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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网线路检修时悬挂接地线的注意事项(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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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安全操作，消除安全隐患，在农网输、配电线路检修悬挂接地线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1  登杆挂地线应用升降板，不宜使用脚扣 

 

    农网中10 kV线路网络最大，检修机会多，由于10 kV线路大多以10，12 m杆型为主，杆型细、不

高，所以使用脚扣登杆比较方便，但是用脚扣登杆挂地线时，由于身体侧移，重心偏转，脚扣两侧用

力不稳，容易发生高空坠落。而用升降板挂地线时，上端扣绳与电杆摩擦力大，脚在踩板上可反扣，

即使挂地线时身体侧移，也不会从高空坠落。 

 

2  登杆悬挂接地线必须系安全带 

 

    登杆挂地线，必须系安全带。工作人员在杆上悬挂接地线时身体需上下、左右移动，由于系上安

全带操作不方便，有的工作人员就不系安全带，检修时才系上安全带，而正是悬挂接地线时的身体移

动才有可能造成高空坠落。 

 

3  应使用风车旋转闪光报警式验电器验电，不宜使用电子式验电器 

 

    电子式验电器灵敏度高，现在随着农网改造的进行，输配电网络越来越大，交叉、跨越、平行线

路、电缆线路及风电感应比较多，即使工作地点确已停电，但如果电子式验电器调整得不好，还会发

出报警信号，有时把交叉、跨越、平行线路都停电，电子验电器仍然会发报警信号，使工作人员不能

正常工作。而风车旋转闪光报警式验电器报警电压高，同时有风车旋转、闪光灯闪光及声音报警3种

信号，比较明显，所以风车旋转闪光报警式验电器是比较实用的。 

 

4  登杆验电三相都应测验 

 

    农网线路检修登杆验电，身体不能直接登上横担验电，这时身体与线路安全距离不够，如线路未

停电，会发生触电危险。现场验电时，只能先验下层两边相，再登一步，验上层中相。在实际中，工

作人员大多验了两边相无电后，就认为无电可以挂地线了，对上层中相验电很少。但是上层中相与其

它带电交叉线路最近，比较容易感应电。已有事故案例证明，只验边相，不验中间相是不能保证安全

的，必须每相都验明确无电压。 

 

5  悬挂接地线必须带绝缘手套 

 

    在农村线路检修现场悬挂接地线时，有些人觉得戴绝缘手套挂接地线，操作不灵活，同时认为接

地绝缘棒比较长，一般不愿戴绝缘手套。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是：停电，验电，悬挂接地线。悬挂接

地线的前提是，验明线路确无电压。如果验电器损坏，未验明线路无电压，地线挂在有电线路上，不

戴绝缘手套是会造成人身触电危险的。 

 

6  悬挂接地线必须有接地针 

 

    农网线路检修主要在野外，工作现场没有专门的接地装置，接地线如无尾棒，则接地端只能放在

地上，不可能起到良好的接地作用，因此在接地线的接地端须使用接地针。接地针长60 cm，用1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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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钢制成，下端呈针状，上端有一脚踩横铁棒，可使接地针踩入地下；侧上端有一接线桩，接接地线

尾端，使用时十分方便。悬挂接地线时，先接接地端，将接地针垂直，用脚一踩，就进入土中，接触

比较好。 

 

7  接地线的长度应满足要求 

 

    农网线路检修，由于杆型不同、电压等级不同，接地线的长短也不相同，因此在接地线配置的时

候，应根据管辖区内的实际情况，配置一定长度的接地线组数，而且还应考虑接地线导体端的开档。

山区农网中，大跨越线路比比皆是，横担一般为大横担，这样相间距离就较远，不考虑线路相间实际

开档，悬挂接地线时就不够宽，接地棒挂不上。 

 

8  应注意接地棒与接地线连接时的接触面积 

 

    现户外检修用接地线与接地棒的连接处通常借助一铜线鼻子用螺丝压接住，有的接地棒在连接处

是一尖端面或弧面接触，即使部分接地棒端连接处是一平面，由于接地线线鼻子固定在连接处上，在

平时放置接地线时，线鼻子与平面是垂直的，挂地线时则线鼻子在地线重力作用下下垂，与接地棒重

合。工作完毕收接地线时，线鼻子又与接地棒呈垂直。由于地线是经常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地线与

接地棒接触处由于来回活动不容易牢固，万一有突然来电，从线鼻子连接处地线会烧断，造成工作人

员触电，从事故通报来看，这类情况还不止一次发生。因此在固定处，应用两个固定桩，保证接地与

接地棒端的接触面积和牢固程度。 

 

9  在大档距线路检修时，登杆处应加挂地线 

 

    农网线路由于受地形影响，有的一档距离较近，只有70～80 m，有的较远，有200多m。按《安

规》规定，线路检修时，必须在工作地段两端挂地线。如果工作地点距离过长，或者线路档距过大，

登杆工作人员看不到接地线时，应在核对线路编号后登杆验电加挂地线，使工作人员在地线保护中作

业。 

 

10  悬挂接地线必须2人进行，由熟悉线路者监护 

 

    农网配电线路管理具体到各个村的村电工，现在管理体制基本上是1村1个村电工，几个相邻村形

成1个电工班，检修时以电工班为班组进行。由于各个村的线路本村电工熟，而配合的电工不熟，那

么检修时，就会以本村电工为主，配合的电工不能起到真正监护作用，甚至造成1人登杆验电，挂接

地线，形成极大的事故隐患。因此在检修线路时，必须有2人以上进行，由比较熟悉线路的工作人员

监护，由工作班其它人员登杆验电，挂接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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