引机到邻塔为施工段最后一个线档;
  介月— 与第1档所需水平放线张力城相对应的张力机出口水

        平张力，N;

  H，— 为满足53.5要求，第1档所需放线水平张力，N;
  E— 放线滑车综合阻力系数，此处可取B=1012一1.015;

  界— 导线的保证计算拉断力，N:

  人— 第1档悬点高差，牵引机端悬点高于张力机端，气取正
        值，反之取负值，m;

  几一 -选出的张力机出口水平张力(所有玩中的最大值〕，N;
  凡— 系数，称为线档张力系数，是线档放线水平张力与张力

        机出口水平张力的比值。

5.38 在张力机出口水平张力作用下，施工段内各线档的实际放

线张力为:

                      H厂=凡几 (5念8)

    式中:

    川— 与张力机出口水平张力踢相对应的各档水平张力，No
5.3.9 用放线曲线模板确定水平放线张力时，应分别使用牵引绳

放线曲线和导线放线曲线来选择它们的放线张力。放线曲线的曲
线方程可使用平抛物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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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众2 (53习一1)

K=共
    ZH;

(53习一2)

    上两式中:

    x，犷— 在以曲线最低点为坐标原点，顺线路水平方向为横
            轴的坐标系中，放线曲线上任意点的横坐标和纵坐

              标，m:

      w，— 牵引绳或导线的单位长度重力，N加;
      K— 放线曲线模板模数。

    两条放线曲线与线路设计纵断面图的比例尺应相同.并绘制

在纵断面图上。下述所有计算，均应对上述牵引绳放线曲线和导线
放线曲线两种情况分别进行。

5.3，10 牵引机牵引力的水平分力按下式计算:

      ‘一m匕‘+wl(气:“+、‘一，+‘二+气e+人小53.，0，
    式中:

    场— 牵引力的水平分力，若场地布置符合本标准要求，可

          近似地将水平分力当作牵引力，N;

    e— 滑车综合阻力系数，计算牵引力时可取1.012一1.0巧;
    n— 施工段内放线滑车总个数;

    m— 同时牵放的子导线根数。

    注:式5.3.ro是每基铁塔挂 ·个放线滑车的寿计算公式，如果某基铁

        塔挂两个放线滑车，应考虑双滑对份的影响。肠的最大值不一定

        出现在牵引板走到牵引机时，对不同的地形应通过多点计算比较后

        确定八 最大值.

5.3.11 牵引机应按计算牵引力八确定牵引力过载保安定值。牵
引力达到过载保安定值时，牵引机应自动熄火停车，或发出明显
警报。以使操作人员立即停止牵引，防止诱发事故。过载保安定

值不应大于杆塔允许单相纵向(顺线路方向)荷载，一般情况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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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 :

                    P，”1·1弓 (5.3注1)
    式中:

    弓— 牵引力过载保安定值，N。
5‘3.12 牵引绳按计算牵引力验算安全系数。导引绳、牵引绳的
安全系数均不得小于 3。当施工段内有不停电跨越时，安全系数

宜各增加0.5。

5.3.，3应校核牵放过程中滑车里的线绳是否上扬。校核上扬时
可将牵引力作为各档水平放线张力，不再考虑其他因素。校核可

采用下述任一种方法:

    1在放线滑车垂直档距内为同一种线绳时，计算放线滑车的
垂直档距，若垂直档距小于或等于零，则该放线滑车里的线绳上

扬。即若下式成立时，滑车里的线绳上扬:

要(‘十、)十互「冬+华)、。
‘ 玛戈‘1 ‘Zj

(53.13)

    式中:

    1，、儿— 被校核放线滑车两侧线档的档距，m;

  hl、棍— 两相邻滑车与被校核滑车的高差，邻塔滑车高于被
            校核滑车，高差取负值，反之取正值，m。

    2 当放线滑车两侧线绳不一致时，应计算放线滑车的垂直荷

载，校验线绳是否上扬;

    3移去被校核滑车，以与被校滑车相邻的两放线滑车为悬
点，以牵引力作线档水平放线张力作放线曲线，若所得曲线由被

校核滑车上方通过，该滑车里的线绳上扬，否则不上扬。

5.3.14 导引绳、牵引绳上扬以单轮压线滑车压绳。小转角及无

转角耐张塔导线上扬，以倒挂放线滑车压线，如图5.3.14所示。
倒挂滑车应拆掉滑车横梁板，使牵引板能直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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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在地上

图5压14 以正倒挂放线滑车组解决导线上扬

    垂直档距较小，以及当张力机侧放线曲线弧垂最低点接近滑

车时，应作为上扬滑车，设置压线滑车。

5.3.15 根据施工设计，制定施工作业指导书，并必须按作业指
导书的规定进行施工。

5.4 张力放线施工操作

5.4.1 与导线连接的单头网套尾部用 14 号铁丝缠绕两道扎紧，

每道扎20圈，两道间距15仓mln左右，网套通过旋转连接器连在

走板后边。调整尾部张力。拉紧尾线。

    在张力放线过程中，导线尾线在线盘上的盘绕圈数、导引绳
及牵引绳尾绳在钢丝绳盘上的盘绕圈数均不得少于6圈，尾端应
与线盘或绳盘固定。

5，4.2 开始牵放前应重点检查:
    1跨越架的位置和牢固程度。
    2场地布置和机械锚固情况。

    3 临时接地是否符合5点7的要求。
    4 岗位工作人员是否全部到岗，通信联络是否畅通。
    5 受力系统连接情况。

    6机械无载起动，空载运转后检查是否符合使用要求;需对
液压油预热的机械，起动前应进行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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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所有放线滑车上牵引绳是否均位于正确槽位。

5.43 张力放线的现场指挥位置设在张力场。全现场按现场指挥
的统一指令作业，现场指挥按各岗位的情况，汇总并判断后发出

作业指令。

5.4.4 开始牵放时应慢速牵引，在慢速牵引过程中，施工段沿线
均应仔细检查有无异常现象。调整放线张力，使牵引板呈水平状

态。待牵引绳、导线全部架空后，方可逐步加快牵引速度。
5.4.5 牵引机、张力机等应严格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由经过专

业培训的工作人员操作。牵引时应先开张力机，待张力机刹车打

开后，再开牵引机:停止牵引时应先停牵引机，后停张力机。应

始终保持尾线、尾绳有足够的尾部张力。
    按张力机特性选择张力调整方式。张力应缓缓升高，不使牵

引绳、导线产生大幅度波动。

    牵引机接到由任何岗位发出的停车信号，均必须立即停止牵

引:任何情况下，张力机必须按现场指挥的指令操作。
5.4.6 放线张力升高到一定程度时，暂停牵引，安装上扬塔号的

压线滑车。上扬作用消失，压线滑车应及时拆除。
5.4.7 角度较大的转角塔放线滑车应采取预倾斜措施，并随时调
整预倾斜程度，使导引绳、牵引绳、导线的作用力方向基本垂直

于滑车轮轴。预倾斜方法一般是从滑车侧架下端将滑车向上吊起
一段高度，如图5点7所示。

、、 张力方向

图5.4夕 转角塔放线滑车的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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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牵放过程中应随时调整各子导线的张力机出口张力，使牵
引板保持水平，平衡锤保持垂直(牵引板靠近转角塔放线滑车时，

牵引板平面与滑车轮轴方向基本平行)。

    经工艺性试验确认性能良好的牵引板，通过直线放线滑车时

可不降低牵引速度，通过转角放线滑车时，牵引速度应控制在

15n刀min之内，并注意按转角滑车监视人员的要求调整子导线张
力和牵引速度。

    牵引板通过转角滑车后，应检查牵引板是否翻转、平衡锤位

置是否正确，如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将其恢复至正确位置。

5.4.9 张力放线的直线压接宜在张力机前集中进行，集中压接作
业程序如下:

    1 线盘上尚剩6圈导线时停止牵引，张力机制动。

    2 将尾线临时锚固 (锚固力为导线尾部张力);将线盘上的

余线松出后换线盘;将松出的线尾与新轴线头用双头网套临时连

接，双头网套的两端用 14号铁丝按第54.1条要求绑扎;将余线

全部盘绕到新线盘上;恢复线盘制动，拆除尾线临锚。

    3 打开张力机制动;牵引机慢速牵引。当连接网套到达压接

操作点时停止牵引，张力机制动。

    4 在压接操作点前将导线临时锚固 (锚固力为放线张力);

打开张力机刹车，松出一段导线，拆除双头网套，进行压接作业，

压接完成后在接续管外安装保护套。

    5 用张力机将松出的导线盘回线盘，当锚绳不受力时拆除临
锚，打开张力机制动，继续牵引。若张力机不允许反牵回盘导线，

应以其他方法拆除临锚。

    6 以一组张力控制机构同时控制 2根导线放线张力的张力
机，集中压接时，应将同组导线均锚在张力机前，再松线压接。

5.4.10 每相导线放完，在牵、张机前将导线临时锚固。锚线水
平张力最大不得超过导线保证计算拉断力的16%。锚线后导线距
离地面不应小于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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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相各子导线锚线张力宜稍有差异，使子导线空间位置错开，

避免发生线间鞭击。

5.5 放线质t和施工安全

5.5.1 张力放线施工质量、施工安全应符合DLS侧刃.2的规定。

5.5.2 张力放线过程中应采取的防止导线磨伤措施主要有:

    1 吊运、架设线盘时应保证线盘不变形;拆除线盘包装时应
使用不损伤导线的工具;拔除线盘外缘上所有封装铁钉。

    2 线盘架应呈扇形布置，使线盘出线对正张力机进线导向

轮，防止导线与线盘侧边相磨。

    3 换线盘时，注意线头、线尾不与张力机、线盘架的硬、锐

部件接触.

    4 向线盘上回缠余线时，若连接网套被缠进线盘，应在连接

网套和其他导线间垫一层隔离物如麻袋片、塑料布等。

    5 在如下部位采取隔离措施保护导线:
        1)导线局部落地，地面能磨伤导线时，应在地面铺木板、
          木棒或草袋等;

        2) 卡线器附近的导线上应套橡胶管，与导线近距离平行

          的锚绳应套橡胶管或挂胶:

        3)导线与钢丝绳、导线与导线交叉处，应垫木板或木棒。

    6 张力机出口张力应始终满足施工设计的规定，并在导线距

离地面最近的位置设置岗位，监视导线离地高度，保证全施工段

导线架空。

    7 导线在放线滑车中跳槽应及时消除，使各子导线恢复正常

槽位。处理跳槽时，应使用附件吊钩吊线。
    8 完成牵放作业后，避免在其他子导线保持原位不动的情况

下，再单独牵引个别子导线，使子导线间产生相互运动，造成线

与线相磨。

    9 各子导线临锚后.僻龟弧乖相平，浩成子导线相互娜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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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10 与牵引板相连的连接网套内的导线压接前应切除。

    11 应采取措施防止接续管或其保护套因鞭击损伤导线。

5.5，3 导线临锚处容易发生磨伤，临锚作业中应注意:
    1 使用线间距离较大的临锚架，使各子导线相互分离。

    2 锚线坑尽可能接近导线方向。

    3 卡线器不应在导线上滑动(包括受力前因安装位置不正确

而在线上推动卡线器和受力后因初始正压力不足而使卡线器在线

上滑动)。

    4 临锚钢丝绳套宜使用无扭结构钢丝绳或钢绞线制作，与导

线接触部分应包胶。

    5 临锚钢丝绳套与卡线器相连应使用卸扣，不应使用 U形

环。卸扣螺杆应朝向导线穿入。

    6 锚线架上应垫木板、木棒等，使导线不直接接触锚线架。

    7 按锚线坑位置确定张力机松线顺序，不使导线相互交叉。

55.4 连接网套、牵引板、各种连接器、导引绳和牵引绳的插接

式绳扣是张力放线受力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每次使用前均应严格

检查，按规定方式安装和使用。并按DLS侧刃2规定定期作荷载

试验。

5.5.5 张力放线及紧线作业中，经常出现以另一套承力机具替换

原承力机具，以另一种受力方式改变原受力方式的作业过程，如

更换线盘、直线接续、临时锚线、临锚体系更换、松锚、收紧导
线等等。进行此种作业时应注意:

    1 新承力机具的承载能力和受力方式除应符合原受力状态

的要求外，尚应根据操作特点，留有一定余度。

    2 只有当新承力体系全部承受原体系的荷载，并检查无误
后，才能拆除原体系。

    3 新、旧承力体的受力方向应大体一致，特别注意卡线器一

般只能沿受力方向使用，若卡线器过多改变力的作用方向，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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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将卡不住导线而在导线上滑移。

    4 操作人员应在安全位置作业。

5.5.6 为保证放线安全和提高放线质量，牵放过程中应在下列部

位设专人负责:

    1牵引场及张力场，并在张力场设现场总指挥。
    2 各放线滑车处，尤其是转角滑车处。
    3 所有跨越架处，特别是跨越运行的电力线路处。

    4 导线距离地面最近处。
    5 居民区，未搭跨越架但通行行人的乡道处。

    6 其他特殊需要监护的地方。

5.5，7 迅速可靠的通信联络是张力放线正常作业的基本保证，为
此要求:

    1各岗位工作人员应经过通信技术培训，掌握通信知识和要
求.能正确使用和保管通信工具。

    2选择可靠的通信工具。
    3通信语言简短、明确、统一、清晰。

    4 传递、接受、执行信息的程序合理。

    5通信缺岗不得进行牵放作业。

5.5.8张力放线中防止电害的基本措施如下:
    1 牵引机、张力机机体接地。

    2在牵引机、张力机机体前方的牵引绳和导线上分别安装接
地滑车。

    3 操作人员应站在干燥的绝缘垫上，并不得与未站在绝缘垫

上的人员接触。

4 跨越电力线路两侧的放线滑车应接地。
5 雷雨天停止放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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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紧 线

                  6.1 紧 线 工 艺

6.1.1 张力放线结束后应尽快进行紧线。一般以张力放线施工段

作紧线段，以直线塔作紧线操作塔。

6，1.2 紧线前应完成如下准备工作;
    1检查子导线在放线滑车中的位t，消除跳摺现象。

    2 检查子导线是否相互绞劲，如绞劲，需打开后再收紧导线。
    3 检查接续管位置，如不合适，应处理后再紧线。
    4 导线损伤应在紧线前按技术要求处理完毕。
    5 现场核对弧垂观测档位置，复测观测档档距，设立观测标

二匕

    6 中间塔放线滑车在放线过程中设立的临时接地，紧线时仍
应保留，并于紧线前检查是否仍良好接地。

6.1.3 综合考虑如下因素，确定子导线收紧次序:
    1 子导线应对称收紧，尽可能先收紧位于放线滑车最外边的

两根子导线，使滑车保持平衡，避免滑车倾斜导致导线滚槽。
    2 宜失收 肾弧乖转 小的子导丝

宜先收紧在线档中间搭在其他子导线之上的子导线。

根据风向紧线，尽量避免在紧线过程中子导线因风吹造成

飞

4

相互驮线而绞劲。

    5 同相子导线应基本同时收紧，收紧速度不宜过快。
6.1.4 不应因本紧线段紧线而造成上一紧线段的弧垂、相间弧垂
差、同相子导线弧垂差等发生变化。为此，只有当上一紧线段具

备如下条件时，方可在本紧线段与上紧线段接合处进行直线松锚
升空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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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操作塔己按要求完成锚线，成为锚线塔。
    2 除锚线塔外，其他杆塔已装完线夹。

    3 距锚线塔最近的两基塔之间己安装好间隔棒。
6.，.5 在相邻的紧线段的接合处，进行接续管压接、拆除导地线
临锚、使导地线由地面升至空中等项作业，统称为直线松锚升空。

直线松锚升空作业与紧线作业协调进行，操作程序、方法及注意
事项如下:

    1松锚前先压接相邻两紧线段的接续管。

    2 在本紧线段放线临锚附近安装卡线器，接入牵引滑车或其
他牵引工具，作为松锚工具:收紧松锚工具，至放线临锚钢丝绳

不再受力时，拆除放线临锚。

    3放松松锚工具，松至一定程度时，压下导地线，拆除松锚

工具，再松开压线绳。进行此项作业时，紧线操作端配合收紧导
地线，保持导地线始终有适当的架空高度。

    4紧线场继续进行紧线，至上紧线段线尾临锚钢丝绳的受力
方向由顺导地线方向改变成偏于向上时，用压线绳 (压线滑车)
压下导地线，拆除线尾临锚锚具、慢慢放松压线绳〔压线滑车)，

至完全不受力时，拆除压线绳 (压线滑车)。
    5 应对称松锚，使放线滑车保持平衡。

    6 松锚时注意避免发生子导线相互驮线，造成绞劲。

    7 余线较多时，不宜将一根线一次松完后再松另一根线，而
应分几次交替放松各子导线。
6.1.6 直线松锚升空时只松本线线尾的地面临锚，不松过轮临

锚。本线线尾临锚拆除后，由过轮临锚平衡上一紧线段导线张力，
由过轮临锚和反向临锚保证上一紧线段导线应力变化的独立性。

    当本紧线段中邻近上一紧线段的观测档的弧垂接近且稍大于

标准值时，再松开并拆除上一紧线段的过轮临锚，使其不再对上
紧线段己调好的弧垂和本紧线段的弧垂调整产生影响。反向临锚
保留至相邻两紧线段附件及间隔棒全部安装完毕后拆除。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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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本紧线段紧线应力达到标准后，保持紧线应力不变，在紧

线段内所有直线塔和耐张塔上同时画印。不完成画印，不得进行

锚线作业。

6.1.8 紧线操作塔是直线塔时，弧垂调好后，操作塔按如下方法

临时锚线:

    1 画印后，在紧线场将各子导线分别锚在紧线底滑车地锚
上，此锚称作本线线尾临锚，导线锚线后拆除紧线工具。

    2在紧线操作塔上对子导线做过轮临锚。过轮临锚打法示意
图如图6.18所示。过轮临锚与本线线尾临锚的锚线工具应相互独

图6.1名 过轮临锚打法示意图

6.1.9 在与紧线操作塔相邻的前一基直线塔上，待该塔安装完

直线悬垂线夹后，利用特制六分裂导线锚固器，以图6.1.9方

式做反向临锚。调整反向临锚钢丝绳张力，使直线线夹始终处
于正确位置 (即直线悬垂串呈竖直状态，不偏斜)。特制六分

裂导线锚固器应尽量靠近直线线夹，使两者之间相距 loomm
为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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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夕 反向临锚打法示愈图

6.1.10 锚线作业应注意如下问题:

    1 导线本线线尾临锚和过轮临锚的临锚工器具按承受全部

紧线张力选择，反向临锚按承受114紧线张力选择。

    2 锚线时不应使紧线操作塔上的印记的位置窜动过多。

    3 锚线方向应基本符合线路方向。

    4 锚线布置应便于松锚作业，且应符合杆塔设计条件。
6.1.11 紧线操作塔为耐张塔的紧线亦称为耐张塔紧线，分中间
耐张塔紧线和导线在地面锚线的耐张塔紧线。紧线操作塔为耐张

塔的紧线方式与紧线操作塔为直线塔的紧线方式不同，仅将二者

的不同之处叙述如下:

    1 紧线操作塔为中间耐张塔的紧线。中间耐张塔紧线系指放

线施工段两端牵张场侧的耐张塔已挂线，其施工段中间耐张塔的

紧线。中间耐张塔紧线时，在紧线前首先将耐张组装串通过手扳

葫芦、锚线绳和卡线器与导线对接 (锚接)，如图6.1.1卜1所示。
然后再用如图6.1.11一2所示紧线牵引系统进行紧线操作。

        1) 将耐张组装串与导线对接 (锚接)后，在两侧锚线卡

          线器之间靠近放线滑车位置处割断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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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相导线的紧线按子导线逐根进行，紧一根锚一根。
3)用机动绞磨进行紧线，用手扳葫芦锚线。导线弧垂先
    通过绞磨粗调，再用手扳葫芦进行细调。

份车

簇绞翻

特制环

轻便滑车组

「扳葫芦

锅线绳

卜线器

图6.1.11一1 耐张组装申与导线对接 〔锚接)示意图

2 导线在地面锚线的耐张塔的紧线:
    1)本耐张塔应具备的条件:导线横担的另一侧已挂好导
      线，或已打好平衡拉线.

    2)按图6.1.11一3所示方法将导线升空，再使导线与耐张
      组装串对接 (锚接)。

  3) 按图61.11一2所示的方法进行导线的紧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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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淆车

一 至绞磨

/特制环
  轻便滑车组

手扳葫产

锚线绳

_/卡线器

图6LI卜2 中间耐张塔紧线牵引系统示意图

6.1.12 紧线过程中应认真护线，护线的重点区在紧线场和锚线
场。而在松锚、紧挂线及锚线等项作业中最易损伤导线，作业时

应特别注意:

    1过轮临锚的锚线绳应与导线分离。锚线绳一般通过挂在滑
车横梁板上的直角挂板，而不通过滑车上的导线轮槽，如图6.1.8
所示。

    2 卡线器应在导线上错开安装，并与滑车保持足够距离
(l.0一1.sm)，避免卡线器顶滑车。

    3 避免将锚线绳、紧线钢丝绳及其他工具搭在导线上拖动，
必须接触导线时，应对导线采取保护措施.

    4 妥善保管 紧线 余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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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tLI卜3 耐张塔前的导线升空方式示意图

    5 不得在子导线相互绞劲的情况下收紧导线，亦不得在导线
跳槽情况下继续收紧导线。

    6 临锚、松锚、收紧等作业均不应动作过猛和速度过快，不

应使张力发生急剧变化。
    7 限制导线在各种紧线滑车上的包络角，以防止导线内伤。

6.1.13 紧线过程中预防电害的主要措施如下:
    1跨越电力线路时，两侧放线滑车均应接地。
    2 耐张塔挂线前，用导体将耐张绝缘子申短接.

    3耐张段距离较长时，选适当的中间直线塔接地。
    4 雷电时停止紧线作业。
    5在感应电特别严重的地区紧、挂线时，在操作点附近的导

地线上装接地线，接地线要能随导地线运动而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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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弧垂观测与调整

62.1 以能全面掌握和准确控制紧线段应力状态为条件选择弧

垂观测档，选择时兼顾如下各点:

    1观测档位置分布比较均匀，相邻两观测档相距不宜超过4
个线档。

    2观测档具有代表性，如连续倾斜档的高处和低处、较高悬
挂点的前后两侧、相邻紧线段的接合处、重要被跨越物附近应设

观测档。

    3宜选档距较大、悬挂点高差较小的线档作观测档。
    4 宜选对邻近线档监测范围较大的塔号作测站。

    5 不宜选邻近转角塔的线档作观测档。

6.2.2优先使用平行四边形法(等长法)观测和检查弧垂。两端

悬点高h.和坑均大于平行四边形弧垂且视线可通，即同时满足下
列两式的观测档，均可使用平行四边形法观测和检查弧垂:

                    几蕊气一2 (6念2一1)

                    几(气一2 (6念2一2)

    上两式中:

    凡— 观测档的平行四边形弧垂，。
    入— 测站端导线悬挂点至塔脚的距离，m:
    气— 视点端导线悬挂点至塔脚的距离，m。
    当观测气温与弧垂板所设气温的差不超过士10℃时，可保持

视点端弧垂板位置不变，以2倍弧垂差调整测站端弧垂板位置，

进行观测。

6.2.3 视点端悬挂点高坑大于异长法视点端导线悬挂点至弧垂
板间的垂直距离且视线可通，切点对同侧档端的水平距离超过114
档距长度，即同时满足下列两式的观测档，可使用异长法观测和

检查弧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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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沉一石)，‘气一2 (6.2.3一1)

(623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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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两式中:

    a— 测站端导线悬挂点至异长法弧垂板间的垂直距离，m;
    b— 视点端导线悬挂点至异长法弧垂板间的垂直距离，m。

6.2.4 切点对同侧档端的水平距离超过 114档距长度，即满足式

(6念3一2)的观测档，也可使用角度法观测和检查弧垂。

6.2.5 上述三种方法均不适用的观测档，使用平视法观测和检查
弧垂 。

6.2.6 弧垂调整程序和方法为:
    1 以各观测档和紧线场气温的平均值为观测气温。

    2 收紧导线，调整距紧线场最远的观测档的弧垂，使其合格
或略小于要求弧垂:放松导线，调整距紧线场次远的观测档的弧

垂，使其合格或略大于要求弧垂:再收紧，使较近的观测档合格，

依此类推，直至全部观测档调整完毕。

    3 同一观测档同相子导线应同为收紧调整或同为放松调整，

否则可能造成非观测档子导线弧垂不平。

      4

过大。

      5

同相子导线应基本同时收紧或同时放松，不使其张力相差

同相子导线用经纬仪统一操平，并利用测站尽量多检查一

些非观测档的子导线弧垂情况。

6 弧垂调整发生困难，各观测档不能统一时，应检查观测数

据;发生紊乱时，应放松导线，暂停一段时间后重新调整。

6.3 画 f盯

6.3.1 应在弧垂调整完毕，紧线应力未发生变化时，在紧线段内

各直线塔、耐张塔上同时画印。印记应准确、清晰。



DLIT5343一 2006

6，3.2 直线塔、无转角的耐张塔可用下述方法画印:用垂球将横

担挂孔中心投影到任一子导线上，将直角三角板的一个直角边贴
紧导线，另一直角边对准投影点，在其他子导线上画印，使诸印

记点连成的直线垂直于导线.

6.3.3 直线兼角塔取放线滑车顶点为画印点，用直角三角板在各
子导线上画印。

6.3.4 耐张转角塔的画印方法必须与割线尺寸计算方法相配合，

常用方法有:

    1三角板垂球法:以具有一个长直角边的直角三角板和垂球
作画印工具，将短直角边贴紧导线，长直角边对准横担挂孔中心

或由挂孔中心垂下的垂球线，顺长直角边在各子导线上画印。
    2 横担中心线延伸法:工具和方法同上，但长直角边不是对

准挂孔中心，而是对准横担挂孔断面处的横担中心。杆塔挂双放

线滑车时，用此法画印比较方便。

    3 挂点延伸法:用直尺对准横担挂孔中心，将挂孔中心连线
准确地延伸到各子导线上画印。

6.3.5 紧线操作塔为耐张塔时，其耐张塔的画印采用对导线进行
比量画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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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 件 安 装

                  7.， 一 般 要 求

7.1.1 紧线完毕后，应尽快进行附件安装，避免导线因在滑车中

受振和在线档(档距)中的相互鞭击而损伤。为此，应按放线和
紧线施工速度确定附件安装工序的施工组织，保证能及时完成附

件安装工作。

7.1.2 安装附件及间隔棒时，应对导线作全面检查.将导线上的
所有遗留问题处理完毕，重点是:

    1打光导线上未处理的局部轻微磨伤，并特别注意线夹两侧
及锚线点。

    2 安装补修管。
    3拆除接续管保护套。

    4 拆除导线上的各种标志物、保护物及其他异物(保护接地

线除外)。

7.1.3 附件安装过程中采取如下措施预防电害:

    1 保留紧线过程设置的接地，即保留耐张绝缘子串的短接接

地、跨越电力线路两侧杆塔上的滑车接地、耐张段较长时在选定

的中间直线塔上所作的接地。

    附件安装中的所有作业，均必须在两端都设有临时接地的封

闭区间内进行。

    2每一个附件安装工作点，均应在正式作业开始前首先设置

好工作接地。工作接地可使用截面积不小于16mmZ的编织铜线作
接地引线。工作完成后，自行拆除工作接地。
    3 飞车越过电力线路，一律视为从带电体上飞越，必须保证

对带电体的安全距离，飞越时应有专人监护。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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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附件(包括跳线)全部安装完毕后，按工程技术文件的规
定，保留部分临时接地作半永久性接地，拆除其余临时接地。半
永久性接地应作好记录、定期检查，保留至竣工验收后、启动运

行前拆除。

7.1.4 附件安装过程中，不得出现有潜在危险的交叉作业，主要

应注意:

    1 正在进行平衡挂线作业的导线，不得同时在该线其他部位

进行其他作业。

    2 相邻杆塔避免同时在同一相线吊装直线附件。

    3 同塔避免同时在同一垂直面上进行双层或多层作业。

7.2 耐张塔附件安装 (挂线)

7.2.1无论是以直线塔为紧线操作塔，还是以耐张塔为紧线操作

塔的紧线，在其紧线后的耐张塔、耐张转角塔上进行割线、安装

耐张线夹和连接耐张绝缘子金具串等作业，统称为耐张塔附件安

装，亦称为挂线。耐张塔附件安装又分为以直线塔为紧线操作塔

的耐张塔附件安装和以耐张塔为紧线操作塔的耐张塔附件安装。

7.2.2 以直线塔为紧线操作塔的耐张塔附件安装按下列方法和

程序进行:

    1 在耐张塔两侧同时对称地即平衡地进行空中锚线，平衡地

收紧两侧导线，使两侧锚线卡线器间的导线松弛。

    2 在两侧锚线卡线器间的断线位置处割断导线:将导线松

下，安装耐张线夹及金具、绝缘子等。

    3 在操作塔两侧以平衡挂线法和半平衡挂线法挂线。

    4 松开空中锚线，安装其他附件。
7.2.3 完成耐张塔挂线时，导地线过牵引不宜超过35仓mm。过牵
引时，导地线的安全系数不得小于2。

72.4 空中临锚操作方法如下:
    1用特制空中临锚飞车或人工出线安装卡线器，卡线器与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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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的距离:当地面安装耐张线夹时取 1.5倍挂点高，当空中安装
耐张线夹时取耐张线夹外3m左右。
    2 以横担挂线板上的施工孔为锚线孔，在卡线器与锚线孔间

设置临锚工具，按次序为卡线器、卸扣、锚线绳、手扳葫芦 (或
其他收紧工具)、卸扣、锚线孔。

    3两侧同时收紧手扳葫芦，使临锚工具逐渐受力，导线逐渐
松弛。收紧时应保持操作塔对称平衡受力。根据收紧过程中导线

是否向操作塔一侧移动，判断操作塔受力是否对称平衡。

7.2.5 耐张转角塔进行空中锚线时，应将操作塔放线滑车预先吊
在横担上。使其在收紧临锚时保持紧线时的原位置不变，否则滑

车因自重下坠，导线不能随临锚收紧而松弛，造成过牵引量增大。

72.6 断线前，在卡线器后侧0.5~10m处，用棕绳将导线宽松

绑在锚线绳上，防止松线时导线出现硬弯，断线后，用棕绳将导

线松下。

7.2.7 在空中安装耐张线夹后，可用空中对接法在空中安装耐张
绝缘子和耐张金具，操作方法为:

    1 将耐张组装申吊装到横担挂孔上。

在耐张组装申的近线端和临锚卡线器间布置轻便滑车组。
收紧滑车组，对接耐张线夹和耐张金具，如图7.2.7所示。

，
‘

飞
︸

图7念7用空中对接法挂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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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空中操作平台是一种轻便的有围栏的长方形平台，通常用
多点悬挂在空中锚线的锚线绳上，为在空中进行耐张线夹的压接
等作业提供工作面。空中操作平台参见图7.2.8。

图7念8 空中操作平台悬挂示意图

7.2.9 必须在地面安装耐张线夹时，也在地面组装耐张绝缘子和耐
张金具。然后用下述任一种方法挂线:

    1带张力挂线。此法属半平衡挂线。六分裂导线一般分4

次挂完一相两侧导线，每次均只挂横担一侧一相导线中的一半子

导线，且第一次在横担一侧挂线，第二 次在横担另一侧挂线，第
三次及第四次可在横担任一侧挂线，使横担上的不平衡张力始终

不超过一相导线总张力的1瓜。挂线所需过牵引量由挂线工具收
紧，连接金具到达挂线位置时，空中临锚已松弛而不再受力，故
挂线工具承受全部挂线张力。

    如操作塔的允许不平衡张力大于一相总张力的1龙，带张力挂

线时可不打临时拉线，否则应打临时拉线。
    2 不带张力挂线。此法为平衡挂线。挂线所需过牵引量用空

中临锚预先收足，连接金具到达挂线位置时，空中临锚仍然承受
锚线张力，挂线工具只承受拉紧耐张组装串和所带导线需要的张

力。如临锚收紧的过牵引量不足，应补充收紧，不得以挂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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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挂线。不带张力挂线后，在横担两侧对称松锚。不带张力挂

线，操作塔不打临时拉线。
7.2.10 为方便应用以上方法进行耐张塔附件安装，耐张绝缘子
金具组装串宜采用双联双串双挂点形式。每个铁塔挂点上只悬挂

一个双联绝缘子金具组装串，每个组装串最多只悬挂3根子导线。

    每个铁塔挂点应至少设置3个施工孔，孔径与挂孔相同，孔

距大于绝缘子盘径。

7，2.11 用张拉台或其他工具拉直耐张组装串，实测组装串长度，
确定基本割线尺寸。计算割线尺寸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1耐张绝缘子金具组装串实测长度。
    2 同相导线角内侧和角外侧挂点距离引起的线长差。

    3 紧线滑车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偏离挂点而引起的线长差。

    4 同联于一块竖直向二联板上的上线和下线，由二联板倾斜
引起的线长差。
    5 后联耐张组装串引起的线长差。

7.2.12 耐张绝缘子金具组装串实测长度。同相所有子导线所对

应的耐张绝缘子金具组装串长度均应实测。

7.213 操作塔为耐张转角塔，且采用双串双挂点耐张金具组装

串时，同相角内侧和角外侧挂点在横线路方向上有较大偏离，由

此引起的线长差，在用调长金具补偿后，一般尚剩余一小部分未
得补偿，应在割线尺寸中补充补偿。补充补偿值为:

叭=”sin号一衅 (72.13)

式中:

叭— 应在割线尺寸中补充补偿的角内外侧线长差，m;
  D— 角内侧挂孔和角外侧挂孔间的距离，曲

  “— 线路水平转角，度:
酬 — 己调整的角内外侧线长差，即实际取用的角内外侧

        调长金具长度差，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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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 放线滑车与设计挂线点位于不同高度引起的线长差，一

般可直接以斜档距差在割线尺寸中加以调整。斜档距差的近似计
算式为:

                  从h土生从，

从二一齐- (72.14)

    式中:

    △凡一一操作塔放线滑车与设计挂线点高差引起的线长差，曲
      1— 紧线操作档档距，m:

      h— 紧线操作档导线安装完毕后的悬点高差，m:

      从一一操作塔放线滑车与设计挂线点的高差，增加了高差

            h，式中的士号取正号，减少了高差h，士号取负号，

                          .110

了.2.15 由放线滑车与设计挂线点偏移一段水平距离引起的线长

差，一般仍直接以斜档距差在割线尺寸中加以调整。
7.2.16 同联于一块竖向二联板上的上线和下线，由于竖向二联
板上下两挂孔连线不取铅垂方向，而取弧垂曲线的法线方向，所

以上下线间存在线长差，需在割线尺寸中加以调整。该线长差可
通过计算求得，也可使用经验数据。

7.2，17 后联耐张组装串引起的线长差。向操作塔挂线时，在操
作塔端导线端头加联耐张组装串，相当于操作塔端导线用均布自

重荷载很大的耐张组装串去代替同长度的一段导线，因而使挂线

后操作档内导线的水平张力增大。所以，在向操作塔挂线前调整

其导线长度，以进行补偿，使挂线后的导线水平张力符合设计要
求。后联耐张组装串引起的线长差可通过计算求得。

了.2.18 无论是中间耐张塔，还是导线在地面锚线的耐张塔作为
紧线操作塔时，其耐张塔的附件安装作业程序如下:
    1装设空中操作平台，空中操作平台的悬挂如图7.28所示。

    2 确认导线上所画印记，在计入安装耐张线夹所需长度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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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线位置处断导线。

    3 在空中操作平台上安装耐张线夹 (液压)。
    4 卸下空中操作平台，挂线并拆除锚线工具。

    5 安装其他附件。

                  7.3 直线塔附件安装

7.3.1直线塔悬垂线夹安装
    1 各子导线的编号及就位顺序，如图7.3.1一1所示。

图7.3.1一1 各子导线编号及就位顺序

    2 便用四落特制的“三线提线器”提线。为防横担偏扭，需

在横担前后对称各挂一组提线器，如图7.3.1一2所示。
    3 子导线提线器均悬挂在子导线最终安装位置上方的导线

横担主材上，左右提线器的安装间距应适当，使其在提线操作中
不互相干扰.

    4 提线时，扳动提线器上的手扳葫芦，当1号、6号子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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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至预定高度后，分别窜动2号、3号和4号、5号子导线，使它

们也达到预定高度，进行悬垂线夹的安装。

图7‘3.卜2 直线塔导线提线示意图

7.3.2 直线线夹的安装位置，不需作调整时即为画印点，需作调

整时应先按移印值移位以确定安装位置。如采用微调、精调程序

紧线，应在精调后确定线夹安装位置。

7.3.3 安装直线塔线夹时，应以横担上悬挂点附近的施工孔为提
线安装承力点。横担上未设施工孔时，提线安装方法和承力点位

置应经计算确定，不得以未经验算的位置作提线安装承力点。
7.3.4 提线安装时按提升荷重，取动荷系数为1.2验算横担受力
和选择提线工具(即吊具)，当需使横担前后两片析架均匀受力时，

可使用两套吊具，分别悬挂在前后两片析架上，各提升一半子导

线;也可在前后两析架上挂“v”形套，以一套吊具挂在“V”形
套上提线，但吊具承载能力必须满足要求。

7.3.5 提升导线的吊钩，应使用承托面积较大者。吊钩沿线长方
向的承托宽度不得小于导线直径的2石倍，接触导线部分应衬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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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截面导线及安装护线条的导线，宜使用特制线夹作提线吊钩。

7.3.6 直线转角塔安装线夹时，以棕绳将悬垂绝缘子串拢绑在吊

具上，防止其因自重作用离开安装位置。角度较大的直线转角塔，

应慎重选择提线安装方案，对如下项目作严格验算:
    1 提线安装时的最大导地线应力。

    2提线工具的荷载。
    3提线安装过程中的杆塔受力。

7.4 间隔棒安装

7.4.1安装间隔棒采用专用飞车或人工走线等方法。不应使用有

缺陷的飞车安装间隔棒，人工走线时应穿软底胶鞋。

7.4.2 间隔棒安装位置的确定用测绳高空测量定位、地面测量定
位、计程器定位等方法。在跨越电力线路安装间隔棒时，应使用

绝缘测绳测量次档距。

了.4.3 间隔棒平面应垂直于导线。三相导线间隔棒的安装位置应

符合设计要求。

7.4.4 飞车或人工走线跨越电力线路时，必须验算对带电体的净
空距离。该距离不得小于最小安全距离，见表7点4。验算时荷重
取实际荷载的1.2倍，并计算相邻一基悬垂绝缘子串在不平衡张力
下产生的偏移。

衰7点4 飞车.下端对被跨越电力线路的.小安全距离

被跨越线路
  电压等级
  (kV)

蕊10 35 63~ 110 22O 330 5oo

最小安全距离
    (m)

2.0 3j 4.0 5.0 6.0 7.0

7.4.5采用人工走线安装间隔棒时，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并

防止损伤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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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跳 线 安 装

7.5.1 耐张塔的跳线为刚性跳线，其主体为刚性结构，两端以软

导线与耐张线夹的引流板相连:跳线器材运输和装卸要防止碰撞

变形，运到安装现场安装前方可拆除包装。

7.5.2 刚性跳线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和安装说明书进行安装。
7.5.3 柔性部分应使用未经牵引的原状导线制作。应使原弯曲方

向与安装后的弯曲方向相一致，以利外观造形。

7.5.4 在地面将硬跳线与悬垂绝缘子串组装好，一并吊装，安装

于塔上。根据确定的软跳线长度，将其与硬跳线引流板、耐张线

夹引流板连接，再安装软跳线间隔棒，并进行外观整形。

7.5.5 跳线安装后，对塔体最小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任何气象

条件下，跳线均不得与金具相摩擦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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