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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针对超／特高压线路带电作业面临的技术问题，为满足线
路运行维护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的需要，促进超／特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的开展，根据超／特高压
输电线路带电作业研究成果编写。
　　《超/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共分为6章，包括概述、750kV输电线路带电作业、直流输
电线路带电作业、1000kV交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工具与防护用具、输电线路带电
作业仿真培训系统。
　　《超/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可作为超／特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人员技术培训教材，
也可供超／特高压输电线路运行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

作者简介

　　胡毅，教授级高工、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从事高压输电技术和带电作业技术研究，主持完成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获省部级和国家电网公
司科技进步奖二十多项。
已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主持制定了二十多项国家和电力行业标准，出
版专著6部。
　　　　刘凯，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与运行维护技术研究，完成多项重点科研项
目，获省部级和国家电网公司科技进步奖十一项，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参与制定十多项国家和电力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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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带电作业的事故率是指开展带电作业工作时，作业间隙因操作过电压而放电所造成事故的概率。
事故率的大小取决于许多因素，如一年中进行带电作业的天数、作业人员处于“危险状态或位置”的
实际时间、一年中线路的操作与跳闸次数、系统操作过电压极性以及作业间隙的放电危险率等。
　　（四）带电作业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是指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地电位作业人员与带电体之间或
等电位作业人员与接地体之间所应保持的最小空气距离。
确定最小安全距离的基本原则是在最小电气间隙距离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合理的人体活动增量。
一般而言，增量可取0.5m。
最小组合间隙是指在作业间隙中的作业人员处于最低的50%操作冲击放电电压位置时，人体对接地体
和对带电体两者应保持的距离之和。
　　在规定的安全间距下，带电作业中即使产生了最高过电压，该间隙可能发生击穿的概率总是低于
预先规定的可接受值。
在确定带电作业安全距离时，过去基本上不考虑系统、设备和线路长短，一律按系统可能出现的最大
过电压来确定。
这对部分小塔窗线路、紧凑型线路、升压改造线路的带电作业带来了限制和困难。
实际上，当线路长度不一样、系统结构不一样、设备不一样、作业工况不一样时，不同线路的操作过
电压会有较大差别。
如果装有合闸电阻或在带电作业时已停用自动重合闸，带电作业时的实际过电压倍数将较系统中的最
大过电压低。
因此，在计算带电作业的安全距离和危险率时，应根据作业时的实际过电压倍数来计算分析。
不同系统的过电压值可通过暂态网络分析仪（TNA）或数字计算机应用专用程序计算求得。
在实际作业中，如果无该线路的操作过电压计算数据和测量数据，无法确定带电作业时的实际过电压
倍数时，则应按该系统可能出现的最大过电压倍数来确定安全距离。
如果通过计算和测量已知该线路的实际过电压倍数，则可采用相关标准中推荐的方法进行计算并通过
试验来加以校核确定。
　　带电作业最小安全距离包括带电作业最小电气间隙及人体允许活动范围。
在IEC标准中，最小电气间隙是指在带电作业工作点可防止发生电气击穿的最小间隙距离。
最小电气间隙的确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间隙外形、放电偏差、海拔高度、电压极性等。
一般来说，作业间隙的形状对放电电压有明显的影响。
在正极性标准冲击电压下，棒一板结构的放电电压最低，其间隙系数为1.0。
对于其他不同的间隙结构，可通过真型试验求出不同电极结构下的间隙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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