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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生产单位和在电力工作场所工作人员的基本电气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 66 kV及以上电压等级设施的发电企业所有运用中的电气设备及其相关场所;

具有 35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设施的输电、变电和配电企业所有运用中的电气设备及其相关场所;具有

22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设施的用电单位运用中的电气设备及其相关场所。其他电力企业和用电单位

也可参考使用。 - 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00. 20 1994 电工术语高压开关设备(IEC 60050(IEV) :1994 , NEQ) 

GB/T 2900. 50 2008 电工术语发电、输电及配电通用术语(IEC 60050-601-1985 , MOD) 

3 术语和定义

3. 1 

3.2 

GB/T 2900.20 1994 、GB/T 2900. 50 200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发电厂〔站] electrical generating station 

由建筑物、能量转换设备和全部必要的辅助设备组成的生产电能的工厂。

[GB/T 2900. 50 2008 ，定义 2.3 中的 601-03-01J

变电站(电力系统的) substation (of a power system) 

电力系统的一部分，它集中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主要包括输电或配电线路的终端、开关及控制设备、

建筑物和变压器。通常包括电力系统安全和控制所需的设施〈例如保护装置〉。

3.3 

3.4 

注:根据含有变电站的系统的性质，可在变电站这个词前加上一个前缀来界定。例如: (一个输电系统的〉输电变电

站、配电变电站、500 kV 变电站、10 kV 变电站。

[GB/T 2900. 50-2008 ，定义 2.3 中的 601-03-02J

电力线路 electric line 

在系统两点间用于输配电的导线、绝缘材料和附件组成的设施。

[GB/T 2900. 50 2008 ，定义 2.3 中的 601-03-03J

断路器 circuit-breaker 

能关合、承载、开断运行回路正常电流，也能在规定时间内关合、承载及开断规定的过载电流〈包括

短路电流〉的开关设备，也称开关。

注:改写 GB/T 2900. 20-1994，定义 3. 1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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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隔离开关 disconnector 

在分位置时，触头间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绝缘距离和明显的断开标志;在合位置时，能承载正常回路

条件下的电流及在规定时间内异常条件〈例如短路〉下的电流的开关设备。

3..6 

3. 7 

3.8 

[GB/T 2900.20 1994 ，定义 3.24J

低〔电]压 low voltage; L V 

用于配电的交流系统中 1 000 V 及其以下的电压等级。

[GB/T 2900. 50 2008 ，定义 2.1 中的 601-01-26J
1 

高[电]压 high voltage; HV 

(1) 通常指超过低压的电压等级。

(2) 特定情况下，指电力系统中输电的电压等级。

[GB/T 2900.50 2008 ，定义 2. 1 中的 601-01-27J

运用中的电气设备 operating electrical equipment 

全部带有电压、一部分带有电压或一经操作即带有电压的电气设备。

4 作业要求

4. 1 工作人员

4. 1. 1 经医师鉴定，元妨碍工作的病症(体格检查至少每两年一次) 。

... 

'. 

4.. 1. 2 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从事电气作业的人员应掌握触电急救等救护法。

4. 1. 3 具备必要的电气知识和业务技能，熟悉电气设备及其系统。

4.2 作业现场

• 

4.2.1 作业现场的生产条件、安全设施、作业机具和安全工器具等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要求，

安全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在使用前应确认合格、齐备。

4.2.2 经常有人工作的场所及施工车辆上宜配备急救箱，存放急救用品，并指定专人检查、补充或

更换。

4.3 作业措施

4. 3. 1 在电气设备上工作应有保证安全的制度措施，可包含工作申请、工作布置、书面安全要求、工作

许可、工作监护，以及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等工作程序 。

4.3.2 在电气设备上进行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工作时，应向设备运行维护单位提出停电申请，由调度

机构管辖的需事先向调度机构提出停电申请，同意后方可安排检修工作。

4.3.3 在检修工作前应进行工作布置，明确工作地点、工作任务、工作负责人、作业环境、工作方案和书

面安全要求，以及工作班成员的任务分工。

4.4 其他要求

4. 4. "1 作业人员应被告知其作业现场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

4. 4. 2 ， 在发理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现场负责人有权停止作业并组织人员撤离作业现场。



GB 26860 -2011 

5 安全组织措施

5. 1 一般要求

5. 1. 1 安全组织措施作为保证安全的制度措施之一，包括工作票、工作的许可、监护、间断、转移和终结

等。工作票签发人、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工作许可人、专责监护人和工作班成员在整个作业流程中应

履行各自的安全职责。

5. 1. 2 工作票是准许在电气设备上工作的书面安全要求之一，可包含编号、工作地点、工作内容、计划

工作时间、工作许可时间、工作终结时间、停电范围和安全措施，以及工作票签发人、工作许可人、工作负

责人和工作班成员等内容。

5. 1.3 除需填用工作票的工作外，其他可采用口头或电话命令方式。

5.2 工作累种类 . 
四-.

• • 

5. 2. 1 需要高压设备全部停电、部分停电或做安全措施的工作，填用电气第一种工作票〈见附录 A) 。

5.2.2 大于表 1 安全距离的相关场所和带电设备外壳上的工作以及不可能触及带电设备导电部分的

工作，填用电气第二种工作票〈见附录盼。

表 1 设备不停电时的安全距离

.. 
电压等级 安全距离

kV 口1

10 及以下 0.70 
.. 唱』

20 、 35
. 

1.00 

66 、 110 1.50 

220 3.00 
• 

330 4.00 

500 5.00 

, 
750 7.20 

1 000 8. 70 

士50 及以下 1.50 

土500 6.00 

土660 8.40 

土800 9.30 
」

注 1 :表中未列电压等级按高一挡电压等级安全距离，

注 2: 13.8 kV执行 10 kV 的安全距离。

注 3: 750 kV数据按海拔 2 000 m 校正，其他等级数据按海拔 1 000 m 校正。

5.2.3 带电作业或与带电设备距离小于表 1 规定的安全距离但按带电作业方式开展的不停电工作，填

用电气带电作业工作票〈见附录。。

5.2.4 事故紧急抢修工作使用紧急抢修单〈见附录 D)或工作票。非连续进行的事故修复工作应使用

工作票。

3 



GB 26860 2011 

5.3 工作累的填用

5. 3. 1 工作票应使用统一的票面格式。

5.3.2 若以下设备同时停、送电，可填用一张电气第一种工作票 z

a) 属于同一电压等级、位于同一平面场所，工作中不会触及带电导体的几个电气连接部分;

b) 一台变压器停电检修，其断路器也配合检修;

c) 全站停电。

注 1 :交流系统中一个电气连接部分，是指可用隔离开关同其他电气装置分开的部分。

注 2: 直流系统中一个电气连接部分，是指双极停用的换流变压器及所有高压直流设备，或单极运行时停用极的换

流变压器、阀厅、直流场设备、水冷系统〈双极公共区域为运行设备〉。

5.3.3 同一变电站〈包括发电厂升压站和换流站，以下同〉内在几个电气连接部分上依次进行的同一电

压等级、同一类型的不停电工作，可填用一张电气第二种工作票。

5.3..4 在同一变电站内，依次进行的同一电压等级、同一类型的带电作业，可填用一张电气带电作业工

作票。

5.3.5 工作票由设备运行维护单位签发或由经设备运行维护单位审核合格并批准的其他单位签发。

承发包工程中，工作票可实行双方签发形式。

5.3.6 工作票一份交工作负责人，另一份交工作许可人。

5.3-. 7 一个工作负责人不应同时执行两张及以上工作栗。

5.3.8 持线路工作票进入变电站进行架空线路、电缆等工作，应得到变电站工作许可人许可后方可开

始工作。

5.3.9 同时停送电的检修工作填用一张工作票，开工前完成工作票内的全部安全措施 。 如检修工作无

法同时完成，剩余的检修工作应填用新的工作票 。

5. .3. 10 变更工作班成员或工作负责人时，应履行变更手续。

5. 3~. 11 在工作票停电范围内增加工作任务时，若无需变更安全措施范围，应由工作负责人征得工作票

签发人和工作许可人同意，在原工作票上增填工作项目;若需变更或增设安全措施，应填用新的工作栗。

5. .3. 12 电气第一种工作票、电气第二种工作票和电气带电作业工作票的有效时间，以批准的检修计划

工作时间为限，延期应办理手续。

5.4 工作票所列人员的安全责任

5. 4. 1 工作票签发人:

a) 确认工作必要性和安全性;

b) 确认工作票上所填安全措施正确、完备;

c) 确认所派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班人员适当、充足。

5.4.2 工作负责人〈监护人) : 

a) 正确、安全地组织工作;

b) 确认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正确、完备，符合现场实际条件，必要时予以补充 5

c) 工作前向工作班全体成员告知危险点，督促、监护工作班成员执行现场安全措施和技术措施。

5.4.3 工作许可人:

a) 确认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正确完备，符合现场条件;

b) 确认工作现场布置的安全措施完善，确认检修设备无突然来电的危险;

c) 对工作票所列内容有疑问，应向工作票签发人询问清楚，必要时应要求补充。

5.4.4 专责监护人:

a) 明晚被监护人员和监护范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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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作前对被监护人员交待安全措施，告知危险点和安全注意事项;

c) 监督被监护人员执行本标准和现场安全措施，及时纠正不安全行为。

5.4.5 工作班成员:

a) 熟悉工作内容、工作流程，掌握安全措施，明确工作中的危险点，并履行确认手续;

b) 遵守安全规章制度、技术规程和劳动纪律，执行安全规程和实施现场安全措施;

c) 正确使用安全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

5.5 工作许可

5. 5. 1 工作许可人在完成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措施后，还应完成以下手续:

a) 会同工作负责人到现场再次检查所做的安全措施;

b) 对工作负责人指明带电设备的位置和注意事项;

c) 会同工作负责人在工作票上分别确认、签名。

5.5.2 工作许可后，工作负责人、工作许可人任何一方不应擅自变更安全措施。

5.5.3 带电作业工作负责人在带电作业工作开始前，应与设备运行维护单位或值班调度员联系并履行

有关许可手续，带电作业结束后应及时汇报。

5.6 工作监护

5. 6. 1 工作许可后，工作负责人、专责监护人应向工作班成员交待工作内容和现场安全措施。工作班

成员履行确认手续后方可开始工作。

5.6.2 工作负责人、专责监护人应始终在工作现场，对工作班成员进行监护。工作负责人在全部停电

时，可参加工作班工作;部分停电时，只有在安全措施可靠，人员集中在一个工作地点，不致误碰有电部

分的情况下，方可参加工作。

5.6.3 工作票签发人或工作负责人，应根据现场的安全条件、施工范围、工作需要等具体情况，增设专

责监护人并确定被监护的人员。

5. 7 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

5. 7. 1 工作间断时，工作班成员应从工作现场撤出，所有安全措施保持不变。隔日复工时，应得到工作

许可人的许可，且工作负责人应重新检查安全措施。工作人员应在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的带领下

进入工作地点。

5.7.2 在工作间断期间，若有紧急需要，运行人员可在工作票禾交回的情况下合闸送电，但应先通知工

作负责人，在得到工作班全体人员已离开工作地点、可送电的答复，并采取必要措施后方可执行。

5.7.3 检修工作结束以前，若需将设备试加工作电压，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a) 全体工作人员撤离工作地点;

b) 收回该系统的所有工作票，拆除临时遮栏、接地线和标示牌，恢复常设遮栏;

c) 应在工作负责人和运行人员全面检查无误后，由运行人员进行加压试验。

5.7.4 在同-电气连接部分依次在几个工作地点转移工作时，工作负责人应向工作人员交待带电范

围、安全措施和注意事项。

5.7.5 全部工作完毕后，工作负责人应向运行人员交待所修项目状况、试验结果、发现的问题和未处理

的问题等，并与运行人员共同检查设备状况、状态，在工作票上填明工作结束时间，经双方签名后表示工

作票终结。

5.7.6 除 5. 7. 2 给出的规定外，只有在同一停电系统的所有工作票都已终结，并得到值班调度员或运

行值班员的讲可指令后，方可合闸送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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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技术措施

6. 1 一般要求

6. 1. 1 在电气设备上工作，应有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 、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围栏)等保证安全的

技术措施。

6. 1.2 在电气设备上工作，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由运行人员或有操作资格的人员执行。

6. 1.3 工作中所使用的绝缘安全工器具应满足附录 E 的要求。

6.2 停电 ' ' • 

6. 2. 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设备应停电 z

a) 检修设备; • 

b) 与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距离小于表 2 规定的设备 F

c) 工作人员与 35 kV 及以下设备的距离大于表 2 规定的安全距离，但小于表 1 规定的安全距离，

同时又元绝缘隔板、安全遮栏等措施的设备;

d) 带电部分邻近工作人员，且无可靠安全措施的设备 5

e) 其他需要停电的设备。

表 2 人员工作中与设备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
• 

电压等级 安全距离

kV 口1

10 及以下 0.35 

20 、 35 0.60 

66 、 110 1. 50 

220 3.00 

330 4.00 

500 5.00 

750 8.00 

1000 9.50 

土50 及以下 1. 50 

士 500 6.80 

::l:: 6 60 9.00 

士800 10.10 

注 1z 表中禾列电压等级按高一挡电压等级安全距离 。

注 2:13.8kV 执行 10 kV 的安全距离。

注 3: 750 kV数据按海拔 2000 m 校正，其他等级数据按海拔 1000 m 校正。

6.2.2 停电设备的各端应有明显的断开点，或应有能反映设备运行状态的电气和机械等指示，不应在

只经断路器断开电源的设备上工作。

6.2.3 应断开悍电设备各侧断路器、隔离开关的控制电源和合闸能源，闭锁隔离开关的操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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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4 高压开关柜的手车开关应拉至"试验"或"检修"位置。

6.3 验电

6. 3. 1 直接验电应使用相应电压等级的验电器在设备的接地处逐相验电。验电前，验电器应先在有电

设备上确证验电器良好。在恶劣气象条件时，对户外设备及其他无法直接验电的设备，可间接验电。

330 kV 及以上的电气设备可采用间接验电方法进行验电。

6.3.2 高压验电应戴绝缘手套，人体与被验电设备的距离应符合表 1 的安全距离要求。

6.4 接地

6. 4. 1 装设接地线不宜单人进行。

6.4.2 人体不应碰触未接地的导线。
6.4.3 当验明设备确无电压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接地〈装设接地线或合接地刀闸〉并三相短路。电缆

及电容器接地前应逐相充分放电，星形接线电容器的中性点应接地。

6.4.4 可能送电至停电设备的各侧都应接地。
6.4.5 装、拆接地线导体端应使用绝缘棒，人体不应碰触接地线。
6.4.6 不应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或短路。
6.4.7 接地线采用三相短路式接地线，若使用分相式接地线时，应设置三相合一的接地端。
.6. 4. 8 成套接地线应由有透明护套的多股软铜线和专用线夹组成，接地线截面不应小于 25 mm2 ，并

应满足装设地点短路电流的要求。

6.4.9 装设接地线时，应先装接地端，后装接导体端，接地线应接触良好，连接可靠。拆除接地线的顺

序与此相反。

6. 4. 10 在配电装置上，接地线应装在该装置导电部分的适当部位。
6. 4. 11 已装设接地线发生摆动，其与带电部分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距离要求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6. 4. 12 在门型构架的线路侧停电检修，如工作地点与所装接地线或接地刀闸的距离小于 10 ro，工作

地点虽在接地线外侧，也可不另装接地线。

6. 4. 13 在高压回路上工作，需要拆除部分接地线应征得运行人员或值班调度员的许可。工作完毕后

立即恢复。

6. 4. 14 因平行或邻近带电设备导致检修设备可能产生感应电压时，应加装接地线或使用个人保安线。

6.5 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

6. 5. 1 在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隔离开关操作把手上，应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或"禁

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6.5.2 在计算机显示屏上操作的隔离开关操作处，应设置"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或"禁止合闸，线路有

人工作!"的标记。

6.5.3 部分停电的工作，工作人员与未停电设备安全距离不符合表 1 规定时应装设临时遮栏，其与带

电部分的距离应符合表 2 的规定。临时遮栏应装设牢固，并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 35 kV 

及以下设备可用与带电部分直接接触的绝缘隔板代替临时遮栏。

6.5.4 在室内高压设备上工作，应在工作地点两旁及对侧运行设备间隔的遮栏上和禁止通行的过道遮

栏上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

6.5.5 高压开关柜内手车开关拉至"检修"位置时，隔离带电部位的挡板封闭后不应开启，并设置"止
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

6.5.6 在室外高压设备上工作，应在工作地点四周装设遮栏，遮栏上悬挂适当数量朝向里面的"止步，
高压危险!'动示示牌，遮栏出入口要围至临近道路旁边，并设有"从此进出!"的标示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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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若室外只有个别地点设备带电，可在其四周装设全封闭遮栏，遮栏上悬挂适当数量朝向外面的
"止步，高压危险!"标示牌 。

6.5.8 工作地点应设置"在此工作!"的标示牌。
6. , 5. 9甲 室外构架上工作，应在工作地点邻近带电部分的横梁上，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在

工作人员上下的铁架或梯子上，应悬挂"从此上下!"的标示牌。在邻近其他可能误登的带电构架上，应

悬挂"禁止攀登，高压危险!"的标示牌。

6. 5. 10 工作人员不应擅自移动或拆除遮栏、标示牌。
6. 5. 11 标示牌式样见附录 F。

7 电气设备运行

7. 1 一般要求

7. 1. 1 设备不停电时，人员在现场应符合表 1 的安全距离要求。

7. 1. 2 高压设备符合下列条件时，可实行单人值班或操作:

._. 

a) 室内高压设备的隔离室设有安装牢固、高度大于 1.7 m 的遮栏，遮栏通道门加锁;

b) 室内高压断路器的操作机构用墙或金属板与该断路器隔离或装有远方操作机构 。

7. 1. 3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室内人员进入接地点 4m 以内，室外人员进入接地点 8m 以内，均

应穿绝缘靴。接触设备的外壳和构架时，还应戴绝缘手套。

7.2 电气设备巡视 • 

7. 2. 1 巡视高压设备时，不宜进行其他工作。

7.2.2 雷雨天气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穿绝缘靴，不应使用伞具，不应靠近避雷器和避雷针 。

7.3 电气操作

7. 3. 1 操作发令

7.3.1. 1 发令人发布指令应准确、清晰，使用规范的操作术语和设备名称。
7. 3. 1. 2 受令人接令后，应复诵无误后执行。

7.3.2 操作方式

7. 3. 2. 1 电气操作有就地操作、遥控操作和程序操作三种方式。
7.3.2.2 正式操作前可进行模拟预演，确保操作步骤正确。

7.3.3 操作分类

7.3.3.1 监护操作，是指有人监护的操作。
7.3.3.2 单人操作，是指一人进行的操作。

7.3.3.3 程序操作，是指应用可编程计算机进行的自动化操作。

7.3.4 操作票填写
‘ 

• 

7.3.4.1 操作票是操作前填写操作内容和顺序的规范化票式，可包含编号、操作任务、操作顺序、操作
时间，以及操作人或监护人签名等。

7.3.4.2 操作票由操作人员填用，每张票填写一个操作任务。
7.3.4. 3.操作前应根据模拟图或接线图核对所填写的操作项目，并经审核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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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 4.. 4 操作票格式参见附录 Go

7.3.4.5 下列项目应填人操作票 z

a) 拉合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检查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位置，验电、装拆接地线，检查接地线是否拆

除，安装或拆除控制回路或电压互感器回路的保险器，切换保护回路和检验是否确无电压等;

b) 在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启停系统、调节功率、转换状态、改变控制方式、转换主控站、投退控

制保护系统、切换换流变压器冷却器及手动调节分接头、控制系统对断路器的锁定操作等。

7.3.4.6 事故紧急处理、程序操作、拉合断路器〈开关〉的单一操作，以及拉开全站仅有的一组接地刀阔

或拆除仅有的一组接地线时，可不填用操作票。

7.3.5 操作的基本条件

7.. 3". 5.. 1 具有与实际运行方式相符的一次系统模拟图或接线图。

7.3.5.2 电气设备应具有明显的标志，包括命名、编号、设备相色等。

7.3.5.3 高压电气设备应具有防止误操作闭锁功能，必要时加挂机械锁。'

7.3.6 操作的基本要求

7.3.6.1 停电操作应按照"断路器一负荷侧隔离开关一电源侧隔离开关"的顺序依次进行，送电合闸操

作按相反的顺序进行。不应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7.3.6.2 非程序操作应按操作任务的顺序逐项操作。

7.3.6.3 雷电天气时，不宜进行电气操作，不应就地电气操作。

7.3.6.4 用绝缘棒拉合隔离开关、高压熔断器，或经传动机构拉合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均应戴绝缘

手套。

7.3.6.5 雨天操作室外高压设备时，应使用有防雨罩的绝缘棒，并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

7.3.6.6 装卸高压熔断器，应戴护自眼镜和绝缘手套，必要时使用绝缘夹钳，并站在绝缘物或绝缘

台上。

7.3.6.7 在高压开关柜的手车开关拉至"检修"位置后，应确认隔离挡板已封闭。

7.3.6.8 操作后应检查各相的实际位置，无法观察实际位置时，可通过间接方式确认该设备已操作

到位。

7. 3. 6. 9 发生人身触电时，应立即断开有关设备的电源。

8 线路作业时发电厂和变电站的安全措施

8. 1 线路作业时发电厂和变电站的安全措施应满足一般工作程序和安全要求。

8.2 线路的停、送电均应按照调度机构或线路运行维护单位的指令执行。不应约时停、送电。

8.3 调度机构或线路运行维护单位应记录线路停电检修的工作班组数目、工作负责人姓名、工作地点

和工作任务。

8.4 工作结束时，应得到工作负责人的工作结束报告，确认所有工作班组均已完工，接地线已拆除，工

作人员已全部撤离线路，并与记录核对元误后，方可下令拆除发电厂或变电站内的安全措施，向线路

送电。

9 带电作业

9. 1 一般要求

9. 1. 1 、带电作业安全距离、安全防护措施等应按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标准、导则执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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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2 带电作业应在良好天气下进行。如遇雷电〈听见雷声、看见闪电〉、雪、雹、雨、雾等，不应进行带
电作业。风力大于 5 级，或湿度大于 80%时，不宜进行带电作业。

9. 1. 3 带电作业应设专责监护人。复杂作业时，应增设监护人。

9. 1. 4 线路运行维护单位或工作负责人认为有必要时，应组织到现场勘察，根据勘察结果判断能否进

行带电作业，并确定作业方法、所需工具，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9'. l. 15 带电作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停用重合闸或直流再启动装置，并不应强送电:

a) 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中可能引起单相接地的作业;

b) 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中可能引起相间短路的作业;

c) 直流线路中可能引起单极接地或极间短路的作业;

d) 不应约时停用或恢复重合闸及直流再启动装置。
' 

9~. 1. 6 在带电作业过程中如设备突然停电，应视设备仍然带电，工作负责人应及时与线路运行维护单

位或调度联系。线路运行维护单位或值班调度员未与工作负责人取得联系前不应强送电。

9.2 一般安全技术措施
. _ i. 

9.2.1 等电位作业一般在 66 kV、士125 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线路和电气设备上进行。

9..2.2 等电位工作人员应穿着阻燃内衣，外面穿着全套屏蔽服，各部分连接良好。不应通过屏蔽服断、

接空载线路或藕合电容器的电容电流及接地电流。 750 kV 及以上等电位作业还应戴面罩。

9.2.3 等电位工作人员在电位转移前，应得到工作负责人的许可 。 750 kV 和 1 000 kV 等电位作业，

应使用电位转移棒进行电位转移。

9..2.4 交流线路地电位登塔作业时应采取防静电感应措施，直流线路地电位登塔作业时宜采取防离子

流措施。

9.2.5 下列距离应满足相关安全规定:

a) 地电位作业人体与带电体的距离;

b) 等电位作业人体与接地体的距离;

c) 工作人员进出强电场时与接地体和带电体两部分所组成的组合间隙;

d) 工作人员与相邻导线的距离。

9.2.6 等电位工作人员与地电位工作人员应使用绝缘工具或绝缘绳索进行工具和材料的传递。

9.2.7 沿导(地〉线上悬挂的软、硬梯或导线飞车进入强电场的作业，应遵守下列规定:

a) 在连续档距的导〈地〉线上挂梯〈或导线飞车〉时，钢芯铝:绞线和铝合金绞线导〈地〉线的截面应

不小于 12.0 mm2 ;钢绞线导(地〉线的截面应不小于 5O mm20 

b) 在孤立档的导〈地〉线上的作业，在有断股的导〈地〉线和锈蚀的地线上的作业，在 9.2.7a)规定

外的其他型号导〈地〉线上的作业，两人以上在同档同一根导〈地〉线上的作业时，应经验算合

格并经批准后方能进行。

。 在导〈地〉线上悬挂梯子、飞车进行等电位作业前，应检查本档两端杆塔处导〈地〉线的紧固

情况。

d) 挂梯载荷后，应保持地线及人体对下方带电导线的安全距离比规定的安全距离数值增大 0.5 m; 

带电导线及人体对被跨越的线路、通讯线路和其他建筑物的安全距离应比规定的安全距离数

值增大 1 mo 

e) 在瓷横担线路上不应挂梯作业，在转动横担的线路上挂梯前应将横担固定。

9:. ,2. 8 带电断、接空载线路，工作人员应戴护目眼镜，并采取消弧措施，不应带负荷断、接引线。不应同

时接触未接通的或已断开的导线两个断头。短接设备时，应核对相位，闭锁跳闸机构，短接线应满足短

接设备最大负荷电流的要求，防止人体短接设备。

9.2.9 绝缘-r.表面采取带电水冲洗或进行机械方式清扫时，应遵守相应技术导则的规定。



GB 26860 2011 

9.2.10 绝缘子串上带电作业前，应检测绝缘子串的良好绝缘子片数，满足相关规定要求。
9. 2. 11 采用绝缘手套作业法或绝缘操作杆作业法时，应根据作业方法选用人体绝缘防护用具，使用绝

缘安全带、绝缘安全帽。必要时还应戴护目眼镜。工作人员转移相位工作前，应得到工作监护人的

同意。

9.3 感应电压防护

9. 3. 1 在 330 kV、士 50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线路杆塔及变电站构架上作业，应采取防静电感应

措施。

9.3.2 绝缘架空地线应视为带电体。在绝缘架空地线附近作业时，工作人员与绝缘架空地线之间的距
离应不小于 0.4 m(l 000 kV 为 0.6 m) 0 若需在绝缘架空地线上作业，应用接地线或个人保安线将其

可靠接地或采用等电位方式进行。

9.3.3 用绝缘绳索传递大件金属物品(包括工具、材料等〉时，杆塔或地面上工作人员应将金属物品接

地后再接触。

9.4 带电作业工具的使用、保管和试验

9. 4. 1 存放带电作业工具应符合 DL/T 974 <<带电作业用工具库房》的要求。

9.4.2 不应使用损坏、受潮、变形、失灵的带电作业工具。
9.4.3 带电绝缘工具在运输过程中，应装在专用工具袋、工具箱或专用工具车内。

9.4.4 作业现场使用的带电作业工具应放置在防潮的帆布或绝缘物上。
9.4.5 带电作业工器具应按规定定期进行试验。

10 发电机和高压电动机的检修、维护

‘· 

10. 1 发电机〈发电/电动机，以下同〉和高压电动机的检修、维护应满足停电、验电、接地、悬挂标示牌等

有关安全技术要求。

10.2 检修发电机时应做好下列安全措施:

a) 断开发电机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若发电机出口元断路器，应断开联接在出口母线上的各类变

压器、电压互感器的各侧开关、闸刀或熔断器。

b) 断开发电机励磁电源、盘车装置电源的断路器、隔离开关或熔断器。

c) 断开断路器、隔离开关、励磁装置、同期装置的操作电源及能源。

d) 在断开的断路器、隔离开关或熔断器操作处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e) 在发电机出口母线处验明元电压后装设接地线。

f) 检修的发电机中性点与其他发电机的中性点连在一起的，工作前应将检修发电机的中性点

分开。

g) 在氢冷机组机壳内工作时，应关闭氢冷机组补氢阀门，排氢置换空气合格，补氢管路阀门至发

电机间应有明显的断开点 5检修机组装有灭火装置的，应采取防止灭火装置误动的措施;在以

上关闭的阀门和断开点处悬挂"禁止操作，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h) 检修机组装有可堵塞机内空气流通的自动闹板风门的，应采取措施防止风门关闭。

10.3 测量轴电压和在转动着的发电机上用电压表测量转子绝缘的工作，应使用专用电刷，电刷上应装

有 300 mm 以上的绝缘柄。

10. 4 检修高压电动机及其附属装置〈如启动装置、变频装置)时，应做好下列安全措施:

a) 断开电源断路器、隔离开关，经验明确元电压后接地或在隔离开关间装绝缘隔板;

b) 、在断路器、隔离开关操作处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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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拆开后的电缆头三相短路接地;

d) 采取措施防止被其拖动的机械〈如水泵、空气压缩机、引风机等〉引起电动机转动。

10.. .5 工作尚未全部终结，但需送电试验电动机及其启动装置、变频装置时，应在全部工作暂停后，方可

送电。

1 1 在六氟化硫(SF6 ) 电气设备上的工作

11.. 11 在六氟化硫(SF6 ) 电气设备上的工作内容包含，操作、巡视、作业、事故时防止六氟化硫泄漏的安

全措施，其具体的安全要求、措施等应遵照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导则执行。

11. 2 不应在 SR 设备防爆膜附近停留。 1

11. 3 设备解体检修前，应对 SFs 气体进行检验，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 

11'.4 室内设备充装 SF6 气体时，周围环境相对湿度应不大于 80% ，同时应开启通风系统，避免 SF6 气
体泄漏到工作区。 ， 土三、

1l.5 设备内的 SF6 气体不应向大气排放，应采取净化装置回收，经处理检测合格后方可再使用。回
收时工作人员应站在上风侧。

11. 6 进入 SFs 电气设备低位区或电缆沟工作，应先检测含氧量〈不低于 18% )和 SF6 气体含量〈不超

过 1 000μL/L) 。

' -1' .. 7 弄 SF6 电气设备发生大量泄漏等紧急情况时，人员应迅速撤出现场，开启所有排风机进行排风。未

佩戴防毒面具或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人员不应入内。

12 在低压配电装置和低压导线上的工作

12. 1 在低压配电装置和低压导线上工作应符合停电工作及不停电工作时的安全要求。

12.2 低压回路停电工作的安全措施:

a) 停电、验电、接地、悬挂标示牌或采用绝缘遮蔽措施;

b) 邻近的有电回路、设备加装绝缘隔板或绝缘材料包扎等措施;

c) 停电更换熔断器后恢复操作时，应戴手套和护目眼镜。

咂

12.3 低压不停电工作，应站在干燥的绝缘物上，使用有绝缘柄的工具，穿绝缘鞋和全棉长袖工作服，戴

手套和护目眼镜。

12:.4' 工作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相间或接地短路。

13' 二次系统上的工作

13. 1 二次系统上的工作内容可包含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仪表和自动化监控等系统及其二次回

路，以及在通信复用通道设备上运行、检修及试验等。

13.2 二次回路变动时应防止误拆或产生寄生回路。

13.3 工作中应确保电流和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应有且仅有一点保护接地。

13.4 在带电的电磁式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上工作时，应防止二次侧开路。

13'. '5 在带电的电磁式或电容式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上工作时，应防止二次侧短路或接地。

13. -6 不应在二次系统的保护回路上接取试验电源。

13. 7 二次回路通电或耐压试验前，应通知有关人员，检查回路上确无人工作后，方可加压。

13.8 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及自动化监控系统做一次设备通电试验或传动试验时，应通知设备运行

方和其他相关本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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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试验工作结束后，应恢复同运行设备有关的接线，拆除临时接线，检查装置内元异物，屏面信号及

各种装置状态正常，各相关压板及切换开关位置恢复至工作许可时的状态。

14 电气试验

14. 1 一般要求

14. 1. 1 电气试验应符合高压试验作业、试验装置、试验过程及测量工作的安全要求。

14. 1. 2 电气试验的具体标准、方法等应遵照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导则执行。

14.2 高压试验

14. 2. l' 

工作。

在同一电气连接部分，许可高压试验前，应将其他检修工作暂停;试验完成前不应许可其他

1+ 

14. ~2. 2 如加压部分与检修部分断开点之间满足试验电压对应的安全距离，且检修侧有接地线时，应在

断开点装设"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后方可工作。

14.2.3 试验装置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 低压回路中应有过载自动保护装置的开关并串用双极

刀阔。

14.2.4 应采用专用的高压试验线，试验线的长度应尽量缩短，必要时用绝缘物支撑牢固。

14._ 2. 5 试验现场应装设遮栏，遮栏与试验设备高压部分应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向外悬挂"止步，高压危

险!"的标示牌。被试设备两端不在同一地点时，一端加压，另一端采取防范措施 。

14.2.6 未接地的大电容被试设备，应先行放电再做试验。高压直流试验间断或结束时，应将设备对地

放电数次并短路接地。

14.2.7 加压前应通知所有人员离开被试设备，取得试验负责人许可后方可加压。操作人应站在绝缘

物上。

14:.2.8 变更接线或试验结束时，应断开试验电源，将升压设备的高压部分放电、短路接地。

14:. 2. 9 试验结束后，试验人员应拆除自行装设的短路接地线，并检查被试设备，恢复试验前的状态。

14. 3 测量工作

14. 3. 1 使用钳形电流表时，应注意钳形电流表的电压等级。测量时应戴绝缘手套，站在绝缘物上，不

应触及其他设备，以防短路或接地。测量低压熔断器和水平排列低压母线电流前，应将各相熔断器和母

线用绝缘材料加以隔离。观测表计时，应注意保持头部与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

14.3.2 测量设备绝缘电阻，应将被测量设备各侧断开，验明元压，确认设备元人工作，方可进行。在测

量中不应让他人接近被测量设备。测量前后，应将被测设备对地放电。

14.3.3 测量线路绝缘电阻，若有感应电压，应将相关线路同时停电，取得许可，通知对侧后方可进行。

14.3.4 发现发电厂和变电站升压站有系统接地故障时，不应测量接地网的接地电阻。

15 电力电缆工作

15. 1 一般要求

15. 1., 1 在电力电缆的沟槽开挖、电缆安装、运行、检修、维护和试验等工作中，作业环境应满足安全

要求。

15. 1. 2 沟槽开挖应采取防止土层塌方的措施。

15. .1. "3 电缆隧道、电缆井内应有充足的照明，并有防火、防水、通风的措施。

13 



GB 26.860 , 2011 

1-5. 1. 4; 进入电缆井、电缆隧道前，应用通风机排除浊气，再用气体检测仪检查井内或隧道内的易燃易

爆及有毒气体的含量。

15. 1.,5 电缆开断前，应核对电缆走向图，并使用专用仪器确认电缆元电，可靠接地后方可工作。

15.2 电缆试验安全措施

15. 2. 1 电缆试验前后以及更换试验引线时，应对被试电缆(或试验设备〉充分放电。

15.2.2 电缆试验时，应防止人员误入试验场所。电缆两端不在同一地点时，另一端应采取防范措施。

15.2.3 电缆耐压试验分相进行时，电缆另两相应短路接地。

15.2.4 电缆试验结束，应在被试电缆上加装临时接地线，待电缆尾线接通后方可拆除。

16 其他安全要求

. . . 

16. '1 作业时的起重、焊接、高处作业等，应遵照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导则执行。

16. 2 在变电站户外和高压室内搬动梯子、管子等长物，应放倒后搬运，并与带电部分保持足够的安全

距离。

16.3 在带电设备周围进行测量工作，不应使用钢卷尺、皮卷尺和线尺〈夹有金属丝者〉。

16.4 在变电站的带电区域内或临近带电线路处，不应使用金属梯子。

16.5 检修动力电源箱的支路开关都应加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漏电保护器〉并应定期检查和试验。

连接电动机械及电动工具的电气回路应单独装设开关或插座，并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金属外壳应

接地。

16.6 ，工作场所的照明应适应作业要求。

、

14 

-

c' 

, 

~ 



GB 26860 2011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电气第一种工作票格式

表 A.l 给出了电气第一种工作票格式。

表 A.1 电气第一种工作票

' 

单位 编号 r . --. 

工作负责人〈监护人) : ' 班组:

工作班成员〈不包括工作负责人) : 
. !'..... . 共 人• . - 飞， -

.、

-.~吨..

工作的变、配电站名称及设备名称:

工作地点及设备双重名称 工作内容
. 

• . 

工作任务
a 

, 

... 

计划工作时间: 自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年 月 日 时 分

应拉断路器、隔离开关 已执行a

' 

应装接地线 、应合接地刀阔〈注明确实地点 、名称及接地线编号η 已执行

安全措施

〈必要时

可附页绘

图说明〉
』

应设遮栏、应挂标示牌及防止二次回路误碰等措施 已执行

----

J 

. 

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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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安全措施

〈必要时

可附页绘

图说明〉

工作地点保留带电部分或注意事项

〈由工作票签发人填写〉

• 

表 A.1 (续〉

编号

补充工作地点保留带电部分和安全措施

〈由工作许可人填写〉

' 

工作票签发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收到工作票时间 z 年 月 日 时

运行值班人员签名: 工作负责人签名:

确认本工作票上述各项内容:

许可开始工作时间: 年月日时分

工作许可人签名 z 工作负责人签名:

确认工作负责人布置的工作任务和安全措施:

工作班组人员签名:

工作负责人变动情况:

原工作负责人 离去，变更 为工作负责人

工作票签发人: 日期= 年

工作许可人 z 日期: 年

工作人员变动情况〈变动人员姓名、日期及时间) : 

工作票延期:

有效期延长到 2

工作负责人签名:

工作许可人签名=

年月 日 时

工作负责人签名:

分

日期: 年

日期: 年

• . - . 

月

月

月

月

帽， • 

日

日

日

日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每日开工和

收工时间

收工时间

月|日|时
工作 工作 开工时间 工作

〈使用一天

的工作票不

必填写〉

工作票终结:

分|负责人 许可人 月|日 时 |分 | 负责人

• 

工作

许可人

1. 全部工作于 年 月 日 时 分结束，设备及安全措施巳恢复至开工前状态，工作人员

已全部撤离，材料工具已清理完毕。

2. 临时遮栏、标示牌已拆除，常设遮栏已恢复。未拆除或未拉开的接地线编号 等共 组、

接地刀闸〈小车〉共 副〈台) ，已汇报调度值班员。

工作负责人签名:

工作许可人签名:

16 

日期:

日期:

年月日时分

年月日时分

t 

T 

西

, 



• 

单位

备注:

(1)指定专责监护人

(2)其他事项:

表 A.l (续〉

编 号

负责监护

‘已执行栏目及接地线编号由工作许可人填写。
. 

. 
• 

. 

• 
、

GB 26860 20 门

, 

〈地点及具体工作〉

'.. 
‘ 

白，·..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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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电气第二种工作票格式

表 B.l 给出了电气第二种工作票格式。

表 B. 1 电气第二种工作票

单位 编号 . -. 
; 

工作负责人〈监护人) : 班组:

工作班成员(不包括工作负责人) : 

• ._- . 
• . '_ . . 

·圃... - ~， 

共 人. . . . 

工作的变、配电站名称及设备名称:

. 工作地点或地段 工作内容

• 

工作任务
-

计划工作时间: 自 年 月 日 时 分至 年 月 日 时 分

工作条件〈停电或不停电，或邻近及保留带电设备名称) : 

. 

注意事项(安全措施) : 
f 

工作票签发人签名: •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 

补充安全措施〈工作许可人填写) : 

• 

确认本工作票上述各项内容:

工作负责人签名: 工作许可人签名:

许可工作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确认工作负责人布置的工作任务和安全措施:

工作班成员签名:

. 

, 

』

电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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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 (续〉
• 

单位 编 -号
• 

.. - . 
气，

, • 

• 

工作票延期=
_ 

有效期延长到: 年 月 . 臼 时 分 ~ 

工作负责人签名: 日期 s 年 月 日 时 分

工作许可人签名 2 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

. 

工作票终结 z
. . 

. 
， 山

全部工作于 年 月 日 川 时 分结束，工作人员已全部撤离，材料工具已清理完毕，

工作负责人签名 z 日期 z 年 月 日 时 分

工作许可人签名 z 日期 z 年 月 日 时 . 分
• I>_ , . 

' . '. . 
‘ . 

备注 z
_.恤.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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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电气带电作业工作票格式

表 C.l 给出了电气带电作业工作票格式。

表 C.1 电气带电作业工作票

单位

工作负责人〈监护人) : 

工作班成员〈不包括工作负责人) : 

. 
• 

号
-一

组

编
一
班

• 

• • 
-. 

共 c 人

工作的变、配电站名称及设备名称:

工作地点或地段 工作内容 • 

工作任务

计划工作时间:自 年月 日 时分至

工作条件〈等电位、中间电位或地电位作业，或邻近带电设备名称) : 

年月日时分

注意事项〈安全措施) : 

工作票签发人签名=

确认本工作票上述各项内容 z

工作负责人签名:

指定 为专责监护人

补充安全措施〈工作许可人填写) : 

签发日期 2 年月 日 时分

专责监护人签名:

许可工作时间:

工作许可人签名:

年月日时分

工作负责人签名: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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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单位

确认工作负责人布置的工作任务和安全措施，

工作班组人员签名 2

工作票终结=

GB 26860 2011 

表 C. 1 (续〉

编号
. 

全部工作于 年 月 日 ， . 时 分结束，工作人员已全部撤离，材料工具巴清理完毕，

工作负责人签名: 工作许可人签名 z

备注:
、.. .._, 

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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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l 给出了紧急抢修单格式。

单位

抢修工作负责人〈监护人) : 

抢修班人员〈不包括抢修工作负责人) : 

抢修任务〈抢修地点和抢修内容) : 

安全措施 z

抢修地点保留带电部分或注意事项:

上述各项内容由抢修工作负责人

经现场勘察需补充下列安全措施:

" ‘ .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紧急抢修单格式

表 D.1 紧急抢修单

编号|
班组:

• 

根据抢修任务布置人

._. 
.< 

的布置填写 。

经许可人〈调度/运行人员〉 同意〈 月 日 时分〉后，已执行 。

许可抢修时间 z 年月日时分

许可人〈调度/运行人员) : 

抢修结束汇报:

本抢修工作于 年 月 日 时 分结束 。

现场设备状况及保留安全措施:

抢修班人员已全部撤离，材料工具已清理完毕，事故应急抢修单已终结。

抢修工作负责人: 许可人〈调度/运行人员) : 

填写时间: 年月 日 时分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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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绝缘安全工器具试验项目、周期和要求

表 E.l 给出了绝缘安全工器具试验项目、周期和要求。

表 E. '1 绝缘安全工器具试验项目、周期和要求

序号 器具 项目 周期 要 求 说明
' 

启动电压值不高于额定电压的 40% ，不低 试验时接触电极应与
启动电压试验 1年

于额定电压的 15% - 试验电极相接触

工频耐压
. 

- 试验长度额定电压 kV . 

kV m . 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 

1 min 5 min 

10 o. 7 45 . 一

电容型
1 

验电器 35 0.9 95 
工频耐压试验 1 年

66 1.0 175 

, 110 1. 3 220 一

"‘ . . 

220 2.1 440 

'. 330 3.2 11 一 380 

500 4. 1 580 h 

』‘

在各接线鼻之间测量直流电阻，对于

成组直流
25 mm~ 、 35 mm2 、 50 mm2 、 70 mm2 、 95 mm2 、 同一批次拍测，不少于

三三5 年 120 mm2 的各种截面，平均每米的电阻值应 2 条，接线鼻与软导线压
电阻试验

分别小于 0.79 mO、 o. 56 mO、 0.40 m_O、 接的应做该试验

. 0.28 mO、0.21 mn、0.16 m!l 

工频耐压
• 

kV 1 

额定电压 试验长度
. 

携带型 kV 
• 

m 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
2 短路 1 min 5 min 

接地线
10 - 45 一

、 操作棒的工 试验电压加在护环与
5 年 35 一 95 一

频耐压试验 紧固头之间
66 175 

F 

110 一 220 一

2.20 一 440 

330 一 一 380 T 

500 一 580 
' 

在各接线鼻之间测量直流电阻，对于

个人 成组直流
主二5 年

10 mm2 、 16 mm2 、 25 mm2 各种截面，平均每 同一批次抽测，不少于
3 

保安线 电阻试验 米的电阻值应小于 1. 98 mO、1. 24 mO、 2 条

0.79 mO 
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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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l (续〉

序号 器具 项目 周期 要 求 说明

』 工频耐压

额定电压 试验长度 kV 

kV m 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

1 min 5 min 

10 0.. 7 45 一

35 o. 9 95 一

4 绝缘杆 工频耐压试验 1 年 • 
a 

马 66 - 1.0 175 一

110 1. 3 220 一

• 

220 2. 1 .440 一

330 3. 2 一 380 

500 4. 1 一 580 

额定电压 工频耐压 持续时间

kV kV • mln 连接导线绝 浸在电阻率小于
必要时

缘强度试验 100 n. m水中10 8 5 
-

35 28 5 

额定电压 试验长度 工频耐压 持续时间

kV kV • 

绝缘部分工 口1 口un

1 年
5 核相器 频耐压试验 10 o. 7 45 1 

35 o. 9 95 1 -

额定电压 工频耐压 持续时间 泄漏电流

kV kV • mA . mln 电阻管泄漏
半年

电流试验 10 10 1 三三2

35 35 1 ~2 

动作电压试验 1 年 最低动作电压应达 0~2-S倍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 工频耐压 持续时间

kV kV • 
Inln 

6 绝缘罩 工频耐压试验 1 年
6~10 30 1 

35 80 1 

额定电压 工频耐压 持续时间
表面工频 kV kV 

. 
电极间距离 300 mm 1 年 IDln 

耐压试验
6---35 60 1 

绝缘
7 额定电压 工频耐压 持续时间

隔板
kV kV • mm 

工频耐压试验 1 年
6---10 30 1 

35 8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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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1 (续〉
. 

序号 器具 项目 周期 要 求 说明
• 

电压等级
， 工频耐压 持续时间

kV • 

绝缘 口11n

8 工频耐压试验 1 年 使用于带电设备区域
胶垫 高压 15 1 

• 

低压 3.5 1 

、 工频耐压 持续时间 泄漏电流

绝缘靴 工频耐压试验 半年 1 kV . • mA 9 口11丑

.. 15 1 ~7.5 

工频耐压 ， 6 持续时间 泄漏电流 • • 

绝缘 电压等级 . . 
工频耐压试验 半年 kV • mA 10 mln 

手套

·巳

高压 8 1 ~9 

穿用
11 导电鞋 直流电阻试验 电阻值小于 100 kn 

~200 h 
. 

• 额定电压 试验长度 工频耐压 持续时间

kV kV . 
绝缘 m mm 

• 
12 工频耐压试验 1 年 . 

夹钳 10 O. 7 45 1 

35 O. 9 95 1 

13 绝缘绳 工频耐压试验 半年 100 kV /0.5 m，持续时间 5 m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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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标示牌式样

表 F.l 给出了标示牌式样。

名称

禁止合闸，

有人工作!

禁止合闸，

线路有人工作!

在此工作!

止步，

高压危险!

从此上下!

表 F. 1 标示牌式样

-
式样

悬挂处 :

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施工设备的隔

离开关〈刀闸〉操作把手上

颜色

白底，红色圆形斜杠，黑

色禁止标志符号 J 
、

_._喻，

线路隔离开关〈刀阔〉把手上
白底，红色圆形斜杠，黑 E

工作地点或检修设备上

施工地点临近带电设备的遮栏上;室

色禁止标志符号

衬底为绿色，中有直径

200 mm 和 65 mm 白圆圈

外工作地点的围栏上;禁止通行的过道| 白底，黑色正三角形及标

上;高压试验地点;室外构架上;工作地|志符号，衬底为黄色

点临近带电设备的横梁上

工作人员可以上下的铁架、爬梯上
衬底为绿色，中有直径

200 mm 白圆圈

, 

字样

黑字

黑字

黑字，写于白圆圈中

黑字

黑字，写于自圆圈中

从此进出! 室外工作地点围栏的出人口处
衬底为绿色，中有直径

:黑体黑字，写于自圆圈中
200 mm 白圆圈

禁止攀登， I 高压配电装置构架的爬梯上，变压| 白底，红色圆形斜杠，黑
黑字

高压危险! I 器、电抗器等设备的爬梯上 |色禁止标志符号

26 

注， :在计算机显示屏上-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隔离开关的操作把手处所设置的"禁止合闸，有人工

作!"、"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的标记可参照表中有关标示牌的式样。

注 2: 标示牌的颜色和字样参照 GB 2894-2008({安全标志及使用导则》。

、



表 G.l 给出了操作票格式。

单位

发令人 受令人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 )监护操作

操作任务:

顺序

• 

. 

备注:

' 

操作人: 监护人:

• 

、 • 

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操作票格式

表 G.l 操作票

编号

发令时间
• 

操作结束时间=

分

操作项 自

'‘ 

. . 
， 寸

._. 
, • . 

H 

年

( )单人操作
. 

• 

. 

值班负责人〈值长) : 

GB 26860 . 2011 

. 

, . 
年 月 日

. 时 分

' 

月 日

时 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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