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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华菱集团一期 2.5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克服工程质量通病，规范工程

质量通病防治（以下简称通病防治）工作， 特制定本方案。

1.2、本方案适用于华菱集团一期 2.5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3、本规定参照GB50233—2005《110～500kV 架空送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4

—2002《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175《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JGJ

55—2000《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110～500kV架空电力线路工程施工质量及评定

规程》、《普通混凝土用沙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JGJ53《普通混凝土用碎石或卵石质量标

准及检验方法》等的相关规定，针对输电线路工程路径复测、基础工程、杆塔工程、架线

工程、 接地工程及线路防护等存在的常见质量通病，编制本通病防治方案。

2、施工单位的管理职责

2.1、由项目总工组织编写《输电线路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方案和措施》，报监理单位审

查、建设单位批准后实施。

2.2、工程（分部工程）开工前，应对《输电线路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方案和措施》进行

公司、项目部和施工班组三级交底。

2.3、必须做好原材料和构配件的第三方试验检测工作，未经复试或复试不合格的原材

料不得用于工程施工。 在采用新材料时，应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除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

格证、有关部门的技术鉴定证书外，还应进行必要的复验，合格后方能使用。

2.4、原材料、构配件的试验检测必须坚持见证取样制度。

2.5、记录和整理通病防治的方案、施工措施、技术交底和隐蔽验收等相关资料。

2.6、承包单位应制定工程的通病防治措施，由监理单位审查，批准后实施。

2.7、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编写《输电线路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工作总结》。

3、工程质量通病防治

3.1、路径复测通病的防治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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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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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桩采用混凝土浇注 300×300×100mm 进行保护，其顶面应有杆塔号、线路方向、四腿

方位等标识。

3.1.3、线路途径山区时，必须校核边导线在风偏状态下对山体的距离。



3.2、基础分坑、开挖通病的防治

3.2.1、特殊地质条件（如：流沙、山地等）及降基面应在开挖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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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基坑开挖，应设专人检查基础坑的深度，及时测量，坑深误差应控制在

+100mm~-50mm 范围内，防止出现超深或浅挖现象。

3.2.3、基础坑开挖完成后要及时进行下道工序，当出现雨、雪天气后，要把坑内积水

和稀泥清理干净方可进行浇制。

3.2.4、灰土铺摊厚度不大于250mm，使用打夯机进行夯实，压实系数不小于0.94。为

保证基坑拐角处灰土处理达到要求，采用打夯机进行二次夯实。每层灰土处理完及时通知

试验室进行环刀取样试验，并通知监理见证人员进行见证，压实度符合要求后再进行上层

灰土处理，不合格重新压实后再取样试验

3.3、基础位移、扭转的防治

3.3.1、基础坑开挖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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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3.3.2、基础支模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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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当基坑有关积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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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混凝土质量通病的防治

3.4.1、施工中严格控制原材料的采购、进料质量。砂、石、水泥应取得有相应资质的

试验室出具的检验报告；混凝土施工前应取得有资质的试验室出具的设计配合比。

3.4.2、基础试块养护条件应与基础养护基本相同，等效养护龄期可取日平均温度逐日

累计达到 600℃*d 时所对应的龄期，0℃及以下的龄期不计入；等效养护龄期不应小于14d，

也不宜大于 60d。

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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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

尺寸误差≤-1%的现象； 模板接缝处采取有效措施（如粘贴胶带等），防止在振捣时出现跑

浆、漏浆现象。

3.4.4、浇制中设专人控制混凝土的搅拌、振捣，现场质量检查人员要随时观察混凝土



的搅拌和振捣情况。混凝土搅拌时间不得少于一分半钟，振捣要适度，防止出现振捣不均

匀，或振捣过度造成的离析。

3.4.5、混凝土垂直自由下落高度不得超过两米，超过时应使用溜槽、串斗，以防混凝

土离析。

3.4.6、基础浇制时，应多方位下料，防止地脚螺栓受力不均与基础立柱不同心。同心

度超差应控制在 10mm 以内。

3.4.7、混凝土凝固前，采用多点控制的方法对高差进行测量，保证立柱顶面的相对高

度误差不超出 5mm。

斜面式基础要严格控制基础面坡度和斜面平整度。不得在混凝土终凝后进行二次抹面。

3.5、接地沟埋设深度不够的防治

3.5.1、接地网地沟开挖时要充分考虑敷设接地钢筋时出现弯曲的情况，留出深度富裕

量。

3.5.2、接地钢筋敷设时要设专人进行监督，接地网钢筋要边压平边回填，保证埋深。

3.5.2、杆塔引下线应竖直埋入土中，直至设计埋深。

3.6、基面整理不规范的防治

3.6.1、回填时坑口的地面上应筑防沉层，防沉层应平整规范，基础验收时防沉层厚度

应有 300mm-500mm，其宽度不小于坑口宽度，其高度不应掩埋铁塔构件。

3.6.2、基础施工完成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3.6.3、清理现场时应恢复现场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及地质滑坡。

3.7、铁塔构件变形、镀锌层磨损等通病的防治

3.7.1、对超长塔料的运输，汽车要安装专用运输架，防止运输中出现变形情况。塔材

装卸时，要采用吊装带进行，严禁采用钢丝绳直 接进行装卸。

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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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配置锌层测

厚仪，在严格塔材进场相关项目检验的同时，还要进行塔材锌层厚度的检验；必要时还要

对塔材的材质进行复检。

3.7.3、对于悬浮抱杆下拉线的设置宜采用吊装带，当采用钢丝绳时要对被绑扎的部位

进行保护。

3.7.4、塔材起吊时，要合理选定吊点的位置，对绑扎吊点处要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保

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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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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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采用在塔腿内侧跟部设置的滑车锚固铁件或锚固孔。

3.7.6、吊装塔片时，对于过宽塔片、过长交叉材必须采取补强措施，以防变形。

3.7.7、提升抱杆前须将组装好塔段的螺栓全部紧固，防止受力后出现变形。

3.7.8、铁塔组装过程中发生构件连接不上时，要认真分析问题的原因，严禁强行组装

造成构件变形。

3.7.9、构件弯曲变形控制在 1／1000 内；各相邻节点间主材弯曲不得超出1／750。

3.8、螺栓匹配不统一的防治

3.8.1、材料站按设计图纸核对螺栓等级、规格和数量后发放；

3.8.2、杆塔组立现场，施工队应把螺栓采用有标识的容器进行分类，防止因螺栓混放

造成使用时不匹配；

3.8.3、对因特殊原因临时代用螺栓要做好记录并及时更换。

3.9、螺栓紧固通病的防治

3.9.1、设计单位不仅要给出螺栓紧固力矩的最小值，还要提出最大力矩不得大于120%

紧固力矩最小值的要求。

3.9.2、螺栓紧固时应严格责任制，实行质量跟踪制度。

3.9.3、螺母平面必须与构件紧密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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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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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导线磨损的防治

3.10.1、装卸、运输导线过程中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导线磨损和碰伤；

3.10.2、放线时线轴架应垂直放线方向布置，使线轴出线对正放线方向，防止导线与

线轴边沿相磨，换线轴时，注意线头、线尾不与线轴架的硬、锐部件接触；

3.10.3、余线回盘时，若连接网套被盘进线轴，应在连接网套和其它导线间垫一层隔

离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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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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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5、导线展放时对导线着地处，应采取保护措施，并设专人进行监护。



3.11、压接管弯曲的防治

3.11.1、压接管压接后应检查弯曲度，不得超过 2%L（L 为压接管长度）。有明显弯曲

时应校直，校直后如有裂纹，应割断重接。 经过滑车的直线管必须使用护套（直线管与护

套型号应匹配）进行保护。

3.11.2、放线施工中，当压接管通过滑车时，护线人员应提前通知牵引减速。

3.11.3、对于超过 30 度的转角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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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附件安装通病的防治

3.12.1、附件安装时严格责任制，实行质量跟踪制度。

3.12.1、防振锤安装应做到尺寸符合设计要求、工艺美观；

3.12.2、开口销不得漏装，不得出现半边开口和开口角度不够60度的现象。

3.12.3、铝包带的缠绕应紧密，并与导线外层铝股绞制方向一致。 露出线夹但不超出

10mm，其端头回绕于线夹内压住。

3.12.4、地线与变电站构架连接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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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线路防护通病的防治

3.13.1、设计单位应给出杆塔标牌的固定位置、螺栓的规格。

3.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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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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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要采取措施防止瓷瓶，铁塔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