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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开展质量通病防治工作，落实质量通病防治技术措施，提高质量通病防治

工作效果，进一步提高国家电网公司系统输变电工程质量，制定了《国家电网公

司输变电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工作要求及监理控制措施》，监理部根据本措施加强

对内蒙古金鼎光伏股份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沉陷区综合治理 20 兆瓦光

伏发电项目 35kV 输电线路工程的质量通病的防治工作控制，按照国网公司要求，

确保工程达到一次性达标投产杜绝质量通病，监理部对工程质量通病的防治措施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一、监理部成立质量通病检查小组

组 长： 卢洪彦

成 员：安醒君、朱号兵、王科

二、监理部配备日常使用的检测仪器，加强工程质量的平行检验

监理部配备必要的检测工具，主要配备的检测工具有：

1、工程检测器具 1套，数字万用表，接地电阻测试表；

2、钢卷尺（5m、20m）；

3、水准仪，水平尺；

4、回弹仪，力矩扳手；

5、游标卡尺；

6、望远镜；

7、测厚仪；

8、接地电阻测量表。

三、在施工过程中的监督检查

监理人员按照监理部制定的检查巡视制度，进行现场巡视检查，收集工程质

量信息，解决工程的质量问题。严格按照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质量通病防治

工作要求及技术措施、设计文件、国家验收规范和强制性条文的要求，对关键部

位和隐蔽工程实施并做好检查及记录，对所有的分部、分项工程采取巡视、平行

检验等手段进行全过程跟踪监理检验，实施有效的控制。

四、认真审查施工单位报审的《内蒙古金鼎光伏股份有限公司乌拉特

前旗小佘太镇沉陷区综合治理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35kV输电线路工

程质量通病防治措施》，监理项目部根据质量通病的要求，主要控制

如下：



1 工程治理质量通病的主要项目

(1)设计定位质量通病的控制；

(2)路径复测质量通病的控制；

(3)基础分坑、开挖质量通病的控制；

(4)基础位移、扭转质量通病的控制；

(5)混凝土质量通病的控制；

(6)接地沟埋设深度不够质量通病的控制；

(7)基面整理不规范质量通病的控制；

(8)铁塔构件变形、镀锌层磨损等质量通病的控制；

(9)螺栓不匹配质量通病的控制；

(10)螺栓紧固质量通病的控制；

(11)导线磨损质量通病的控制；

(12)压接管弯曲质量通病的控制；

(13)附件安装质量通病的控制；

(14)线路防护工程质量通病的控制；

2 治理质量通病中的控制要点

(1)做好施工图会审，检查施工图设计是否已经考虑了质量通病的防治措施，

防治措施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条文规定和本工程的实际。组织监理部通病防治小

组成员对通病防措施进行培训和学习，确保全员深入领会和全面掌握，使之达到

措施的深入贯彻和控制的全面有效。

(2)施工前，要对施工单位的质量通病防治措施进行审查，施工单位是否制

定了相应的防治措施。

(3)在施工过程中，检查施工单位是否按设计要求和防治质量通病的措施组

织施工。

(4)工程验收检查是否按要求完成了防治质量通病的各项措施，并符合各项

“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

3 对防治质量通病的控制

(1)设计定位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 路径经过的规划区、开发区、林区、矿区、泄洪区和重要跨越省道时必



须取得当地政府及主管部门的许可协议。

2)重要跨越的杆（塔）位置的选择，应满足被跨越物所属行业的相关规定。

3)路径经过流沙、泥水、沼泽地时不宜采用插入角钢式基础，宜采用浅埋式

基础。

4)杆（塔）位置应考虑施工场地的需求，并方便维护运行。

5)铁塔接地孔的位置应便于接地体的安装，并保证工艺美观。接地孔的位置

应设在塔脚板或包铁上缘以上 200mm 处，水平位置应以便于引下线顺畅引下

为宜；接地引下线连板上设两个螺栓孔，下孔为运行孔，上孔为备用孔。连

板的形状可采用长方形或正方形两种。

6)架空避雷线与变电架构连接处应加装绝缘子，引下线应有便于测量的断开

点。

(2)路径复测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杆（塔）位置应符合施工图的平、断面要求。复核重要跨越物间的安全距

离，对新增加的跨越物应及时通知设计单位校核。

2)线路方向桩、转角桩、杆塔中心桩应有可靠的保护措施，防止丢失和移动。

(3)基础分坑、开挖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遇特殊地质条件（如：流沙、泥水、稻田、山地等），开挖前应将杆塔中

心桩引出。辅助桩应采取可靠保护措施，基础浇制完成后，必须恢复塔位中

心桩。

2)拉线杆（塔）基础分坑时应以中心桩高程为准，其主杆、拉线坑埋深应符

合设计要求。

3)基坑开挖应设专人检查基础坑的深度，及时测量，防止出现超深或欠挖现

象。

4)掏挖基础如需放炮时，应采用多点放小炮的方式，严禁放大炮爆破，避免

破坏原地质结构。

5)基坑开挖完成后要及时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当温度降至 0℃以下时应采取

防冻措施，严禁坑底受冻。雨、雪天气后，必须把坑内积水（雪）和淤泥清

理干净方可进行后续施工。

(4)基础位移、扭转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基坑开挖前要对基础中心桩进行二次复核，并设置稳固的辅助桩位，确认

桩位及各个基础腿的方位准确。

2)基础支模后、浇制前和浇制中要多次核对基础模板、地脚螺栓或插入角钢

的方位，保证其准确性。

3)当基坑有积水时，回填前应先将水排完，然后四周均匀填土、夯实，并随

时检查基础是否位移。

(5)混凝土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混凝土施工前应取得有资质的试验室出具的设计配合比（附有试配强度报

告）。进入冬期施工或更换添加剂时，应根据规范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

2)基础试块养护条件应与基础养护条件基本相同。记录试块养护期的日平均

温度，当等效养护龄期逐日温度累计达到 600℃·d时送检。

3)基础模板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平整度，应对其支撑强度和稳定性进行

计算。基础模板应能可靠地承受浇筑混凝土的重量和侧压力，防止出现基础

立柱几何变形；模板接缝处应采取粘贴胶带等措施，防止出现跑浆、漏浆现

象。

4)浇制中设专人控制混凝土的搅拌和振捣，现场质检人员要随时检查混凝土

的搅拌和振捣过程，防止出现振捣不均匀或振捣过度造成的离析。

5)混凝土垂直自由下落高度不得超过 2m，超过时应使用溜槽、串斗，防止混

凝土离析。

6)基础浇制时，应多方位均匀下料，防止地脚螺栓受力不均与基础立柱不同

心。

7)混凝土初凝前，采用多点控制的方法对基面高差进行测量，杜绝二次抹面。

(6)接地沟埋设深度不够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接地网地沟开挖时要充分考虑敷设接地体时出现弯曲的情况，留出深度富

裕量。

2)接地体敷设时要边压边平回填，保证埋深。

3)杆塔引下线应竖直埋入土中，直至设计埋深。

(7)基面整理不规范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回填时应在坑口地面上筑防沉层。防沉层应平整规范，其宽度不小于坑口



宽度，其高度不应掩埋铁塔构件。

2)基础施工完成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3)清理现场时应恢复现场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及地质滑坡。

(8)铁塔构件变形、镀锌层磨损等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对塔材的运输和装卸，应采取防止变形及磨损的措施。

2)塔材进场检验前，各相关单位应对供应商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对

塔材材质和锌层厚度进行复检。

3)对于悬浮抱杆下拉线的设置宜采用吊装带，当采用钢丝绳时必须对被绑扎

的部位进行保护。

4)塔材起吊时，要合理选定吊点的位置，对于过宽塔片、过长交叉材必须采

取补强措施，对绑扎吊点处要设置圆木并绑扎衬垫材料保护。

5)地面转向滑车严禁直接利用塔腿、基础立柱代替地锚使用。应设专用卡具，

或采用在塔腿内侧根部设置的滑车锚固铁件或锚固孔。

6)杆塔组装过程中发生构件连接困难时，要认真分析问题的原因，严禁强行

组装造成构件变形。

(9)螺栓不匹配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应按设计图纸及验收规范，核对螺栓等级、规格和数量，匹配使用。

2)杆塔组立现场，应采用有标识的容器将螺栓进行分类，防止因螺栓混放造

成错用。

3)对因特殊原因临时代用的螺栓做好记录并及时更换。

(10)螺栓紧固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设计单位应提供螺栓紧固力矩的范围。螺栓紧固时其最大力矩不宜大于紧

固力矩最小值的 120%。

2)防止紧固工具、螺母擦伤塔材锌层。紧固螺栓宜使用套筒工具，应检查螺

帽底部光洁度，采取防止螺杆转动的措施。

3)交叉铁所用垫块要与间隙相匹配，使用垫片时不得超过 2个；脚钉备母外

侧螺丝不得露扣，确保脚钉紧固。

4)螺栓紧固时应严格责任制，实行质量跟踪制度。

(11)导线磨损防治的技术措施



1)装卸、运输导线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导线磨损和碰伤。

2)按跨越架（物）条件计算放线张力，减少导线与跨越架（物）摩擦，防止

损伤导线。

3)放线时应保证线轴出线与张力机进线导向轮在一条直线上，导线不得与线

轴边沿摩擦。换线轴时，应防止导线与张力机、线轴架的硬、锐部件接触。

4)余线回盘时，若连接网套被盘进线轴，应在连接网套和其他导线间垫一层

隔离物。张力机前、后的压接和更换线轴时地面必须采取保护措施，禁止导

线直接与地面接触。

5)完成牵张放线作业、各子导线临锚后，子导线驰度应相互错位，防止子导

线鞭击。

6)卡线器不得在导线上滑动，卡线器后侧导线应套橡胶管保护。

(12)压接管弯曲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压接管压接后应检查弯曲度，不得超过 2%L。有明显弯曲时应校直，校直

后如有裂纹应割断重接。

2)经过滑车的接续管应使用与接续管相匹配的护套进行保护。当接续管通过

滑车时，应提前通知牵引机减速。

3)对于超过 30°的转角塔、垂直档距较大、相邻档高差大的直线塔，要合理

设置双放线滑车。

(13)附件安装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1)开口销不得漏装，不得出现半边开口和开口角度小于 60°的现象。

2)合成绝缘子串附件安装时，应使用专用工具，禁止踩踏合成绝缘子。

3)铝包带的缠绕应紧密，并与导线外层铝股绞制方向一致。两端露出线夹长

度不超出 10mm，其端头回绕于线夹内压住。

4)绝缘架空地线放电间隙的安装，应使用专用模具，控制误差不超出±2mm。

5)地线与变电站架构连接处，应加装绝缘子，并在连接线上设置便于站内接

地电阻检测的断开点。

(14)线路防护工程质量通病防治的技术措施

设计单位应给出杆塔标牌的固定位置、螺栓的规格。

(16)线路防护工程质量通病防治的施工措施



1)线路杆号牌、标示牌、警示牌安装要牢固、规范。其朝向应面向小号侧，

或面向道路或人员活动方向。

2)杆塔基础应按照设计要求做好护坡和排水沟，靠近季节性河流和容易冲刷

的杆塔基础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3)多回路铁塔色标漆涂刷要清晰简洁、干净。要采取措施防止瓷瓶、铁塔污

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