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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绝缘承载工具的最小有效绝缘长度不得小于0．4 m；

——增加了绝缘工器具的试验、运输及保管；

——增加了对工作票签发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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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GB／T 1 8857--2008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10 kV电压等级配电线路带电作业的作业方式、技术要求、绝缘工器具、绝缘防护用

具、绝缘遮蔽用具、操作要领及安全措施等。

本标准适用于10 kV电压等级配电线路的带电检修和维护作业。

3 kV、6 kV线路的带电作业可参考本标准。

鉴于各地电气设备型式多样，杆上设备布置差异较大，作业项目种类较多，因此本标准在作业项目

及操作方法上只做原则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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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臣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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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2168带电作业用遮蔽罩(GB／T 12168 2006，1EC 61299：2002，MOD)

GB／T 13035带电作业用绝缘绳索

GB 13398带电作业用空心绝缘管、泡沫填充绝缘管和实心绝缘棒(GB 13398 2008，IEC 60855：

1985，MOD；IEC 61235：1993，MOD)

GB／T 14286带电作业工具设备术语(GB／T 14286 2008，IEC 60743：2001，MOD)

GB／T 17622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GB／T 17622--2008，IEC 60903：2002，MOD)

DL 409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

DL／T 676带电作业用绝缘鞋(靴)通用技术条件

DL／T 740电容型验电器

DL／T 803带电作业用绝缘毯

DL／T 853带电作业用绝缘垫

DL／T 878带电作业用绝缘工具试验导则

DL／T 880带电作业用导线软质遮蔽罩

DL／T 974带电作业用工具库房

3术语和定义

GB／T 14286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绝缘防护用具insulating shielding apparatus

由绝缘材料制成，在带电作业时对人体进行安全防护的用具，包括绝缘服、绝缘裤、绝缘手套、绝缘

鞋(靴)、绝缘安全帽、绝缘袖套、绝缘披肩等。

3．2

绝缘遮蔽用具insulating cover apparatus

由绝缘材料制成，用来遮蔽或隔离带电体和邻近的接地部件的硬质或软质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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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绝缘操作工具insulating hand tools

用绝缘材料制成的操作工具，包括以绝缘管、棒、板为主绝缘材料，端部装配金属工具的硬质绝缘工

具和以绝缘绳为主绝缘材料制成的软质绝缘工具。

3．4

绝缘承载工具insulating carrying tools

承载作业人员进入带电作业位置的固定式或移动式绝缘承载工具，包括绝缘斗臂车、绝缘梯、绝缘

平台等。

4一般要求

4．1人员要求

4．1．1配电带电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无妨碍作业的生理和心理障碍。应具有电工原理和电力线路的

基本知识，掌握配电带电作业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熟悉作业工器具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熟悉

DL 409和本导则。应会紧急救护法，特别是触电解救。通过专责培训机构的理论、操作培训，考试合格

并持有上岗证。

4．1．2工作负责人(或安全监护人)应具有3年以上的配电带电作业实际工作经验，熟悉设备状况，具

有一定组织能力和事故处理能力，经专门培训，考试合格并具有上岗证，经本单位总工程师或主管生产

的领导批准后，负责现场的安全监护。

4．2气象条件要求

4．2．1作业应在良好的天气下进行。如遇雷、雨、雪、大雾时不应进行带电作业。风力大于10 m／s

(5级)以上时，不宜进行作业。

4．2．2相对湿度大于80％的天气，若需进行带电作业，应采用具有防潮性能的绝缘工具。

4．2．3在特殊或紧急条件下，必须在恶劣气候下进行带电抢修时，应针对现场气候和工作条件，组织有

关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作业人员充分讨论，制定可靠的安全措施，经本单位总工程师或主管生产的领导

批准后方可进行。夜间抢修作业应有足够的照明设施。

4．2．4带电作业过程中若遇天气突然变化，有可能危及人身或设备安全时，应立即停止工作；在保证人

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恢复设备正常状况，或采取其他措施。

4．3其他要求

4．3．1对于比较复杂、难度较大的带电作业新项目和研制的新工具，应进行试验论证，确认安全可靠，

制定操作工艺方案和安全措施，并经本单位总工程师或主管生产的领导批准后方可使用。

4．3．2带电作业工作票签发人和工作负责人对带电作业现场情况不熟悉时，应组织有经验的人员到现

场查勘。根据查勘结果做出能否进行带电作业的判断，并确定作业方法和所需工具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4．3．3带电作业工作负责人在工作开始之前应与调度联系。需要停用自动重合闸装置时，应履行许可

手续。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向调度汇报。严禁约时停用或恢复重合闸。

4．3．4在带电作业过程中如设备突然停电，作业人员应视设备仍然带电。工作负责人应尽快与调度联

系，调度未与工作负责人取得联系前不得强送电。

5工作制度

5．1工作票制度

5．1．1 配电带电作业应按DL 409中的规定，填写第二种工作票。工作票由工作负责人按票面要求逐

项填写。字迹应正确清楚，不得任意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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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工作票的有效时间以批准检修期为限，已结束的工作票，应保存三个月。

5．1．3工作票签发人应由熟悉人员技术水平、熟悉设备情况、熟悉本规程并具有带电作业工作经验的

生产领导人、技术人员或经本单位主管生产的领导或总工担任。工作票签发人名单应书面公布。

5．1．4工作票签发人不得同时兼任该项工作的工作负责人。

5．2工作监护制度

5．2．1配电带电作业必须设专人监护，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必须始终在工作现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

认真监护，及时纠正违反安全的动作。

5．2．2工作负责人(监护人)不得擅离岗位或兼任其他工作。

5．2．3监护的范围不得超过一个作业点。复杂的或高杆塔上的作业应增设(塔上)监护人。

5．3工作间断和终结制度

5．3．1配电带电作业过程中，若因故需临时间断，在间断期间，工作现场的带电工具和器材应可靠固

定，并保持安全隔离及派专人看守。

5．3．2间断工作恢复以前，必须检查一切工具、器材和设备，经查明确定安全可靠后才能重新工作。

5．3．3每项作业结束后，应仔细清理工作现场，工作负责人应严格检查设备上有无工具和材料遗留，设

备是否恢复工作状态。全部工作结束后，应向调度部门汇报。

6作业方式

6．1绝缘杆作业法

6．1．1绝缘杆作业法是指作业人员与带电体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戴绝缘手套和穿绝缘靴，通过绝缘

工具进行作业的方式。

6．1．2在杆上作业人员伸展身体各部位有可能同时触及不同电位(带电体和接地体)的设备时，作业人

员应对带电体进行绝缘遮蔽，并穿戴全套绝缘防护用具。

6．1．3绝缘杆作业法既可在登杆作业中采用，也可在斗臂车的工作斗或其他绝缘平台上采用。

6．1．4绝缘杆作业法中，绝缘杆为相地之间主绝缘，绝缘防护用具为辅助绝缘。

6．2绝缘手套作业法

6．2．1绝缘手套作业法是指作业人员使用绝缘承载工具(绝缘斗臂车、绝缘梯、绝缘平台等)与大地保

持规定的安全距离，穿戴绝缘防护用具，与周围物体保持绝缘隔离，通过绝缘手套对带电体直接进行作

业的方式。

6．2．2采用绝缘手套作业法时无论作业人员与接地体和相邻带电体的空气间隙是否满足规定的安全

距离，作业前均需对人体可能触及范围内的带电体和接地体进行绝缘遮蔽。

6．2．3在作业范围窄小，电气设备布置密集处，为保证作业人员对相邻带电体或接地体的有效隔离，在

适当位置还应装设绝缘隔板等限制作业人员的活动范围。

6．2．4在配电线路带电作业中，严禁作业人员穿戴屏蔽服装和导电手套，采用等电位方式进行作业。

绝缘手套作业法不是等电位作业法。

6．2．5绝缘手套作业法中，绝缘承载工具为相地主绝缘，空气间隙为相间主绝缘，绝缘遮蔽用具、绝缘

防护用具为辅助绝缘。

7技术要求

7．1最小安全距离

7．1．1在配电线路上采用绝缘杆作业法时，人体与带电体的最小安全距离不得小于0．4 m(此距离不

包括人体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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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斗臂车的臂上金属部分在仰起、回转运动中，与带电体间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1 m。

7．1．3带电升起、下落、左右移动导线时，对与被跨物间的交叉、平行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1 m。

7．2最小有效绝缘长度

7．2．1 绝缘操作杆最小有效绝缘长度不得小于0．7 m。

7．2．2支、拉、吊杆及绝缘绳等承力工具的最小有效绝缘长度不得小于0．4 m。

7．2．3绝缘承载工具的最小有效绝缘长度不得小于0．4 m。

7．2．4绝缘操作、承力、承载工具在试验距离为0．4 m时，在100 kV工频试验电压(1 min)下应无击

穿、无闪络、无发热。

7．3绝缘防护及遮蔽用具

7．3．1绝缘防护用具在20 kV工频试验电压(3 rain)下应无击穿、无闪络、无发热。

7．3．2绝缘遮蔽用具在20 kV工频试验电压(3 min)下应无击穿、无闪络、无发热。

8工器具的试验、运输及保管

8．1 10 kV配电线路带电作业应使用额定电压不小于10 kV的工器具。每一种工器具均应通过型式

试验，每件工器具应通过出厂试验并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试验合格且在有效期内方可使用，试验按

DL／T 878要求进行。

8．2绝缘防护用具的出厂及预防性试验项目见表1。

表1绝缘防护用具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 预防性试验
工具类型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间／rain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间／rain 试验周期

绝缘防护用具 20 3 20 1 6个月

注：试验中试品应无击穿、无闪络、无发热。

8．3绝缘遮蔽工具的出厂及预防性试验项目见表2。

表2绝缘遮蔽用具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 预防性试验
工具类型 试验长度／m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间／rain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间／min 试验周期

绝缘遮蔽用具 20 3 20 1 6个月

注：试验中试品应无击穿、无闪络、无发热。

8．4绝缘操作工具的出厂及预防性试验项目见表3。

表3绝缘操作工具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 预防性试验
工具类型 试验长度／m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间／rain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问／min 试验周期

绝缘操作工具 0．4 100 1 45 1 6个月

注：试验中试品应无击穿、无闲络、无发热。

8．5绝缘承载工具的出厂及预防性试验项目见表4、表5、表6。

表4绝缘承载工具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 预防性试验
『 工具类型 试验长度／m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间／min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间／rain 试验周期

I绝缘平台、绝缘梯 0．4 100 1 45 1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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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绝缘斗臂车工频耐压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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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试验 预防性试验
绝缘斗臂车 试验长度／m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间／rain 试验电压／kV 试验时间／rain 试验周期

绝缘臂 0．4 100 1 45 1 6个月

0．4 100 1 45 1 6个月
绝缘斗

50 1 50 1 6个月

整车 1．0 100 1 45 l

注：试验中试品应无击穿、无闪络、无发热。

表6绝缘斗臂车交流泄漏电流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 预防性试验
绝缘斗臂车 试验长度／m

试验电压／kV 泄漏值／pA 试验电压／kV 泄瀛值／pA 试验周期

绝缘臂 0 4 20 ≤200 20 ≤200 6个月

绝缘斗 0．4 20 ≤200 20 ≤200 6个月

整车 1．0 20 ≤500 20 ≤500 6个月

8．6工具的运输及保管

8．6．1在运输过程中，绝缘工具应装在专用工具袋、工具箱或专用工具车内，以防受潮和损伤。

8．6．2绝缘工具在运输中应防止受潮、淋雨、暴晒等，内包装运输袋可采用塑料袋，外包装运输袋可采

用帆布袋或专用皮(帆布)箱。

8．6．3带电作业用工具应存放在专用库房里，带电作业工具库房应满足DL／T 974的规定。

9作业注意事项

9．1作业前工作负责人应根据作业项目确定操作人员，如作业当天出现某作业人员明显精神和体力不

适的情况时，应及时更换人员，不得强行要求作业。

9．2作业前应根据作业项目，作业场所的需要，按数配足绝缘防护用具、遮蔽用具、操作工具、承载工具

等，并检查是否完好，工器具及防护用具应分别装人规定的工具袋中带往现场。在运输中应严防受潮和

碰撞，在作业现场应选择不影响作业的干燥、阴凉位置，分类整理摆放在防潮布上。

9．3绝缘斗臂车在使用前应认真检查其表面状况，若绝缘臂、斗表面存在明显脏污，可采用清洁毛巾或

棉纱擦拭，清洁完毕后应在正常工作环境下置放15 min以上，斗臂车在使用前应空斗试操作1次，确认

液压传动、回转、升降、伸缩系统工作正常，操作灵活，制动装置可靠。

9．4到达现场后，在作业前应检查确认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工具有无螺帽松动，绝缘遮蔽用具、防护用

具有无破损，并对绝缘操作工具进行检测。

9．5每次作业前全体作业人员应在现场列队，由工作负责人布置工作任务，进行人员分工，交代安全

技术措施，现场施工作业程序及配合等，并认真检查有关的工具、材料，备齐合格后方可开始工作。

9．6作业人员在工作现场要仔细检查电杆及电杆拉线，以及上部的腐蚀状况，必要时要采取防止倒塌

的措施。

9．7作业人员应根据地形地貌，将斗臂车定位于最适于作业位置，斗臂车应良好接地，作业人员进入工

作斗应系好安全带，要充分注意周边电信和高低压线路及其他障碍物，选定绝缘斗的升降回转路径，平

稳地操作。

9．8采用斗臂车作业前，应考虑工作负载及工具和作业人员的重量，严禁超载。

9．9绝缘手套和绝缘靴在使用前要压人空气，检查有无针孔缺陷；绝缘袖套、披肩、绝缘服在使用前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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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有无刺孔、划破等缺陷，若存在以上缺陷应退出使用。

9．10作业人员进入绝缘斗之前必须在地面上穿戴妥当绝缘安全帽、绝缘靴、绝缘服、绝缘手套及外层

防刺穿手套等，并由现场安全监护人员进行检查，作业人员进入工作斗内或登杆到达工作位置时，首先

应系好安全带。

9．11 在工作过程中，斗臂车的发动机不得熄火，工作负责人应通过泄漏电流监测警报仪实时监测泄漏

电流是否小于规定值。凡具有上、下绝缘段而中间用金属连接的绝缘伸缩臂，作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不

应接触金属件。工作斗的起升、下降速度不应大于0．5 m／s，斗臂车回转机构回转时，作业斗外缘的线

速度不应大于0．5 m／s。

9．12在接近带电体的过程中，要从下方依次验电，对人体可能触及范围内的低压线亦应验电，确认无

漏电现象。验电器应满足DL／T 740的技术要求。

9．13验电时人应处于与带电导体保持安全距离的位置。在低压带电导线或漏电的金属紧固件未采取

绝缘遮蔽或隔离措施时，作业人员不得穿越或碰触。

9．14对带电体设置绝缘遮蔽时，按照从近到远的原则，从离身体最近的带电体依次设置；对上下多回

分布的带电导线设置遮蔽用具时，应按照从下到上的原则，从下层导线开始依次向上层设置；对导线、绝

缘子、横担的设置次序是按照从带电体到接地体的原则，先放导线遮蔽罩，再放绝缘子遮蔽罩、然后对横

担进行遮蔽，遮蔽用具之间的接合处应有大于15 cm的重合部分。

9．15如遮蔽罩有脱落的可能时，应采用绝缘夹或绝缘绳绑扎，以防脱落。作业位置周围如有接地拉线

和低压线等设施，亦应使用绝缘挡板、绝缘毯、遮蔽罩等对周边物体进行绝缘隔离。另外，无论导线是裸

导线还是绝缘导线，在作业中均应进行绝缘遮蔽。

9．16拆除遮蔽用具应从带电体下方(绝缘杆作业法)或者侧方(绝缘手套作业法)拆除绝缘遮蔽用具，

拆除顺序与设置遮蔽相反：按照从远到近的原则，从离作业人员最远的开始依次向近处拆除，如是拆除

上下多回路的绝缘遮蔽用具，应按照从上到下的原则，从上层开始依次向下顺序拆除。对于导线、绝缘

子、横担的遮蔽拆除，应按照先接地体后带电体的原则，先拆横担遮蔽用具(绝缘垫、绝缘毯、遮蔽罩)、再

拆绝缘子遮蔽罩、然后拆导线遮蔽罩。在拆除绝缘遮蔽用具时应注意不使被遮蔽体受到显著振动，要尽

可能轻地拆除。

9．17在从地面向杆上作业位置吊运工具和遮蔽用具时，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别装入不同的吊装袋，应

避免混装。采用绝缘斗臂车的绝缘小吊或绝缘滑轮吊放时，吊绳下端应不接触地面，要防止受潮及缠绕

在其他设施上，吊放过程中应边观察边吊放。杆上作业人员之间传递工具或遮蔽用具时应一件一件地

分别传递。

9．18 工作负责人应时刻掌握作业的进展情况，密切注视作业人员的动作，根据作业方案及作业步骤及

时做出适当的指示，整个作业过程中不得放松危险部位的监护工作。工作负责人要时刻掌握作业人员

的疲劳程度，保持适当的时间间隔，必要时可以两班交替作业。

10作业项目及安全事项

10．1更换针式绝缘子

对作业范围内的带电导线、绝缘子、横担等均应进行遮蔽。

可采用绝缘斗臂车小吊臂法、羊角抱杆法或吊、支杆法等进行更换，导线升起高度距绝缘子顶部应

不小于o．4 in。或通过导线遮蔽罩及横担遮蔽罩的双重绝缘将导线放置在横担上，严禁用绝缘斗臂车

的工作斗支撑导线。拆除或绑扎绝缘子绑扎线时应边拆(绑)边卷，绑扎线的展放长度不得大于0．I m，

绑扎完毕后应剪掉多余部分。

10．2断、接引线

严禁带负荷断、接引线。接引流线前应查明负荷确已切除，所接分支线路或配电变压器绝缘良好无

误，相位正确无误，相关线路上确无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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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接引线时，严禁作业人员一手握导线、一手握引线发生人体串接情况。

在所接线路有电缆、电容器等容性负载时，还需要使用消弧操作杆等消弧工具。

所接引流线应长度适当，与周围接地构件、不同相带电体应有足够的安全距离，连接应牢固可靠。

断、接时可采用锁杆防止引线摆动。

10．3更换跌落保险或避雷器

10．3．1 当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可以停电时，更换跌落保险器应在确认低压侧无负荷状况下进行。用绝

缘拉闸杆断开三相跌落式保险后再行更换。

10．3．2当配电变压器低压侧不能停电时，可采用专用的绝缘引流线旁路短接跌落保险以及两端引线，

在带负荷的状况下更换跌落保险器。更换完并务必合上跌落保险器后，再拆除旁路引流线。

10．3．3三相跌落式保险器或避雷器之间须放置绝缘隔离设施，三相引线、构架、横担处均应进行绝缘

遮蔽。

10．3．4一相检修或更换完毕后，应迅速对其恢复绝缘遮蔽，然后检修或更换另一相。

10．4更换横担

根据线路状况确定作业方法，一般可采用临时绝缘横担法作业。大截面导线线路可采用带绝缘滑

车组的吊杆法作业。

10．5带负荷加装分段开关、加装负荷刀闸等

10．5．1带负荷作业所用的绝缘引流线和两端线夹的载流容量应满足最大负荷电流的要求，其绝缘层

需通过20 kV／1 rain的工频耐压试验，组装旁路引流线的导线处应清除氧化层，且线夹接触应牢固

可靠。

10．5．2用旁路引流线带电短接载流设备前，应注意一定要核对相位，载流设备应处于正常通流或合闸

位置。

10．5．3在装好旁路引流线后，用钳形电流表检查确认通流正常。

10．5．4加装分段开关，加装负荷刀闸时，在切断导线并做好终端头之前，应装设防导线松脱的保险绳，

保险绳应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足够的机械强度。

10．5．5在装好分段开关或负荷刀闸后，务必合上并检查确认通流正常后再拆除旁路引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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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操作导则

由于各地配电线路杆上电气设备的规格和布置的差异1：12l作业工器具的不同，各地在使用本导则

的过程中也可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和补充，制定出适用于本单位的操作导则。

A．1 绝缘工具作业法(间接作业)

A．1．1断引流线

A．1．1．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4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杆上电工2人；地面电工1人。

A．1．1．2作业步骤

A．1．1．2．1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

A．1．1．2．2拉开引流线后端线路开关或变压器高压侧的跌落保险器，使所断引流线无负荷。

A．1．1．2．3登杆电工检查登杆工具和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及其他绝缘

防护用具。

A．1．1．2．4登杆电工携带绝缘传递绳登杆至适当位置，并系好安全带。

A．1．1．2．5地面电工使用绝缘传递绳将绝缘操作杆和绝缘遮蔽用具分别传至杆上。杆上电工应用绝

缘操作杆由近及远对邻近的带电部件安装绝缘遮蔽罩。

A．1．1．2．6地面电工使用绝缘传递绳将绝缘锁杆传给杆上电工。由第1电工用绝缘锁杆锁住靠近线

路一端的引流线。

A．1．1．2．7断开引流线可用以下多种方法：

a)缠绕法，地面电工将扎线剪及三齿扒传至杆上，由第2电工将引下线与线路主线连接的绑扎线

拆开并剪断。

b)并沟线夹法，地面电工将并沟线夹装拆杆及绝缘套筒扳手传至杆上，由第2电工用并沟线夹装

拆杆夹住并沟线夹。然后，交由第1电工稳住并沟线夹装拆杆，第2电工用绝缘套筒扳手拆卸

并沟线夹。

c)引流线夹法，地面电工将引流线夹操作杆传至杆上，由第2电工用引流线夹操作杆拆卸引流线

夹，使引流线夹脱离主导线。

A．1．1．2．8第1电工用绝缘锁杆锁住引流线徐徐放下，第2电工将放下的引流线固定在横担或电杆

上，防止其摆动或影响作业。

A．1．1．2．9拆除引流线的另一端，并放下引流线至地面。

A．1．1．2．10应用上述同样方法可拆除另两相的引流线。

A．1．1．2．11 由远到近地逐步拆除绝缘遮蔽装置，并一一放置地面。

A．1．1．2．12检查完毕后，杆上电工返回地面。

A．1．1．3安全注意事项

A．1．1．3．1严禁带负荷断引流线。

A．1．1．3．2作业时，作业人员对相邻带电体的间隙距离、作业工具的最小有效绝缘长度应满足DL 409

和本标准的要求。

A．1．1．3．3作业人员应通过绝缘操作杆对人体可能触及的区域的所有带电体进行绝缘遮蔽。

A．1．1．3．4断引线应首先从边相开始，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进行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

开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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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3．5作业时应穿戴齐备绝缘防护用具。

A．1．1．3．6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1．1．4所需主要工器具

A．1．1．4．1绝缘传递绳

A．1．1．4．2绝缘锁杆

A．1．1．4．3绝缘扎线剪

A．1．1．4．4绝缘三齿扒

A．1．1．4．5并沟线夹装拆杆

A．1．1．4．6绝缘套筒扳手

A．1．1．4．7引流线夹操作杆

A．1．1．4．8拉闸操作杆

A．1．1．4．9导线遮蔽罩、引线遮蔽罩及软质绝缘罩

A．1．】．4．10安装遮蔽罩操作杆

A．1．2接引流线

A．1．2．1人员组合

GB／T 1 8857--2008

作业人员共4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杆上电工2人；地面电工1人。

A．1．2．2作业步骤

A．1．2．2．1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

A．1．2．2．2拉开引流线后端线路开关或变压器高压侧的跌落保险器，使所接引流线无负荷。

A．1．2．2．3登杆电工检查登杆工具和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及其他绝缘

防护用具。

A．1．2．2．4登杆电工携带绝缘传递绳登杆至适当位置，并系好安全带。

A．1．2．2．5地面电工使用绝缘传递绳将绝缘操作杆和绝缘遮蔽用具分别传至杆上，杆上电工利用绝

缘操作杆由近及远对邻近的带电部件安装绝缘遮蔽罩。

A．1．2．2．6杆上2电工相互配合利用绝缘杆(绳)测量所接引线的长度，并由地面电工按测量长度做

好引流线。

A．1．2．2．7地面电工将做好的引流线用绝缘传递绳传至杆上，再将绝缘锁杆传至杆上。

A．1．2．2．8杆上电工可直接接好无电端的引流线(三相引流线可分别连接好，并固定在合适位置以避

免摆动)。

A．1．2．2．9带电端引流线的连接可采用以下多种方法：

a) 在裸导线上接引流线

1)缠绕法

地面电工将绑扎线缠绕在绕线器上并注意保证扎线的长度，再传给杆上第2电工。杆上

第1电工用绝缘锁杆锁住引流线的另一端，送到带电导线接引位置，杆上第2电工安装绕

线器并进行缠绕，直到缠绕长度符合要求为止，地面电工将扎线剪传给杆上，由杆上电工

剪掉多余的绑扎线，并放下绕线器。

2)引流线夹法

地面电工将引流线夹操作杆传至杆上，杆上第1电工用绝缘锁杆锁住引流线的另一端，送

到带电导线接引位置，杆上第2电工用引流线夹操作杆将引流线夹的猴头挂在带电导线

上，并拧紧螺栓，使引流线夹与导线紧密固定。

3)并沟线夹法

地面电工将并沟线夹及装拆杆传至杆上，杆上第1电工用绝缘锁杆锁住引流线的另一端，

送到带电导线接引位置并固定好，杆上第2电工用并沟线夹装拆杆作业，将并沟线夹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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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路导线及引流线上，并沟线夹的一槽卡住导线，一槽卡住引流线。地面电工将套筒扳

手操作杆传至杆上，由杆上第1电工拧紧并沟线夹各螺栓。

b) 在绝缘线上接引流线

1)缠绕法

杆上电工在需接引流线处确定位置和尺寸，用端部装有绝缘线削皮刀的操作杆沿绝缘线

径向绕导线切割，切割时注意不要伤及导线。然后在两个径向切割处间(约220 mm～

250 mrs>纵向削导线绝缘皮，注意不要伤及导线。待绝缘皮削去后，用绝缘杆将已缠绕好

绑扎线的引流线的另一端(端头已削去绝缘皮)，送到已削去绝缘皮的带电导线引流线位

置，杆上第二电工安装绕线器并进行缠绕。应注意70 mm2及以上的导线缠绕长度为

ZOO mm，地面电工将防水胶带传给杆上电工，由杆上电工对裸露部分进行缠绕包扎，以

防雨水进入绝缘线内。

2)绝缘线刺穿线夹法

地面电工将绝缘线刺穿线夹及装拆杆传至杆上电工，杆上第一电工用绝缘锁杆锁住引流

线的另一端，送到带电绝缘导线接引位置并固定好；杆上第二电工用绝缘线刺穿线夹装

拆杆作业，将绝缘线刺穿线夹安装在绝缘线路导线及引流线上。绝缘线刺穿线夹的一个

槽卡住绝缘导线，另一槽卡住绝缘引流线。地面电工将绝缘扳手(或套筒扳手)操作杆传

给杆上电工，由杆上第二电工拧紧刺穿线夹的上螺母联结处至断裂为止(注意：拧紧绝缘

线刺穿线夹一定要拧上边的螺母，待上下螺母间的联结处断裂后，证明刺穿线夹已将绝

缘皮刺穿并与导线接触良好。此时不应再拧紧螺母，以免刺伤导线)。

引流线夹法与并沟线夹法也可用在绝缘线上，绝缘线去外皮方式等与缠绕法中所述相同。

A．1．2．2．10调整引流线，使之符合安全距离要求且外型美观。

A．1．2．2．11 应用上述同样方法可连接另两相的引流线。

A．1．2．2．12 由远到近地逐步拆除绝缘遮蔽装置，并一一放置地面。

A．1．2．2．13检查完毕后，将作业工具带回地面，杆上电工返回地面。

A．1．2．3安全注意事项

A．1．2．3．1严禁带负荷接引流线，接引流线前应检查并确定所接分支线路或配电变压器绝缘良好无

误，相位正确无误，线路上确无人工作。

A．1．2．3．2作业时，作业人员对相邻带电体的间隙距离，作业工具的最小有效绝缘长度应满足DL 409

的要求。

A．1．2．3．3作业人员应通过绝缘操作杆对作业范围内的所有带电体进行绝缘遮蔽。

A．1．2．3．4接引线应首先从边相开始，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进行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

开展作业。

A．1．2．3．5作业时，杆上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绝缘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1．2．3．6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1．2．3．7接引流线时，如采用缠绕法，其扎线材质应与被接导线相同，直径应适宜。

A．1．2．4所需主要工器具

A．I．2．4．1绝缘传递绳 1根

A．1．2．4．2绝缘锁杆 1副

A．1．2．4．3绝缘扎线剪 1副

A．1．2．4．4并沟线夹装拆杆 1副

A．1．2．4．5绝缘套筒扳手 1副

A．1．2．4．6引流线夹操作杆 1副

A．1．2．4．7绝缘测距杆(绳) 1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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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4．8绝缘绕线器 1副

A．1．2．4．9双猴头线夹 l副

A．1．2．4．10拉闸操作杆 1副

A．1．2．4．11 导线遮蔽罩、引线遮蔽罩及软质绝缘罩 若干

A．1．2．4．12安装遮蔽罩操作杆 若干

A．1．3更换边相针式绝缘子

A．1．3．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5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杆上电工2人；地面电工2人。

A．1．3．2作业步骤

A．I．3．2．1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

A．1．3．2．2登杆电工检查登杆工具和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及其他绝缘

防护用具。

A．1．3．2．3登杆电工携带绝缘传递绳登杆至适当位置，并系好安全带。

A．1．3．2．4地面电工使用绝缘传递绳将绝缘操作杆、横担遮蔽罩、导线遮蔽罩、针式绝缘子遮蔽罩逐

次传给杆上电工。

A．1．3．2．5杆上电工按照从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的原则逐次对作业范围内的所有带电部件进

行遮蔽，分别将导线遮蔽罩和针式绝缘子遮蔽罩安装到导线和绝缘子上。

A．1．3．2．6地面电工将横担遮蔽罩传至杆上电工，杆上电工将横担遮蔽罩安装在作业相的横担上。

A．1．3．2．7地面电工将多功能绝缘抱杆传至杆上电工，杆上电工在适当的位置将其安装在杆上。抱

杆横担接触且支撑住导线。

A．1．3．2．8地面电工将扎线剪及三齿扒传给杆上电工，杆上电工用三齿扒解开扎线，再用扎线剪剪断

扎线。

A．1．3．2．9杆上电工摇升多功能抱杆丝杠及抱杆横担辅助丝杠使导线距离针式绝缘子上端约0．4 I"11。

A．1．3．2．10杆上电工拆卸需更换的绝缘子。

A．1．3．2．11地面电工在新绝缘子上绑好扎线，再传给杆上电工，杆上电工装上新绝缘子。

A．1．3．2．12杆上电工摇降多功能抱杆丝杠，使导线徐徐降下至针瓶线槽内。

A．1．3．2．13杆上电工用三齿扒在导线上绑好扎线，用扎线剪剪去多余扎线。

A．1．3．2．14杆上电工拆除多功能抱杆，并用绝缘操作杆由远至近逐次拆除横担遮蔽罩、针式绝缘子

遮蔽罩、导线遮蔽罩，并一一放置地面。

A．1．3．2．15检查完毕后，将作业工具传回地面，杆上电工返回地面。

A．1．3．3安全注意事项

A．1．3．3．1作业时，作业人员对相邻带电体的间隙距离，作业工具的最小有效绝缘长度应满足DL 409

的要求。

A．1．3．3．2作业人员应通过绝缘操作杆对作业范围内的所有带电体进行绝缘遮蔽。

A．1．3．3．3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1．3．3．4作业时，杆上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1．3．3．5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1．3．3．6拆开绑扎绝缘子与导线的扎线时，必须注意扎线线头不能太长，以免接触接地体。

A．1．3．3．7导线的拉起及放下的速度应均匀而缓慢。

A．1．3．4所需主要工器具

A．1．3．4．1绝缘传递绳 1根

A．1．3．4．2导线遮蔽罩、绝缘子遮蔽罩 若干

A．1．3．4．3横担遮蔽罩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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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4．4遮蔽罩安装操作杆 1副

A．1．3．4．5多功能绝缘抱杆及附件 1套

A．1．3．4．6绝缘扎线剪操作杆 1副

A．1．3．4．7绝缘三齿扒操作杆 1副

A．1．3．4．8扎线 若干

A．1．4更换中相针式绝缘子(三角排列)

A．1．4．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5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杆上电工2人；地面电工2人。

A．1．4．2作业步骤

A．1．4．2．1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

A．1．4．2．2登杆电工检查登杆工具和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及其他绝缘

防护用具。

A．1．4．2．3登杆电工携带绝缘传递绳登杆至适当位置，并系好安全带。

A．1．4．2．4地面电工使用绝缘传递绳将绝缘操作杆、横担遍蔽罩、导线遮蔽罩、针式绝缘子遮蔽罩逐

次传给杆上电工。

A．1．4．2．5杆上电工按照从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的原则分别对作业范围内的所有带电部件进

行遮蔽，先将导线遮蔽罩、再将针式绝缘子遮蔽罩安装到带电导线和绝缘子上。

A．1．4．2．6地面电工将绝缘隔板传至杆上电工，杆上电工用绝缘隔板操作杆将绝缘隔板安装在中相

针式绝缘子根部。

A．1．4．2．7地面电工将多功能绝缘抱杆传至杆上电工，杆上电工在适当的位置将其安装在电杆上。

抱杆横担接触且支撑住导线。

A．1．4．2．8地面电工将扎线剪及三齿扒传给杆上电工，杆上电工用三齿扒解开扎线，再用扎线剪剪断

扎线。

A．1．4．2．9杆上电工摇升多功能抱杆丝杠及抱杆横担辅助丝杠使导线徐徐上升，距离针式绝缘子上

端约0．4m。

A．1．4．2．10杆上电工拆卸中相需更换的绝缘子。

A．1．4．2．11地面电工在新绝缘子上绑好扎线，再传给杆上电工，杆上电工装上新绝缘子。

A．1．4．2．12杆上电工摇降多功能抱杆丝杠，使导线徐徐降下至针瓶线槽内。

A．1．4．2．13杆上电工用三齿扒在导线上绑好扎线，用扎线剪剪去多余扎线。

A．1．4．2．14杆上电工拆除多功能抱杆，并用绝缘操作杆由远至近逐次拆除绝缘隔板、针式绝缘子遮

蔽罩、导线遮蔽罩，并一一放置地面。

A．1．4．2．15检查完毕后，将作业工具返回地面，杆上电工返回地面。

A．1．4．3安全注意事项

A．1．4．3．1作业时，作业人员对相邻带电体的间隙距离，作业工具的最小有效绝缘长度应满足DL 409

的要求。

A．1．4．3．2 作业人员应通过绝缘操作杆对作业范围内的所有带电体进行绝缘遮蔽。

A．1．4．3．3作业时，杆上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绝缘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1．4．3．4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1．4．3．5拆开绑扎绝缘子与导线的扎线时，必须注意扎线线头不能太长，以免接触接地体。

A．1．4．3．6导线的拉起及放下的速度应均匀而缓慢。

A．1．4．4所需主要工器具

A．1．4．4．1绝缘传递绳 1根

A．1．4．4．2导线遮蔽罩、绝缘子遮蔽罩 若干

1 2



GB／T 18857--2008

A．1．4．4．3绝缘隔板 1块

A．1．4．4．4遮蔽罩安装操作杆 1副

A．1．4．4．5绝缘隔板操作杆 1副

A．1．4．4．6多功能绝缘抱杆及附件 l套

A．1．4．4．7绝缘扎线剪操作杆 1副

A．1．4．4．8绝缘三齿扒操作杆 1副

A．1．4．4．9扎线 若干

A．1．5更换跌落式保险器(无负荷状态)

A．1．5．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4人：工作负责人(监护人)1人；杆上电工1人；梯上电工1人；地面电工1人。

A．1．5．2作业步骤

A．1．5．2．1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讲解作业方案，布置任务和分工。

A．1．5．2．2地面电工用拉闸杆断开作业现场的三相跌落式保险，取下保险管。经验电确认变压器低

压侧已经停电。

A．1．5．2．3全体作业人员配合，在适当的位置竖立好人字绝缘梯，并验证稳定性能良好，若不采用绝

缘梯，也可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为作业平台。

A．1．5．2．4杆上电工和梯上电工检查作业工具和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戴上绝缘手套、绝缘安

全帽及其他绝缘防护用具。

A．1．5．2．5登杆电工携带绝缘传递绳登杆至适当位置，并系好安全带。

A．1．5．2．6梯上电工检查人字梯确认其稳定性后，方可携带绝缘传递绳登梯，并系好安全带。

A．1．5．2．7地面电工使用绝缘传递绳将绝缘隔板传给杆上电工，并安装在横担上，以起到相间隔离的

作用。

A．1．5．2．8地面电工使用绝缘传递绳将绝缘操作杆和绝缘遮蔽用具分别传给杆上电工和梯上电工。

杆上电工和梯上电工用绝缘操作杆按照从近至远的原则对作业范围内的所有带电部件安装遮蔽罩。

A．1．5．2．9地面电工将绝缘锁杆传至杆上电工，杆上电工用其锁住跌落保险上桩头的高压引下线。

A．1．5．2．10地面电工将棘轮扳手操作杆传至梯上电工，梯上电工用棘轮扳手操作杆拆除跌落保险上

桩头接线螺栓。

A．1．5．2．11 杆上电工用绝缘锁杆将高压引线挑至离跌落保险器大于0．7 1Tl的位置，并扶持固定。若

受杆上设备布置的限制而不能确保这一距离时，应对高压引线进行遮蔽和隔离。

A．1．5．2．12经检查确认被更换跌落保险距周围带电体的安全距离满足DL 409的要求，且做好了与

相邻相的各种绝缘隔离和遮蔽措施后，经工作负责人的监护和许可，梯上电工手戴绝缘手套，拆除跌落

保险下桩头引流线及旧跌落保险器。然后，安装新跌落保险器及下桩头引流线。

A．1．5．2．13杆上电工用绝缘锁杆将高压引线送至跌落保险器上桩头；梯上电工用棘轮扳手操作杆拧

紧跌落保险上桩头螺母。

A．1．5．2．14杆上电工拆除绝缘锁杆，并调整高压引线，使尺寸符合安全距离要求且美观。

A．1．5．2．15杆上电工和梯上电工拆除绝缘隔板和各种遮蔽用具，并返回地面。

A．1．5．2．16地面电工用拉闸杆装上跌落保险管，经工作负责人许可，确认设备正常后，合闸送电。

A．1．5．2．17拆除绝缘梯，清理现场。

A．{．5．3安全注意事项

A．1．5．3．1检查并确认设备低压侧应无负荷。

A．1．5．3．2在被作业的跌落保险器与其他带电体之间应安装隔离和遮蔽装置。

A．1．5．3．3作业时，作业人员与相邻带电体的间隙距离，作业工具的最小有效绝缘长度均应满足

DL 40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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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3．4作业人员在拆除旧跌落保险器及安装新跌落保险器时，应始终戴绝缘手套，上桩头高压引

线拆下后应在作业人员最大触及范围之外。

A．1．5．3．5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1．5．4所需主要工器具

A．1．5．4．1 人字绝缘梯(或绝缘斗臂车) 1架(1台)

A．1．5．4．2绝缘传递绳 2根

A．1．5．4．3绝缘隔板 2块

A．1．5．4．4引线遮蔽罩 视现场情况决定

A．1．5．4．5绝缘拉闸杆 1副

A．1．5．4．6绝缘锁杆 1副

A．1．5．4．7棘轮扳手操作杆 1副

A．I．5．4．8遮蔽罩安装操作杆 1副

A．1．5．4．9绝缘隔板操作杆 1副

A．1．6更换避雷器

A．1．6．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4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杆上电工1人；梯上电工1人；地面电工1人。

A．1．6．2作业步骤

A．1．6．2．1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讲解作业方案，布置任务和分工。

A．1．6．2．2全体作业人员配合，在适当的位置竖立好人字绝缘梯，并验证稳定性能良好，若不采用绝

缘梯，也可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为作业平台。

A．1．6．2．3杆上电工和梯上电工检查作业工具和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

及其他绝缘防护用具。

A．1．6．2．4登杆电工携带绝缘传递绳登杆至适当位置，并系好安全带。

A．1．6．2．5梯上电工检查人字梯确认其稳定性后，方可携带绝缘传递绳登梯，并系好安全带。

A．1．6．2．6地面电工使用绝缘传递绳将绝缘隔板传给杆上电工，并安装在横担上，以起到相间隔离的

作用。

A．1．6．2．7地面电工使用绝缘传递绳将绝缘操作杆和绝缘遮蔽用具分别传给杆上电工和梯上电工。

杆上电工和梯上电工用绝缘操作杆按照从近至远的原则对作业范围内的所有带电部件安装遮蔽罩。

A．1．6．2．8地面电工将绝缘锁杆传至杆上电工，杆上电工用其锁住避雷器上桩头的高压引下线。

A．1．6．2．9地面电工将棘轮扳手操作杆传至梯上电工，梯上电工用棘轮扳手操作杆拆除避雷器上桩

头接线螺栓。

A．1．6．2．10杆上电工用绝缘锁杆将高压引线挑至离避雷器大于0．7m的位置，并扶持固定。若受杆

上设备布置的限制而不能确保这一距离时，应对高压引线进行遮蔽和隔离。

A．1．6．2．11经检查确认避雷器距周围带电体的安全距离满足DL 409的要求，且做好了与相邻相的

各种绝缘隔离和遮蔽措施后，经工作专责人的监护和许可，梯上电工手戴绝缘手套，拆除避雷器下桩头

接地线及旧避雷器。然后，安装新避雷器及下桩头接地线。

A．1．6．2．12杆上电工用绝缘锁杆将高压引线送至避雷器上桩头；梯上电工用棘轮扳手操作杆拧紧避

雷器上桩头螺母。

A．1．6．2．13杆上电工拆除绝缘锁杆，并调整高压引线，使尺寸符合安全距离要求且美观。

A．1．6．2．14杆上电工和梯上电工拆除绝缘隔板和各种遮蔽用具，并返回地面。

A．1．6．2．15拆除绝缘梯，清理现场。

A．1．6．3安全注意事项

A．1．6．3．1 在被作业的避雷器与其他带电体之间应安装隔离和遮蔽装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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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3．2作业时，作业人员与相邻带电体的间隙距离，作业工具的最小有效绝缘长度均应满足

DL 409的要求。

A．1．6．3．3作业人员在拆除旧避雷器及安装新避雷器时，应始终戴绝缘手套，上桩头高压引线拆下后

应在作业人员最大触及范围之外。

A．1．6．3．4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1．6．4所需主要工器具

A．1．6．4．1人字绝缘梯 1架(1台)

A．1．6．4．2绝缘传递绳 2根

A．1．6．4．3绝缘隔板 2块

A．1．6．4．4引线遮蔽罩、导线遮蔽罩、软质遮蔽毯 视现场情况决定

A．1．6．4．5绝缘拉闸杆 1副

A．1．6．4．6绝缘锁杆 1副

A．1．6．4．7棘轮扳手操作杆 1副

A．1．6．4．8遮蔽罩安装操作杆 1副

A．1．6．4．9绝缘隔板操作杆 1副

A．2绝缘手套作业法(直接作业法)

A．2．1更换针式绝缘子

A．2．1．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4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斗内上电工2人；地面电工1人。

A．2．1．2作业步骤

A．2．1．2．1 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讲解作业方案、布置任务、进行分工。

A．2．1．2．2根据杆上电气设备布置和作业项目，将绝缘斗臂车定位于最适于作业的位置，打好接地

桩，连上接地线。

A．2．1．2．3注意避开邻近的高低压线路及各类障碍物，选定绝缘斗臂车的升起方向和路径。

A．2．1．2．4在绝缘斗臂车和工具摆放位置四周围上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

A．2．1．2．5斗内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绝缘服(披肩)等全套绝

缘防护用具。

A．2．1．2．6斗内电工携带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入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置在斗中和工

具袋中，并系好安全带。

A．2．1．2．7在工作斗上升途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低压带电部件也需进行绝缘遮蔽。

A．2．1．2．8工作斗定位于便于作业的位置后，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入的

遮蔽罩的开口要翻向下方，并拉到靠近绝缘子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以防脱落。

A．2．1．2．9绝缘子两端边相导线遮蔽完成后，采用绝缘子遮蔽罩对边相绝缘子进行绝缘遮蔽，要注意

导线遮蔽罩与绝缘子遮蔽罩有15 CIEI的重叠部分，必要时用绝缘夹夹紧以防脱落。

A．2．1．2．10按照从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采用以上同样遮蔽方式，分别对在

作业范围内的所有带电部件进行遮蔽。若是更换中相绝缘子，则三相带电体均必须完全遮蔽。

A．2．1．2．11采用横担遮蔽用具对横担进行遮蔽，若是更换三角排列的中相针式绝缘子，还应对电杆

顶部进行绝缘遮蔽，若杆塔有拉线且在作业范围内，还应对拉线进行绝缘遮蔽。

A．2．1．2．12遮蔽作业完成后可采用多种方式更换绝缘子。

a)小吊臂作业法

1)用斗臂车上小吊臂的吊带轻吊托起导线。

2)取下欲更换绝缘子的遮蔽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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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开绝缘子绑扎线。在解绑扎线的过程中要注意边解边卷。一要防止绑扎线展延过长接

触其他物体；二要防止绑扎线端部扎破绝缘手套。

4) 绑线解除后，将导线吊起离绝缘子顶部大于0．4 1371。

5)更换绝缘子。

6) 绝缘小吊臂使导线缓缓下至绝缘子槽内。

7)绑上扎线。(注意扎线应捆成圈，边扎边解)剪去多余扎线。

8)对已完成作业相恢复绝缘遮蔽。

b)遮蔽罩作业法

1)取下欲更换绝缘子的遮蔽罩。

2) 解开绝缘子绑扎线，解开绑线时要注意保持导线在线槽内。

3)将两端导线遮蔽罩拉在一起，接缝处应重叠15 CITI以上。

4)将导线遮蔽罩开口朝上，并注意使接缝处避开横担。

5) 通过导线遮蔽罩和横担遮蔽罩双层隔离，将导线放到横担上。

6)更换绝缘子。

7)抬起导线，挪开导线遮蔽罩，将导线放至绝缘子槽内，转动导线遮蔽罩使开口朝向下方。

8)绑上扎线，(注意扎线应捆成圈，边扎边解)剪去多余扎线。

9)对已完成作业相恢复绝缘遮蔽。

A．2．1．2．13重复应用以上方法更换其他相绝缘子。

A．2．1．2．14全部作业完成后，由远至近依次拆除横担遮蔽罩、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等，拆除时

注意身体与带电部件保持安全距离。

A．2．1．2．15检查完毕后，移动工作斗至低压带电导线附近，拆除低压带电部件上的遮蔽罩。

A．2．1．2．16工作斗返回地面，清理工具和现场。

A．2．1．3安全注意事项

A．2．1．3．1斗中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2．I．3．2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1．3．3停用重合闸。

A．2．1．3．4绝缘手套外应套防刺穿手套。

A．2．1．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1．4．1 i0 EV绝缘斗臂车(带绝缘小吊臂) 1辆

A．2．1．4．2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绝缘毯等 视现场情况决定

A．2．1．4．3扎线 若干

A．2．2更换横担

A．2．2．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4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杆上电工2人；地面电工1人。

A．2．2．2作业步骤

A．2．2．2．1 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讲解作业方案、布置任务、进行分工。

A．2．2．2．2根据杆上电气设备布置，将绝缘斗臂车定位于最适于作业的位置，打好接地桩，连上接

地线。

A．2．2．2．3注意避开邻近的高低压线路及各类障碍物，选定绝缘斗臂车的升起方向和路径。

A．2．2．2．4 在绝缘斗臂车和工具摆放位置四周围上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

A．2．2．2．5斗内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绝缘服(披肩)等全套绝

缘防护用具。

A．2．2．2．6斗内电工携带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入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置在斗中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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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袋中，并系好安全带。

A．2．2．2．7在工作斗上升途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低压带电部件也需进行绝缘遮蔽。

A．2．2．2．8工作斗定位于便于作业的位置后，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入的

遮蔽罩的开口要翻向下方，并拉到靠近绝缘子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以防脱落。

A．2．2．2．9绝缘子两端边相导线遮蔽完成后，采用绝缘子遮蔽罩对边相绝缘子进行绝缘遮蔽，要注意

导线遮蔽罩与绝缘子遮蔽罩有15cm的重叠部分，必要时用绝缘夹夹紧以防脱落。

A．2．2．2．10按从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采用以上同样遮蔽方式，分别对三相

带电体进行绝缘遮蔽。

A．2．2．2．11采用横担遮蔽用具对横担进行遮蔽，采用绝缘毯等用具对电杆顶部进行绝缘遮蔽。若杆

塔有拉线且在作业范围内，还应对拉线进行绝缘遮蔽。

A．2．2．2．12更换旧横担，可采用以下方式：

a)杆上安装临时绝缘横担

1) 对齐安装方向，使临时横担与原横担平行。安装u型固定螺栓或其他装置，使横担固定

无晃动。临时绝缘横担的导线托槽应略高于绝缘子顶端。

2)对u型螺栓或其他接地构件进行绝缘遮蔽，并用绝缘夹或绝缘绳扎紧使不脱落。

3)取下边相绝缘子遮蔽罩，拆除绑扎线。拆除绑扎线时要注意边拆边卷。

4)托起导线，使导线遮蔽罩开口向上并对接起来，使接缝处有15 cm以上的重叠，将导线移

至f临时绝缘横担的托槽内。

5)采用以上同样方式将其他相导线移至绝缘横担上。

6)拆除旧横担，安装新横担。在新横担上应设置好绝缘遮蔽用具。

7)装上新横担且检查所有接地构件遮蔽完好后，将导线移至新横担上绝缘子线槽内。注意

挪好导线后使导线遮蔽罩的开口朝下。

8)绑上绑扎线，注意扎线另一端应卷成团握于手中，边绑边展。

9)剪去多余扎线，安装绝缘子遮蔽罩。注意绝缘子遮蔽罩应与导线遮蔽罩接缝处重叠。

10)用以上方法，按顺序完成其他相导线的移动和绑扎。

11)卸下临时绝缘横担，拆除接地构件的绝缘遮蔽用具。

b) 斗臂车上配带绝缘横担

1)作业人员工作范围内的三相导线进行遮蔽。

2) 使导线对齐进人绝缘横担的线槽托架，操作斗臂车的液压装置适当上托住导线。

3)取下绝缘子遮蔽罩，解开绑扎绳，使两端导线遮蔽罩对接起来，一相结束后用同样的方式

进行下一相作业。

4)操作斗臂车的液压装置升起绝缘斗臂车上绝缘横担，使导线上升距原横担0．4 mm以上。

5)拆除旧横担，安装新横担，对新横担安装绝缘遮蔽用具。

6) 下降绝缘斗臂车上绝缘横担，将导线置人新装横担的绝缘子线槽内，并绑上扎线。

7)一相作业完成后，装上绝缘子遮蔽罩，逐次进行下一相作业。

A．2．2．2．13从远至近、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高到低的原则逐次拆除横担遮蔽用具、绝缘子遮蔽用

具、导线遮蔽用具。拆除时注意身体与带电部件保持安全距离。

A．2．2．2．14检查完毕后，移动工作斗至低压带电导线附近，拆除低压带电部件上的遮蔽罩。

A．2．2．2．15工作斗返回地面，清理工具和现场。

A．2．2．3安全注意事项

A．2．2．3．1斗内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绝缘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2．2．3．2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2．3．3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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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3．4绝缘手套外应套防刺穿手套。

A．2．2．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2．4．1 i0 EV绝缘斗臂车(带绝缘小吊臂) 1辆

A．2．2．4．2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绝缘毯等 视现场情况决定

A．2．2．4．3扎线及扎线剪 若干

A．2．3修补导线

A．2．3．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3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斗内电工1人，地面电工1人。

A．2．3．2作业步骤

A．2．3．2．1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讲解作业方案、布置任务、进行分工。

A．2．3．2．2根据杆上电气设备布置，将绝缘斗臂车定位于最适于作业的位置，打好接地桩，连上接

地线。

A．2．3．2．3注意避开邻近的高低压线路及各类障碍物，选定绝缘斗臂车的升起方向和路径。

A．2．3．2．4在绝缘斗臂车和工具摆放位置四周围上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

A．2．3．2．5斗中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绝缘服(披肩)等全套绝

缘防护用具。

A．2．3．2．6斗内电工携带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入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置在斗中和工

具袋中，并系好安全带。

A．2．3．2．7在工作斗上升途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低压带电部件也需进行绝缘遮蔽。

A．2．3．2．8工作斗定位于便于作业的位置后，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入的

遮蔽罩的开El要翻向下方，并拉到靠近绝缘子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以防脱落。

A．2．3．2．9按照从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采用以上遮蔽方法，分别对作业范围

内的带电体进行遮蔽。若是修补中相导线，则三相带电体全部遮蔽。若修补位置临近杆塔或构架，还必

须对作业范围内的接地构件进行遮蔽。

A．2．3．2．10移开欲修补位置的导线遮蔽罩，尽量小范围的露出带电导线，检查损坏情况。

A．2．3．2．11用扎线或预绞丝或钳压补修管等材料修补导线，注意绝缘手套外应套有防刺穿的防护

手套。

A．2．3．2．12一处修补完毕后，应迅速恢复绝缘遮蔽，然后进行另一处作业。

A．2．3．2．13全部修补完毕后，由远至近拆除导线遮蔽罩和其他遮蔽装置。

A．2．3．2．14检查完毕后，移动工作斗至低压带电导线附近，拆除低压带电部件上的遮蔽罩。

A．2．3．2．15工作斗返回地面，清理工具和现场。

A．2．3．3安全注意事项

A．2．3．3．1 斗内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绝缘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2．3．3．2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3．3．3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2．3．3．4绝缘手套外应套防剌穿手套。

A．2．3．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3．4．1 10 kV绝缘斗臂车 1辆

A．2．3．4．2导线遮蔽罩及其他遮蔽装置 视现场作业情况决定

A．2．3．4．3修补导线用材料 若干

A．2．4带电更换lO kV线路直线杆

A．2．4．1人员组合

工作人员共8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斗内电工1人；杆上电工1人；地面电工2人；绝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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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斗臂车操作员1人；起重吊车司机2人。

A．2．4．2作业步骤

A．2．4．2．1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工作负责人讲解作业方案、布置工作任务、进行具体分工。

A．2．4．2．2工作负责人检查两侧导线。

A．2．4．2．3绝缘斗臂车进人工作现场，定位于最佳工作位置并装好接地线，选定工作斗的升降方向，

注意避开附近高低压线及障碍物。

A．2．4．2．4 布置工作现场，在绝缘斗臂车和工具摆放位置四周围上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

A．2．4．2．5斗内电工及杆上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戴上绝缘靴、绝缘服(披肩)、绝缘安全帽和绝

缘手套等全套绝缘防护用具，地面电工检查、摇测绝缘作业工具。

A．2．4．2．6斗内电工携带绝缘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入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在斗中和

工具袋中，并系好安全带。

A．2．4．2．7在工作斗上升过程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高低压带电部件需进行绝缘遮蔽。

A．2．4．2．8工作斗定位在合适的工作位置后，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人的

导线遮蔽罩的开口要向下方，并拉到靠近绝缘子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防止脱落。

A．2．4．2．9按照由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采用以上同样遮蔽方式，分别对三相

导线、横担、瓷瓶及连接构件进行遮蔽。

A．2．4．2．10杆上电工登杆至工作位置，系好安全带。地面电工将绝缘操作平台用滑车吊至工作

位置。

A．2．4．2．11 斗内电工和杆上电工相互配合，将绝缘操作平台固定好。杆上电工由杆上转移至绝缘操

作平台上，并系好安全带。

A．2．4．2．12地面电工将绝缘横担吊至工作位置，斗内电工和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相互配合，将绝缘

横担固定在杆上原横担上方。

A．2．4．2．13拆除边相导线瓷瓶绝缘毯，将边相导线绑线拆除，绝缘操作平台上电14,心地将边相导

线移至绝缘横担上固定好，并对固定处用绝缘毯再次进行绝缘遮蔽。

A．2．4．2．14依照以上方法，分别将另两相导线移至绝缘横担上，并迅速恢复绝缘遮蔽。

A．2．4．2．15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装好绝缘横担的绝缘起吊绳，一台起重吊车进入工作现场，适度地

吊住绝缘起吊绳，并保持与带电体足够的安全距离。同时，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拆除绝缘横担的固定装

置，吊车慢慢地将绝缘横担和三相导线吊至0．4 m以上的合适的高度。

A．2．4．2．16斗内电工拆除线杆上的所有绝缘遮蔽用具，杆上电工回到地面。

A．2．4．2．17地面电工1人登杆至合适位置，绑好直线杆的起吊绳。

A．2．4．2．18另一台起重吊车进入工作位置，将线杆吊出，放倒至地面。同时，地面电工装好新的线杆

上的横担、绝缘子等设备，并装好横担遮蔽罩和绝缘子遮蔽罩。

A．2．4．2．19起重吊车将新的线杆吊至指定位置固定好。

A．2．4．2．20起重吊车配合斗内电工，将三相导线落至线杆上合适位置。

A．2．4．2．21斗内电工移开中相导线遮蔽罩，将中相导线固定在线杆中相瓷瓶上，导线固定好后，将瓷

瓶和中相导线恢复绝缘遮蔽。

A．2．4．2．22按照上述方法，分别将另两相导线固定在线杆上。

A．2．4．2．23斗内电工由远及近依次拆除绝缘构件遮蔽罩、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等所有绝缘遮

蔽用具。

A．2．4．2．24斗内电工和杆上电工返回地面，清理施工现场工作负责人全面检查工作完成情况。

A．2．4．3安全注意事项

A．2．4．3．1斗内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2．4．3．2绝缘横担两端上应绑有绝缘绳，由地面电工控制，防止起吊和回落时，绝缘横担发生摆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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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3．3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4．3．4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2．4．3．5对不规则带电部件和接地构件可采用绝缘毯进行遮蔽，但要注意夹紧固定，两相邻绝缘毯

间应有重叠部分。

A．2．4．3．6拆除绝缘遮蔽用具时，应保持身体与被遮蔽物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A．2．4．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4．4．1 lO kv绝缘斗臂车 1辆

A．2．4．4．2起重吊车 z椭

A．2．4．4．3绝缘滑车、绝缘传递绳 各1副

A．2．4．4．4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绝缘毯、绝缘保险绳等 视现场情况决定

A．2．4．4．5扳手和其他用具 视现场情况决定

A．2．5带电断接引线

A．2．5．1人员组合

工作人员共5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工作斗内电工1人；地面电工2人；绝缘斗臂车操

作员1人。

A．2．5．2作业步骤

A．2．5．2．1断引流线

A．2．5．2．1．1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工作负责人讲解作业方案、布置工作任务、进行具体

分工。

A．2．5．2．1．2拉开引流线后端线路开关或变压器高压侧的跌落保险，使所断引流线无负荷。

A．2．5．2．1．3绝缘斗臂车进人工作现场，定位于最佳工作位置并装好接地线，选定工作斗的升降方

向，注意避开附近高低压线及障碍物。

A．2．5．2．1．4布置工作现场，在绝缘斗臂车和工具摆放位置四周围上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

A．2．5．2．1．5斗内电工及杆上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戴上绝缘靴、绝缘服(披肩)、绝缘安全帽和

绝缘手套等全套绝缘防护用具，同时，地面电工检查、摇测绝缘作业工具。

A．2．5．2．1．6斗内电工携带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人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在斗中和工

具袋中，并系好安全带。

A．2．5．2．1．7在工作斗上升过程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高低压带电部件需进行绝缘遮蔽。

A．2．5．2．1．8工作斗定位在合适的工作位置后，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人

的导线遮蔽罩的开口要向下方，并拉到靠近绝缘子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防止脱落。

A．2．5．2．1．9按照由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采用以上同样遮蔽方式，分别对三

相导线、三相引线、横担、瓷瓶及连接构件进行遮蔽。

A．2．5．2．1．10斗内电工拆开边相引线的遮蔽用具，利用断线钳将边相引线钳断，并将断头固定好，然

后迅速恢复被拆除的绝缘遮蔽。

A．2．5．2．1．1 1 采用上述方法，对中相引线和另一边相引线进行拆断，并恢复绝缘遮蔽。

A．2．5．2．1．12全部工作完成后，按从远到近、从上到下的顺序逐次拆除绝缘遮蔽工具，并返回地面。

A．2．5．2．2接引流线(加装跌落保险)

A．2．5．2．2．1 拉开引流线后端线路开关使所断引流线无负荷。

A．2．5．2．2．2地面一电工登杆至工作位置，系好安全带。地面另一电工利用绝缘绳和绝缘滑车分别

将跌落保险及其连接固定机构传递给斗内电工。

A．2．5．2．2．3斗内电工和杆上电工相互配合，将跌落保险及其连接固定机构安装在规定位置，分别断

开三相跌落保险，并接好跌落保险下桩头的三相引线，然后杆上电工回到地面。

A．2．5．2．2．4斗内电工拆开边相导线上的遮蔽罩，安装边相跌落保险上桩头引线。安装完好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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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除的遮蔽用具。

A．2．5．2．2．5依照以上方法，分别安装好中相引线和另一边相引线，检查确认安装完好后，斗内电工

按由远及近、由上到下的顺序依次拆除绝缘横担遮蔽罩、引线遮蔽罩、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等所有

绝缘遮蔽用具，并返回地面。

A．2．5．2．2．6地面电工用拉闸杆装上跌落保险管，经工作负责人许可，确认设备正常后合闸送电。

A．2．5．2．2．7清理施工现场。

A．2．5．3安全注意事项

A．2．5．3．1斗内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2．5．3．2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5．3．3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2．5．3．4对不规则带电部件和接地构件可采用绝缘毯进行遮蔽，但要注意夹紧固定，两相邻绝缘毯

间应有重叠部分。

A．2．5．3．5拆除绝缘遮蔽用具时，应保持身体与被遮蔽物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A．2．5．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5．4．1 10 kV绝缘斗臂车 1辆

A．2．5．4．2绝缘滑车、绝缘传递绳 各1副

A．2．5．4．3绝缘断线钳 l把

A．2．5．4．4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绝缘毯 视现场情况决定

A．2．5．4．5扳手和其他用具 视现场情况决定

A．2．6 带负荷更换跌落保险

A．2．6．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3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斗内电工2人，地面电工1人。

A．2．6．2作业步骤

A．2．6．2．1 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讲解作业方案、布置任务、进行分工。

A．2．6．2．2根据杆上电气设备布置和作业项目，将绝缘斗臂车定位于最适于作业的位置，打好接

地线。

A．2．6．2．3注意避开邻近的高低压线路及各类障碍物，选定绝缘斗臂车的升起方向和路径。

A．2．6．2．4在绝缘斗臂车和工具摆放位置四周围上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

A．2．6．2．5斗内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绝缘服(披肩)等全套绝

缘防护用具。

A．2．6．2．6斗中电工携带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入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置在斗中和工

具袋中，并系好安全带。

A．2．6．2．7在工作斗上升途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低压带电部件也需进行绝缘遮蔽。

A．2．6．2．8工作斗定位于便于作业的位置后，安装三相带电体之间的绝缘隔板。

A．2．6．2．9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入的遮蔽罩的开口要翻向下方，并拉到

靠近带电部件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以防脱落。

A．2．6．2．10对三相引线，跌落保险中，工作范围内的所有带电部件，接地构件等进行绝缘遮蔽。

A．2．6．2．1 1 采用横担遮蔽用具或绝缘毯对横担及其他接地构件进行绝缘遮蔽，并注意接缝处应有适

当的重叠部分。

A．2．6．2．12最小范围的移开导线遮蔽罩，采用绝缘引流线短接跌落保险及两端引线；绝缘引流线和

两端线夹的载流容量应满足1．2倍最大电流的要求。其绝缘层应通过工频30 kV(1 rain)的耐压试验。

组装旁路引流线的导线处应清除氧化层，且线夹接触应牢固可靠。

A．2．6．2．13在绝缘引流线的一端连接完毕后，另一端应注意与其他相带电线和接地物件保持安全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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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在端部线夹处应进行绝缘遮蔽。

A．2．6．2．14两端连接完毕且遮蔽完好后，应采用钳式电流表检查旁路引流线通流情况正常。

A．2．6．2．15分别拆下跌落保险器的引线，再撤除旧跌落保险器。

A．2．6．2．16装上新跌落保险器及两端引线，用钳式电流表检查引线通流情况正常后，恢复绝缘遮蔽。

A．2．6．2．17拆除绝缘引流线。

A．2．6．2．18检查设备正常工作后，由远至近依次撤除导线遮蔽罩，引线遮蔽罩，跌落保险遮蔽罩，接

地物件遮蔽罩，绝缘隔板等，撤除时注意身体与带电部件保持安全距离。

A．2．6．2．19工作后返回地面，清理工具和现场。

A．2．6．3安全注意事项

A．2．6．3．1斗内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2．6．3．2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6．3．3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2．6．3．4绝缘手套外应套防刺穿手套。

A．2．6．3．5对不规则带电部件和接地构件可采用绝缘毯进行遮蔽，但要注意夹紧固定。

A．2．6．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6．4．1 10 EV绝缘斗臂车 i辆

A．2．6．4．2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绝缘毯等 视现场情况决定

A．2．6．4．3绝缘引流线 1～3根

A．2．6．4．4钳式电流表 1块

A．2．7更换避雷器

A．2．7．1人员组合

作业人员共3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斗内电工1人；地面电工1人。

A．2．7．2作业步骤

A．2．7．2．1全体作业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讲解作业方案、布置任务、进行分工。

A．2．7．2．2根据杆上电气设备布置和作业项目，将绝缘斗臂车定位于最适于作业的位置，打好接地

桩，连上接地线。

A．2．7．2．3注意避开邻近的高低压线路及各类障碍物，选定绝缘斗臂车的升起方向和路径。

A．2．7．2．4在绝缘斗臂车和工具摆放位置四周围上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

A．2．7．2．5斗内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上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安全帽、绝缘服(披肩)等全套绝

缘防护用具。

A．2．7．2．6斗内电工携带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入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置在斗中和工

具袋中，并系好安全带。

A．2．7．2．7在工作斗上升途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低压带电部件也需进行绝缘遮蔽。

A．2．7．2．8工作斗定位于便于作业的位置后，安装三相带电体之间的绝缘隔板。

A．2．7．2．9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入的遮蔽罩的开口要翻向下方，并拉到

靠近带电部件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以防脱落。

A．2．7．2．10按照从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采用以上同样遮蔽方式，分别对三

相引线、避雷器及连接构件进行遮蔽。

A．2．7．2．11采用横担遮蔽用具或绝缘毯对横担及其他接地构件进行绝缘遮蔽，并注意接缝处应有适

当的重叠部分。

A．2．7．2．12最小范围地掀开欲更换避雷器的绝缘遮蔽，用扳手拆开避雷器上桩头的高压引线。

A．2．7．2．13将拆开的避雷器上桩头引线端头回折距避雷器0．4 m以上，放人引线遮蔽罩内，并用绝

缘夹把开缝处夹紧，使引线端头完全封闭在遮蔽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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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2．14经检查确认被更换避雷器与周围带电体的安全距离满足规定，且做好了各种绝缘隔离和

遮蔽措施后，斗中电工手戴绝缘手套拆除避雷器下桩头接地线及旧避雷器。然后，安装新避雷器及其下

桩头接地线。并确认连接完好。

A．2．7．2．15恢复对新安装避雷器接地构件的绝缘遮蔽。

A．2．7。2．16打开遮蔽罩，将高压引线端头展开送至避雷器的上桩头。斗中电工手戴绝缘手套，用扳

手拧紧避雷器上桩头螺母。并确认连接完好。

A．2．7．2．17三相作业完成后，由远至近依次拆除引线遮蔽罩、避雷器遮蔽罩、接地构件遮蔽罩、绝缘

隔板等，拆除时注意身体与带电部件保持安全距离。

A．2．7．2．18工作斗返回地面，清理工具和现场。

A．2．7．3安全注意事项

A．2．7．3．1斗内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2．7．3．2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7．3．3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2．7．3．4绝缘手套外应套防刺穿手套。

A．2．7．3．5对不规则带电部件和接地构件可采用绝缘毯进行遮蔽，但要注意夹紧固定。

A．2．7．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7．4．1 10 kV绝缘斗臂车 1辆

A．2．7．4．2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绝缘毯等 视现场情况决定

A．2．7．4．3 扳手或其他用具 视现场情况决定

A．2．8带负荷加装负荷刀闸

A．2．8．1人员组合

工作人员共6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斗内电工1人；杆上电工1人；地面电工2人；绝

缘斗臂车操作员1人。

A．2．8．2作业步骤

A．2．8．2．1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宣读工作票，工作负责人讲解作业方案、布置工作任务、进行具体分工。

A．2．8．2．2工作负责人检查两侧导线。

A．2．8．2．3绝缘斗臂车进人工作现场，定位于最佳工作位置并装好接地线，选定工作斗的升降方向，

注意避开附近高低压线及障碍物。

A．2．8．2．4布置工作现场，在绝缘斗臂车和工具摆放位置四周围上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

A．2．8．2．5斗内电工及杆上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戴上绝缘靴、绝缘服(披肩)、绝缘安全帽和绝

缘手套等全套绝缘防护用具，地面电工检查、摇测绝缘作业工具。

A．2．8．2．6斗内电工携带绝缘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入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在斗中和

工具袋中，作业人员要系好安全带。

A．2．8．2．7在工作斗上升过程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高低压带电部件需进行绝缘遮蔽。

A．2．8．2．8工作斗定位在合适的工作位置后，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人的

导线遮蔽罩的开口要向下方，并拉到靠近绝缘子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防止脱落。

A．2．8．2．9按照由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采用以上同样遮蔽方式，分别对三相

导线、横担、瓷瓶及连接构件进行遮蔽。

A．2．8．2．10杆上电工登杆至工作位置，系好安全带。地面电工将绝缘操作平台用滑车吊至工作

位置。

A．2．8．2．11斗内电工和杆上电工相互配合，将绝缘操作平台固定好。杆上电工由杆上转移至绝缘操

作平台上，并系好安全带。

A．2．8．2．12地面电工将绝缘横担吊至工作位置，斗内电工和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相互配合，将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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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担固定在杆上。

A．2．8．2．13拆除边相导线瓷瓶绝缘毯，将边相导线绑线拆除，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小心地将边相导

线移至绝缘横担上固定好，并对固定处用绝缘毯再次进行绝缘遮蔽。

A．2．8．2．14依照以上方法，分别将另两相导线移至绝缘横担上，并迅速恢复绝缘遮蔽。

A．2．8．2．15除原导线横担上的遮蔽罩和绝缘毯，并传回地面。

A．2．8．2．16松开原导线横担的固定件，拆除原导线横担传至地面。

A．2．8．2．17地面电工利用吊车将负荷刀闸吊至杆上，斗内电工和杆上电工相互配合，将负荷刀闸固

定好，并确认各机构连接牢固。

A．2．8．2．18地面电工1人登杆至合适位置，地面另一电工将刀闸操作机构吊至规定位置，由杆上电

工将操作机构固定好。工作斗内电工配合杆上电工将刀闸操作机构连接好。

A．2．8．2．19地面电工将中相耐张瓷瓶串吊至杆上，由工作斗内电工和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配合将瓷

瓶串安装好，并用绝缘毯分别将两端耐张瓷瓶遮蔽好。

A．2．8．2．20拆除中相导线上的遮蔽用具，松开绝缘横担上的中相导线固定夹，安装中相导线两侧的

紧线器，并收紧中相导线，注意控制导线弧垂为规定水平。

A．2．8．2．21装好导线保险绳和旁路引流线，检查确定引流线连接牢固。

A．2．8．2．22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引流线内电流，确认通流正常。

A．2．8．2．23斗内电工和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互相配合，利用导线断线钳将中相导线钳断。拆断导线

时，应先在钳断处两端分别用绝缘绳固定好，以防止导线断头摆动。然后并分别将中相导线与耐张瓷瓶

串连接好。

A．2．8．2．24分别拆除中相紧线器和保险绳，并对中相导线进行绝缘遮蔽。

A．2．8．2．25按照上述操作方法，分别对两边相导线进行以上作业，注意每次钳断导线前，都要用钳形

电流表测量引流线内电流，确认通流正常。

A．2．8．2．26斗内电工配合操作平台上电工将绝缘横担拆除传回地面。

A．2．8．2．27斗内电工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装好刀闸的绝缘隔板，将刀闸两侧的引线分别接至带电导

线上。

A．2．8．2．28地面电工合上刀闸操作机构，斗内电工检查并确认设备工作正常。

A．2．8．2．29斗内电工分别拆除三相绝缘引流线，按照由远及近、由上至下的顺序，分别拆除刀闸处的

绝缘隔板和绝缘毯。

A．2．8．2．30操作平台上电工由操作平台上转移至杆上，系好安全带。

A．2．8．2．3】斗内电工和秆上电工配合拆除绝缘操作平台传回地面。

A．2．8．2．32斗内电工由远及近依次拆除绝缘构件遮蔽罩、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等所有绝缘遮

蔽用具。

A．2．8．2．33斗内电工和杆上电工返回地面，工作负责人全面检查工作完成情况。

A．2．8．3安全注意事项

A．2．8．3．1斗内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2．8．3．2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8．3．3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2．8．3．4绝缘手套外应套防刺穿手套。

A．2．8．3．5对不规则带电部件和接地构件可采用绝缘毯进行遮蔽，但要注意夹紧固定，两相邻绝缘毯

间应有重叠部分。

A．2．8．3．6拆除绝缘遮蔽用具时，应保持身体与被遮蔽物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A．2．8．3．7在钳断导线之前，应安装好紧线器和保险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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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8．4．1 10 kV绝缘斗臂车

A．2．8．4．2 5 t起重吊车

A．2．8．4．3绝缘滑车、绝缘传递绳

A．2．8．4．4钳形电流表

A．2．8．4．5绝缘引流线

A．2．8．4．6绝缘断线钳

A．2．8．4．7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绝缘毯等

A．2．8．4．8扳手和其他用具

A．2．9 带负荷开断10 kV线路直线杆加装分段开关

A．2．9．1人员组合

GB／T 1 8857--2008

1辆

1辆

各1副

1块

3根

I把

视现场情况决定

视现场情况决定

工作人员共6人：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斗内电工1人；杆上电工1人；地面电工2人；绝

缘斗臂车操作员1人。

A．2．9．2作业步骤

A．2．9．2．1开工前，预先装好分段开关和两侧刀闸。

A．2．9．2．2全体工作人员到达工作现场，列队宣读工作票，工作负责人讲解作业方案、布置工作任务、

进行具体分工。

A．2．9．2．3工作负责人检查两侧导线。

A．2．9．2．4绝缘斗臂车进人工作现场，定位于最佳工作位置并装好接地线，选定工作斗的升降方向，

注意避开附近高低压线及障碍物。

A。2．9．2．5布置工作现场，在绝缘斗臂车和工具摆放位置四周围上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

A．2．9．2．6斗内电工及杆上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戴上绝缘靴、绝缘服(披肩)、绝缘安全帽和绝

缘手套等全套绝缘防护用具，地面电工检查、摇测绝缘作业工具。

A．2．9．2．7斗内电工携带绝缘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入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在斗中和

工具袋中，作业人员要系好安全带。

A．2．9．2．8在工作斗上升过程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高低压带电部件需进行绝缘遮蔽。

A．2．9．2．9工作斗定位在合适的工作位置后，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入的

导线遮蔽罩的开l：I要向下方，并拉到靠近绝缘子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防止脱落。

A．2．9．2．10按照由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采用以上同样遮蔽方式，分别对三

相导线、横担、瓷瓶、杆顶支架及连接构件进行绝缘遮蔽。

A．2．9．2．11杆上电工登杆至工作位置，系好安全带。地面电工将绝缘操作平台用滑车吊至工作

位置。

A．2．9．2．12斗内电工和杆上电工相互配合，将绝缘操作平台固定好。杆上电工由杆上转移至绝缘操

作平台上，并系好安全带。

A．2．9．2．13地面电工将绝缘横担吊至工作位置，斗内电工和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相互配合，将绝缘

横担固定，并对绝缘横担固定构件进行绝缘遮蔽。

A．2．9．2．14拆除边相导线瓷瓶绝缘毯，将边相导线绑线拆除，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小心地将边相导

线移至绝缘横担上固定好，并对固定处用绝缘毯再次进行绝缘遮蔽。

A，2．9．2．15依照以上方法，分别将另两相导线移至绝缘横担上，并迅速恢复绝缘遮蔽。

A．2．9．2．16拆除原导线横担、瓷瓶、杆顶支架上的遮蔽罩和绝缘毯，拆除原导线横担、瓷瓶、杆顶支架

传至地面。

A．2．9．2．17地面电工将中相耐张瓷瓶串吊至杆顶，由斗内电工和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配合将中相耐

张瓷瓶串安装好，并用绝缘毯分别将两端耐张瓷瓶遮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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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9．2．18拆除中相导线上的遮蔽用具，松开绝缘横担上的中相导线固定夹，安装中相导线两侧的

紧线器，并收紧中相导线，注意控制导线弧垂为规定水平。

A．2．9．2．19装好导线保险绳和旁路引流线，检查确定引流线连接牢固。

A．2．9，2．20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引流线内电流，确认通流正常。

A．2．9．2．21斗内电工和绝缘操作平台上电工互相配合，利用导线断线钳将中相导线钳断，并分别将

中相导线与耐张瓷瓶串连接牢固。拆断导线时，应先在钳断处两端分别用绝缘绳固定好，防止导线断头

摆动。

A．2．9．2．22分别拆除中相导线紧线器和保险绳，并对中相导线进行绝缘遮蔽。

A．2．9．2．23地面电工配合操作平台上电工将边相耐张横担吊至合适位置，斗内电工和绝缘操作平台

上电工互相配合，将边相耐张横担固定在绝缘横担下方规定位置。

A．2．9．2．24地面电工配合操作平台上电工将耐张绝缘子串吊至工作位置，斗内电工和绝缘操作平台

上电工互相配合，分别将边相耐张绝缘子串安装好。

A．2．9．2．25对边相耐张横担和边相耐张绝缘子串进行绝缘遮蔽，将橡胶绝缘垫安放在耐张横担上。

A．2．9．2．26按照上述中相导线施工方法，分别对两边相导线进行拆断施工，注意每次钳断导线前，都

要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引流线内电流，确认通流正常。并将导线分别与两边相耐张绝缘子连接好，拆去紧

线器和保险绳，然后进行绝缘遮蔽。

A．2．9．2．27操作平台上电工转移至杆上，系好安全带，斗内电工和杆上电工相互配合，拆除缘绝横担

和绝缘操作平台，并传回地面。

A．2．9．2．28杆上电工回到地面，地面另一电工登杆至分段开关位置，系好安全带。

A．2．9．2．29斗内电工分别将开关的引线接至三相导线上。杆上电工合上刀闸。

A．2．9．2．30斗内电工拆除三相I临时引流线，按由远到近、由上到下的顺序拆除所有遮蔽罩、绝缘毯。

A．2．9．2．31斗内电工返回地面，工作负责人全面检查、验收工作完成情况。

A．2．9．3安全注意事项

A．2．9．3．1斗内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绝缘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

A．2．9．3．2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9．3．3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2．9．3．4绝缘手套外应套防刺穿手套。

A．2．9．3．5对不规则带电部件和接地构件可采用绝缘毯进行遮蔽，但要注意夹紧固定，两相邻绝缘毯

问应有重叠部分。

A．2．9．3．6拆除绝缘遮蔽用具时，应保持身体与被遮蔽物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A．2．9．3．7在钳断导线之前，应确定安装好紧线器和保险绳。

A．2．9．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9．4．1 10 kV绝缘斗臂车

A．2．9．4．2绝缘滑车、绝缘传递绳

A．2．9．4．3钳形电流表

A．2．9．4．4绝缘引流线

A．2．9．4．5绝缘断线钳

A．2．9．4．6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绝缘毯等

A．2．9．4．7扳手和其他用具

A．2．10带负荷迁移10 kV线路

A．2．10．1人员组合

工作人员主要有：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1人；斗内电工1人

人；绝缘斗臂车操作员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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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0．2作业步骤

A．2．10．2．1开工前，进行现场实地勘测，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并通过学习，使参加施工的人员明确

具体的施工步骤、具体分工和安全注意事项。

A．2．10．2．2全体工作人员到达工作现场，布置安全护栏和作业标志，绝缘斗臂车进入被迁移线路的

一端，定位于最佳工作位置并装好接地线，选定工作斗的升降方向，注意避开附近高低压线及障碍物。

A．2．10．2．3两台临时负荷开关由载重车分别运至被迁移线路两端现场。在被迁移整个线路的下方，

每隔一定的距离安放一个绝缘滑轮支架，作为临时引流电缆的支架。

A．2．10．2．4临时引流电缆运至施工现场，敷设在两台临时负荷开关之间。敷设电缆时，应注意防止

l临时引流电缆从支架上滑落而磨损电缆外绝缘。

A．2．10．2．5将三相临时引流电缆两端分别接至两台临时负荷开关上。连接完好后，分别在两连接处

安装绝缘遮蔽罩，并检查两台临时负荷开关均在断开位置。

A．2．10．2．6斗中电工检查绝缘防护用具，穿戴上绝缘靴、绝缘服(披肩)、绝缘安全帽和绝缘手套等全

套绝缘防护用具。

A．2．10．2．7斗内电工携带绝缘作业工具和遮蔽用具进入工作斗，工具和遮蔽用具应分类放在斗中和

工具袋中，并系好安全带。

A．2．10．2．8在工作斗上升过程中，对可能触及范围内的高低压带电部件需进行绝缘遮蔽。

A．2．10．2．9工作斗定位在合适的工作位置后，首先对离身体最近的边相导线安装导线遮蔽罩，套人

的导线遮蔽罩的开口要向下方，并拉到靠近绝缘子的边缘处，用绝缘夹夹紧防止脱落。

A．2．10．2．10按照由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采用以上同样遮蔽方式，分别对三

相导线、横担、瓷瓶、杆顶支架及连接构件进行绝缘遮蔽。

A．2．10．2．11地面电工利用绝缘绳和绝缘滑车分别将负荷开关三相引线传递给斗内电工，斗内电工

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安装好三相引线，三相引线分别安装在被迁移线路前段的配电线路三相导线上。

应注意每安装好一相，就要对引线和导线的连接处恢复绝缘遮蔽。

A．2．10．2．12按照上述方法，安装线路另一端的临时负荷开关的三相引线。

A．2．10．2．13合上两台临时负荷开关，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引线上的电流，确认负荷已转移到临时

引流电缆上。

A．2．10．2．14斗内电工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分别钳断被迁移线路的三相引线。钳断时，应采取措施

防止引线断头搭接到别的带电部件或接地构件上。钳断后，对带电部分应迅速进行绝缘遮蔽。

A．2．10．2．15照上述方法，断开被迁移线路另一端的引线。

A．2．10．2．16地面电工进行迁移线路的施工(包括立线路直杆、安装横担、安装绝缘子、敷设三相导线

等)。

A．2．10．2．17绝缘斗臂车转移至已经迁移后的线路一端电杆处的合适位置固定好，斗内电工控制绝

缘斗至合适位置，按照由近至远、从带电体到接地体、从低到高的原则，分别对三相导线、横担、瓷瓶、杆

顶支架及连接构件进行绝缘遮蔽。

A．2．10．2．18按照由近至远的顺序，分别连接好迁移线路与带电线路的三相引线。应注意每连接一

相时，只拆除该相的绝缘遮蔽用具，确认连接完好后，迅速对该相的导线、引线、瓷瓶等恢复绝缘遮蔽。

A．2．10．2．19三相引线连接完毕后，按照由远及近、由上到下的顺序，拆除这一端线杆上的所有绝缘

遮蔽用具。

A．2．10．2．20按照上述方法，完成已经迁移后的线路另一端的引线连接工作，检查确认连接完好、通

流正常后，拆除该端线杆上的所有绝缘遮蔽用具。

A．2．10．2．21地面电工分别断开两台临时负荷开关，解开临时负荷开关与临时引流电缆的连接，回收

临时引流电缆。

A．2．10．2．22绝缘斗臂车转移至带电线路与临时负荷开关的引线连接处，斗内电工转移绝缘斗至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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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位置，按照由远至近的顺序分别拆除临时负荷开关的三相引线，同时，按照由远及近、由上到下的顺

序，拆除这一端线杆上的所有绝缘遮蔽用具。

A．2．10．2．23按照上述方法，绝缘斗臂车转移至带电线路另一端固定好，拆除该端的临时负荷开关的

三相引线，同时拆除这一端线杆上的所有绝缘遮蔽用具。完工后斗内电工回到地面，收起绝缘斗臂车。

A．2．10．2．24清理施工现场，工作负责人全面检查工作完成情况。

A．2．10．3安全注意事项

A．2．10．3．1施工前应作好充分的勘测和准备工作，明确被迁移线路的负荷大小，确认临时引流电缆

和两台临时负荷开关的型号满足施工要求。

A．2，10．3．2施工现场应作好安全隔离措施和设置施工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施工现场，进入现场

必须佩带安全帽。

A．2．10．3．3现场应有专人负责指挥施工，作好现场的组织、协调工作。两台临时负荷开关处也应分

别有专人看护和操作，统一听从负责人指挥，防止误操作。

A．2．10．3．4绝缘斗臂车每次转移至～个不同的工作位置，都要重新接好接地线，选定工作斗的升降

方向，注意避开附近高低压带电体及障碍物。

A．2．10．3．5斗内电工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袖套、绝缘安全帽等绝缘防护用具，绝缘手套外应套

防刺穿手套。所有电工高空作业时都要系好安全带。

A．2．10．3．6在一相作业完成后，应迅速对其恢复和保持绝缘遮蔽，然后再对另一相开展作业。

A．2．10．3．7停用重合闸参照DL 409执行。

A．2．10．3．8对不规则带电部件和接地构件可采用绝缘毯进行遮蔽，但要注意夹紧固定，两相邻绝缘

毯间应有重叠部分。

A．2．10．3．9拆除绝缘遮蔽用具时，应保持身体与被遮蔽物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A．2．10．4所需主要工器具

A．2．10．4．1

A．2．10．4．2

A．2．10．4．3

A．2 10．4．4

A．2．10．4．5

A．2．10．4．6

A．2．10．4．7

i0 kV绝缘斗臂车

载重车

临时负荷开关

临时三相引流电缆

绝缘断线钳、钳形电流表

绝缘子遮蔽罩、导线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绝缘毯、硅橡胶垫、

绝缘滑轮支架、绝缘滑车、绝缘传递绳、安全带等

扳手和其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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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工具及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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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绝缘操作工具

B．1．1硬质绝缘工具

主要指以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增强型绝缘管、板、棒为主绝缘材料制成的配电作业工具，包括操作工

具、运载工具、承力工具等，其电气和机械性能应满足GB 13398的要求。在配电作业中对端部装配不

同金属工具的绝缘操作杆，其尺寸及电气性能应满足表B．1和表B．2的要求。

表B．1绝缘操作杆的尺寸

I 额定电压／kV 最小有效绝缘长度／ra 端部金属接头长度不大于／m 手持部分长度不小于／m

6--10 o．70 o．10 0．60

表B．2绝缘操作杆的电气性能要求

额定电压／kV 试验电极间距离／m 工频闪络击穿电压不小于／kV 100 kV／1 min工频耐压

『 6--10 0·40 120 无闲络、无击穿、无发热

B．1．2软质绝缘工具

主要指以绝缘绳为主绝缘材料制成的工具，包括吊运工具、承力工具等，绝缘绳的电气性能应满足

表B．3的要求。

绝缘绳的机械性能应满足GB／T 13035的要求。

表B．3绝缘绳的电气性能要求

l 试验电极间距离／m 工频闪络击穿电压不小于／kV 90％高湿度下泄漏电流不大于／pA

I 。s 170 300

B．2绝缘承载工具

B．2．1绝缘斗臂车

B．2．1．1 6 kV～10 kV绝缘斗臂车的绝缘臂应采用绝缘材料制作，绝缘材料的电气和机械性能应满

足GBl3398的要求。

B．2．1．2绝缘臂的电气性能应符合表B．4的规定。

表B．4绝缘臂的电气性能要求

l 1 rain工频耐压／kV 交流泄漏电流试验
额定电压／kV 试验距离／m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施加电压／kV 泄漏电流／pA

10 0 4 lOO 50 20 200

B．2．1．3绝缘斗应采用绝缘材料制作，电气性能应符合表B．5的规定。

表B．5绝缘斗的电气性能要求

1 min工频耐压／kV 交流泄漏电流试验
l 额定电压／kv 试验距离／m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施加电压／kV 泄漏电流／pA

} 10 0．4 100 50 20 420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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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4对于带有自动平衡装置或上下两套操作系统的绝缘斗臂车，其电气性能要求应符合表B．6

的规定。

表B．6带有自动平衡装置斗臂车的电气性能要求

I 1 min工频耐压／kV 交流泄漏电流试验
I额定电压．／kv 试验距离／m

l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施加电压／kV 泄漏电流／pA

l 10 1．0 100 50 20 ≤500

B．2．1．5绝缘斗的层问工频耐压试验值为50 kV，耐压时间为1 mind_o．5 s，试验中应无击穿，无闪

络，无发热。

B．2．1．6绝缘斗臂车的机械性能及其他性能应满足GB 13398的要求。

B．2．2绝缘平台

B．2．2．1 10 kv绝缘平台的应采用绝缘材料制作，绝缘材料的电气和机械性能应满足GB 13398的

要求。

B．2．2．2绝缘平台的电气性能应符合表B．7的规定。

表B．7绝缘平台的电气性能要求

1 mill工频耐压／kV 交流泄漏电流试验 I
额定电压／kV 试验距离／m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施加电压／kv 泄漏电流／pA l

I 10 O．4 100 50 20 。<500 {
B．2．2．3绝缘平台按工作状态布置，在2 000 N／3 rain的负荷作用下，应无明显变形。

B．3绝缘遮蔽工具

B．3．1绝缘遮蔽罩

绝缘遮蔽罩包括导线遮蔽罩，耐张装置(绝缘子、线头或拉板)遮蔽罩、针式绝缘子遮蔽罩、棒型绝缘

子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电杆遮蔽罩、特型遮蔽罩及柔形遮蔽罩，其电气和机械性能应满足GB／T 12168

和DL／T 880的要求。绝缘遮蔽罩的电气性能应满足表B．8的规定。

表B．8绝缘遮蔽罩的电气性能要求

l 额定电压／kV 工频试验电压／kv 耐压时间／1 rain 要 求

l 10 20 1 无闪络、无击穿、无发热

B．3．2绝缘隔板及绝缘毯

绝缘隔板和绝缘毯的电气性能要求同表B．8，其电气和机械性能应满足DL／T 803的要求。

B．3．3遮蔽及隔离用具的机械性能应满足GB／T 12168的要求。

B．4绝缘防护用具

B．4．1绝缘手套

绝缘手套指在配电作业中起电气绝缘作用的手套，手套用合成橡胶或天然橡胶制成，其形状为分指

式，其电气和机械性能应满足OB／T 1 7622的要求。

B．4．1．1绝缘手套的电气性能应满足表B．9的要求。

B．4．1．2 绝缘手套的机械性能要求为：平均拉伸强度应不低于14 MPa，平均拉断伸长率不低于

600％，拉伸永久变形不应超过15％，绝缘手套的抗机械刺穿强度不小于18 N／ram，手套还应具有耐老

化、耐燃、耐低温性能。

B．4．1．3绝缘手套表面必须平滑，内外面应无针孔、疵点、裂纹、砂眼、杂质、修剪损伤、夹紧痕迹等各

种明显缺陷和明显的波纹及铸模痕迹，应避免阳光直射，挤压折叠，贮存环境温度宜为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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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9绝缘手套的电气性能要求

GB／T 18857--2008

交流试验 直流试验

泄漏电流肛A
额定电压／kV

验证试验电压／kV 手套长度／ram 验证试验电压／kV

360 4lO 460

6 20 】4 】6 18 30

10 30 14 16 18 40

B．4．2绝缘靴指在带电作业时起电气绝缘作用的靴，靴用合成橡胶或天然橡胶制成，其电气和机械性

能应满足DL／T 676的要求。

B．4．2．1绝缘靴的电气性能要求应满足表B．10中的规定。

表B．10绝缘靴的电气性能要求

l 额定电压／kv 工频试验电压／kV 耐压时问／1 min 要 求

I 6～lo 20 2 无闪络、元击穿、元发热

B．4．2．2绝缘靴的机械性能应满足表B．11的要求。

表B．11 绝缘靴的机械性能要求

扯断强度应大于／MPa 扯断伸长率应大于／％ 硬度(邵氏)／A 粘附强度应大于／(N／cm)

靴面 靴底 靴丽 靴底 靴面 靴底 用手与靴面

13．72 11．76 450 360 55～65 55～70 6 36

B．4．3绝缘服、披肩、袖套、胸套等指由橡胶或其他绝缘柔性材料制成的穿戴用具，是保护作业人员接

触带电导体和电气设备时免遭电击的安全防护用品，其电气和机械性能参照DL／T 803和DL／T 853

的要求。

B．4．3．1绝缘服、袖套、披肩的电气性能应满足表B．12中的要求。

表B．12绝缘服、袖套、披肩的电气性能要求

耐压时间／1 rain

额定电压／kV 工频试验电压／kV 要 求
型式或抽样试验 出厂和预防性试验

6 20 3 l 无闪络、无击穿、无发热

10 20 3 1 无闲络、无击穿、无发热

B．4．3．2绝缘服、袖套、披肩的机械性能要求为：平均抗拉强度不小于14 MPa，抗机械剌穿强度应不

小于18 N／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