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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输配电线路施工实训”是高职高专院校电力技术类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专业学生必
修的、实践性很强的技术课程。
通过训练可使学生熟悉输配电线路施工的工艺流程，包括线路施工测量，基础施工，杆塔组立，导线
、地线架设基本训练和接地装置等五个部分；掌握输配电线路施工中各环节的要领和技巧。
为适应输电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对输配电线路施工实训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在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和教学手段上进行改革。
为此，我们精选教学内容，增加新知识内容，以体现教材的系统性和先进性；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
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扩大知识面；提倡在原有的教学基础上配合多媒体教学
和网络教学等先进教学手段进行讲授。
　　本书坚持先进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突出技能，符合电力工业科技发展方向，体现了电力生产的新
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并力求向模块式教材靠拢，满足了培养企业供用电员工的需要；以电力生产
目前实行的两个技术措施计划、四种规程的具体要求为依托，使教材达到规程、规范、制度的规定，
充分体现出电力生产工艺特性。
本书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培养目标，符合职业教育的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岗位资格和
技术等级要求，符合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技术质量标准，具有取材新颖、联系实际、结构紧凑、文字
简练、基本概念清晰、重点突出等特点。
　　本书由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黄立新编写第一部分，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谭社平编写第二、三
部分，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邱林编写第四、五部分，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王俊伟参与编写了部分
内容。
全书由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黄立新统稿，由三峡大学李光辉副教授、湖南省湘西电业局高级工程师
刘国雄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在编写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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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实验实训规划教材（电力技术类）。
    全书共分五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线路施工测量，基础施工，杆塔组立，导线、地线架设基本训练和
接地装置等。
本书根据高职高专教学特点编写，内容安排循序渐进、要领突出，从个人技能到集体技能训练，使学
生对输配电线路施工能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具有取材新颖、联系实际、结构紧凑、文字简练、基本
概念清晰、重点突出等特点。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力技术类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实训教
材，也可作为中等职业技术院校相关专业的实训教材，还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参考
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高等教育实验实训规划教材>>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线路施工测量  实训一 常用测量工具  实训二 经纬仪、水准仪和塔尺的使用方法  实训三 
线路测量基本技能  实训四 输电线路施工测量第二部分 基础施工  实训一 基坑的开挖  实训二 混凝土三
盘的安装  实训三 现场浇制混凝土基础的施工  实训四 掏挖基础的施工  实训五 不等高斜柱基础的施工  
实训六 岩石基础施工第三部分 杆塔组立  实训一 混凝土电杆的组立  实训二 铁塔的组立第四部分 导线
、地线架设基本训练  实训一 导线、地线的展放  实训二 紧线施工及弧垂观测  实训三 附件安装  实训四
导线与避雷线的连接第五部分 接地装置  实训一 接地装置施工  实训二 接地电阻测量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高等教育实验实训规划教材>>

章节摘录

　　（3）坑深及底部半对角线符合设计要求后，即以此坑底中心量出基础底板的开挖高度及基坑的
四角控制点，可在坑壁的四角适当高度钉立4个竹片桩。
　　（4）根据坑底二次分坑放样尺寸，进行底板部的基坑掏挖，直至符合设计要求为止。
　　（二）不等高斜柱基础模板的安装　　1. 斜柱模板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1）计算斜柱模板的长
度，在地面上将每一个侧面的模板进行装配，以保证符合设计的基础尺寸。
　　（2）应根据基础配筋情况安排绑扎钢筋与支模的操作顺序。
一般顺序是：①将底板钢筋扎好，同时留出主柱主筋的插入位置；②将主柱钢筋均匀插入并进行绑扎
；③吊装主柱模板；④调整主柱模板；⑤安装地脚螺栓。
　　（3）检查底板及主柱的钢筋布置是否符合设计规定，必须做到规格正确、数量齐全、绑扎完整
。
模板的内壁应涂以脱模剂。
　　2. 模板的吊装方法　　根据组合后的钢模板的质量确定吊装方法：当钢模板质量为工00kg及以下
时，可在地面组装后人力抬至坑口，穿入主柱钢筋笼后固定之；当钢模板质量为100kg以上时，可利用
三脚架将钢模筒整体吊至坑内。
　　3.模板的尺寸控制　　不等高斜柱基础的模板筒顶面尺寸控制，均采用对角线方向丈量、井字线
校核的方法。
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设计图纸及高差，计算模板顶端及底端内角点及外角点至中心桩的半
对角线线长。
如果高差较大不便用水平线丈量时，还应计算半对角线对应的斜距。
　　（2）在经纬仪监视下，设置对角水平线或斜距线，确保模板筒上下端的内角点和外角点对准水
平线。
对准水平线的方法是吊垂球。
　　（3）在对角线方向校准模板后，还应用经纬仪钉出该基础的半根开辅桩；然后在半根开辅桩上
安平经纬仪，对准中心桩后固定水平度盘为零，将经纬仪旋转90°，在基坑外侧钉出与半根开辅桩相
同高度的水平桩，此桩应高出模板筒顶平面；在水平桩上方拉水平十字线，其交叉点至半根开辅桩的
水平距离，应与设计半根开值相符。
　　（4）模板筒顶面标高的控制。
当设置在中心桩的经纬仪望远镜与模板筒顶面标高相差在5m以内时，则可利用现有的5m测尺采用直
读法，调整模板筒顶面高。
当设置在中心桩的经纬仪望远镜与模板筒顶面标高相差5m以上时，则必须另行设置高程控制点。
如图2-10所示，用水准仪和测尺由中心桩引出标高控制点，在标高控制点与基础之间再安置水准仪，
观测后计算出中心桩与模板筒顶面间的高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当中心桩与模板间有障碍物时，也应另设置标高控制点，以检查中心桩与模板筒顶面间的高差。
　　设置标高控制点的测量应等距离观测，以减少仪器误差的影响。
4个基础模板筒顶面高差的测量应尽量使用同一个标高控制点。
如果因通视条件限制必须使用2个标高控制点时，另一个标高控制点也必须由中心桩用水准仪引出，
严禁由控制点引出次控制点。
　　（5）模板筒的水平位置、坡度及标高的调整，往往需要反复几次才能完成，因为它们之间互相
牵连，互相制约。
一般调整顺序是：先在抬木或抬架上画出标高记号，然后在保证标高变化不大的前提下调整水平距离
及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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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输配电线路施工实训教程（电力技术类）》坚持先进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突出技能，符合电力
工业科技发展方向，体现了电力生产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并力求向模块式教材靠拢，满足了
培养企业供用电员工的需要；以电力生产目前实行的两个技术措施计划、四种规程的具体要求为依托
，使教材达到规程、规范、制度的规定，充分体现出电力生产工艺特性。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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