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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线路外力破坏防范与安全管理策略

梁建锋 罗 欢
石嘴山农村电力服务有限公司城关供电所 宁夏 石嘴山 7530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配电线路作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运

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力破坏风险。外力破坏不仅会导致电力供应中断，还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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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配电线路点多、面广、线长，走径复杂，设备质量

参差不齐，受气候、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近年来，

由于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配电线路及其走廊周围的施

工活动日益增多，加之一些人为因素，导致外力破坏事

故频发。这些事故不仅给电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也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用电安全和稳定。因此，探索

有效的配电线路外力破坏防范与安全管理策略显得尤为

重要。

1 外力破坏对配电线路的影响分析

1.1  外力破坏的类型
外力破坏是配电线路安全运行的一大隐患，其类型

繁多，影响广泛。施工破坏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

型。在城市建设、道路拓宽、房地产开发等大规模施工

活动中，吊车、挖土机、挖泥船等大型机械频繁作业。

由于操作不当或缺乏电力设施保护意识，这些机械很容

易与配电线路发生碰撞，导致线路受损。同时，在建筑

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因疏忽大意或缺乏相关知识，也

可能挖断线路、撞倒杆塔，对配电线路造成直接破坏。

除了施工破坏，人为破坏也是外力破坏的重要类型。一

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私利，不惜盗窃电力设施，如变压

器、电缆等，导致配电线路中断，严重影响电力供应。

此外，还有部分人对电力设施进行恶意破坏，如剪断线

路、破坏杆塔等，这些行为不仅危害了电力设施的安

全，还可能引发火灾、触电等严重安全事故，对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自然因素也是导致配电线路外力

破坏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大风天气时，树木可能因风力

过大而倒向线路，造成线路短路或断裂。同时，塑料薄

膜、风筝等异物在风力的作用下，也可能飘落至线路

上，引起短路或跳闸。这些自然因素虽然难以预测和控

制，但通过加强线路巡视和及时清理线路附近的异物，

可以有效降低其对配电线路的影响。

1.2  外力破坏的影响
外力破坏对配电线路的影响是深远且严重的。一旦

线路遭受外力破坏，如被大型施工机械碰断或被恶意破

坏，线路会瞬间跳闸或断线，导致该线路所供电的区域

立即失去电力供应。这对于依赖电力进行生产的工厂、

医院、学校等关键场所来说，将造成生产中断、设备损

坏、数据丢失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居民用户也将因停电

而面临生活不便，如无法照明、无法使用家用电器等。

更为严重的是，外力破坏还可能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当线路被挖断或撞断时，裸露的电线可能接触到易燃物

质，如干草、树木等，从而引发火灾，造成财产损失甚

至危及人员生命安全。同时，裸露的电线也可能带电，

如果人员不小心接触到，就会发生触电事故，导致人员

伤亡[1]。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外力破坏对配电线路的影

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2 配电线路外力破坏防范策略

2.1  加强施工管理
为了有效防范配电线路外力破坏，加强施工管理是

至关重要的一环。首先，必须规范施工行为，明确要求

施工单位在配电线路附近进行任何施工前，都必须提

前向电力部门申请，并严格按照电力部门制定的安全规

定进行操作。这一措施旨在确保施工单位充分了解并遵

守电力设施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避免因无知或疏忽而

损坏配电线路。其次，为了在视觉上提醒施工人员注意

线路安全，应在配电线路附近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和围

挡。这些警示标志应醒目、易识别，能够清晰地传达出

电力设施的位置和危险性，从而引导施工人员避开危险

区域，减少碰线、挖断线路等事故的发生。最后，电力

部门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管力度，派专人到现场进行

实时监管。这些监管人员应具备专业的电力知识，能够

及时发现并纠正施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确保施工过程

中的线路安全。同时，监管人员还应与施工单位保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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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沟通，及时了解施工进展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共同制

定有效的防范措施，确保配电线路的安全运行。

2.2  提升设备防护能力
为了有效抵御外力破坏对配电线路的影响，提升设

备防护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在配电线路的建设和

改造过程中，应严格选用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的

高质量设备。这些设备不仅具有良好的电气性能，还应

具备较高的机械强度和耐候性，能够在恶劣环境下保持

稳定运行，减少因设备本身质量问题而引发的故障。其

次，针对配电线路的杆塔、导线等设施，应进行加固处

理，以提高其抗外力破坏的能力。具体来说，可以对杆

塔进行基础加固，增强其抗风、抗震能力；对导线进行

绝缘包裹或采用更耐磨损的导线材料，减少因外力摩擦

或撞击而导致的断线事故。此外，还可以对配电线路上

的关键部件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

的安全隐患。最后，为了在外力破坏发生时能够及时发

现并处理异常情况，应在配电线路的关键节点和易受外

力破坏的部位安装报警装置。这些报警装置可以实时监

测线路的运行状态，一旦检测到异常信号，如振动、温

度升高等，就会立即发出警报，提醒相关人员迅速采取

措施进行处理。同时，报警装置还可以与远程监控系统

相连，实现远程监控和报警，进一步提高配电线路的防

护能力和安全性。

2.3  加强巡视与检测
为了确保配电线路的安全运行，加强巡视与检测是

不可或缺的一环。首先，需要完善巡视制度，建立定期

巡视和特殊巡视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定期巡视可以确保

对配电线路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线

路上的安全隐患。而特殊巡视则是在特殊天气、特殊事

件或线路出现异常情况时进行的针对性巡视，能够迅速

响应并处理突发状况，有效防止外力破坏事故的发生。

其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应积极应用新技术手段进

行线路巡视和检测。例如，采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视，

可以快速覆盖大面积线路，提高巡视效率，同时无人机

的高清摄像头能够清晰捕捉线路细节，准确发现潜在问

题[1]。此外，机器人巡视技术也在逐步成熟，可以在复杂

地形或危险环境中代替人工进行巡视，进一步保障巡视

人员的安全。这些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巡视

效率，还大大提升了检测的准确性。最后，加强数据分

析是提升巡视与检测效果的关键。需要对巡视和检测过

程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外力破坏的规律

和特点。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挖掘，可以发现哪些地段、

哪些时间段外力破坏事故多发，以及破坏的主要类型和

原因。

2.4  提高公众安全意识
提高公众安全意识是防范配电线路外力破坏的关键

环节。为了增强公众对电力设施保护的认识，必须通过

多种渠道加强宣传教育。媒体和网络作为现代信息传播

的重要手段，将承担起这一重任。可以在电视、广播中

播放电力设施保护公益广告，利用报纸、杂志刊登相关

文章，同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电力设施保护知识、法律

法规解读以及外力破坏案例，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

随地都能接触到这些信息，从而逐渐提高他们对电力设

施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针对施工人员、驾驶员等特殊群

体，将开展针对性的电力设施保护安全培训。这些群体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经常与电力设施打交道，因此他

们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直接关系到电力设施的安全。

将组织专业人员为他们讲解电力设施的基本知识、安全

操作规范以及外力破坏的危害，通过实际案例分析，让

他们深刻认识到保护电力设施的重要性，并增强他们在

工作中防范外力破坏的能力。为了进一步激发公众参与

电力设施保护的积极性，将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将设立

便捷的举报渠道，如举报电话、邮箱等，方便公众随时

举报发现的外力破坏行为。同时，应该将对提供有效线

索并协助查处外力破坏案件的人员给予适当的奖励，以

此表达对他们积极参与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肯定和鼓

励。通过这一机制的建立，希望能够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共同保护电力设施的良好氛围[2]。

3 配电线路安全管理策略

3.1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为了确保配电线路的安全运行，建立健全的安全管

理制度是至关重要的。首先，需要制定一套完善的配电

线路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这些制度和规程应涵盖

线路的日常维护、巡检、检修、故障处理以及应急响应

等各个方面，确保每一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同时，制度中还应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职责和权限，从

管理层到一线员工，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安全责任，

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制定了完善的安全管理制

度后，加强安全监督同样不可忽视。电力部门应设立专

门的安全监督机构或岗位，负责对配电线路的安全管理

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监督人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线路

进行巡查，检查线路的运行状况、设备的完好情况以及

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对于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及时

下达整改通知，并跟踪整改情况，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

决。此外，安全监督还应包括对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的检查。要检查各级人员是否按照制度要求履行安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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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是否遵守操作规程进行作业，是否及时报告和处理

安全事故等。对于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迁就，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3.2  强化应急处置能力
为了有效应对配电线路可能遭遇的外力破坏事故，

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与安全，必须着力强化应急处置能

力。在制定应急预案方面，需针对各类潜在的外力破

坏风险，如车辆撞击、施工活动、自然灾害等，编制详

尽的应急预案。这些预案应清晰界定应急处置的各个环

节，包括事故的发现与报告、现场初步处理、抢修队伍

的调度、抢修方案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后续的恢复与总

结等。同时，要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人，确保在事故发生

时，能够迅速找到对应负责人，高效推进应急处置工

作。加强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的重要途径。应

定期组织各级人员参与应急演练，通过模拟真实的事故

场景，让人员在实战中熟悉应急处置流程，锻炼应急反

应速度和处置技巧。演练过程中，要注重培养人员的协

同作战能力，确保各部门、各岗位之间能够紧密配合，

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紧急情况。在完善应急物资储备方

面，需建立健全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这包括备齐各类

抢修工具、设备、材料以及安全防护用品等，确保在发

生外力破坏事故时，能够迅速调集所需物资，支持抢修

工作[3]。同时，要加强对应急物资的管理和维护，定期检

查物资的状态和数量，确保物资处于良好可用状态。此

外，还应建立应急物资的快速调配机制，确保在紧急情

况下，能够迅速将物资送达事故现场，为抢修工作提供

有力保障。

3.3  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在配电线路的安全管理与运行维护中，技术创新与

应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

运行效率，必须积极引入并推广新技术手段。在线监测

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工具，能够实时对配电线路的

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及时发现线路存在的异常或潜在故

障。通过数据分析与处理，可以预测线路的运行趋势，

为提前采取维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有效降低事故

发生的概率。智能化巡检则是利用现代智能设备，如无

人机、智能机器人等，对配电线路进行高效、精准的巡

查。这些智能设备能够到达人工难以触及或危险区域，

进行细致的检查，大大提高了巡检的效率和准确性。同

时，智能化巡检还能减少人工巡检的风险和劳动强度，

提升工作安全性。除了引入新技术手段，加强技术研发

同样重要。应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及企业，针对配电线

路外力破坏的防范技术进行深入研发。通过研发更加坚

固、耐用的线路材料和设备，提高线路的抗破坏能力；

通过开发智能预警系统，实时监测线路周边的环境变

化，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的外力破坏风险[4]。此外，还

应推动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

用。科研机构应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

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同时，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为科

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结束语

配电线路外力破坏防范与安全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变

化，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新的防范与管理策略，以适

应新的形势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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