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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输电线路工程存在的常见质量通病，特制定此措施，

确保对输电线路工程的质量通病进行有效控制。

2 基本措施
①建立健全各级质量管理组织机构，项目部设立专职质

检员，全面负责监管质量工作，各施工队设立质检员，负责

本监检本部门的工程质量。

②通病防治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应列入工程概预算。

③施工图审查机构或设计监理单位应重视审查通病防治

的设计措施，并将其列入审查内容。

④工程开工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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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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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⑥原材料、构配件的试验检测必须坚持见证取样制度。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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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专业分包单位位应制定分包工程的通病防治措施，由

公司核准、监理单位审查，批准后实施。

3 控制措施

3.1 基础工程
通病一：原材料不合格。

成因分析：

厂家生产能力不够，出厂没有进行质量，材料进场检验

不严格；对材料质量有怀疑时未进行材料复检工作等。

治理措施：

①根据施工合同及相关要求，选择符合条件的材料生产

厂家，索要生产厂家的资质文件，并报请监理部审查。

②抽样复检，经有相应资质的检试验所检验合格后，报

请监理部审核。

③材料正式进场时，组织质量安全科、施工技术科、材

料站人员检查验收，确认合格后报现场监理师进行进场检

验，并做好相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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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病二：测量失误。

成因分析：

仪器过期失效；人为差错等。

治理措施：

①加强计量器具的检定管理工作。

②选择责任心强、有丰富经验的测工，线路复测中的档

距、转角、位移等分段测量完毕，要全线复核。

③基础在大小根开，对角线长度、地脚螺栓外露高度及

中心偏差等各项尺寸，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多测、勤量、

换人观测。

通病三：基面不整齐。

成因分析：

雨水冲刷，基面下沉、基面平整不到位。

治理措施：

施工基面要专人专基负责，落实到个人头上，保证基面

符合要求。

通病四：钢筋绑扎不符合要求。

成因分析：

技术交底不清，现场施工人员人为所至，质检人员监、

检不到位。

治理措施：

①开工前安全技术交底时向现场施工人员认真进行

讲解。

②钢筋绑扎时，施工负责人质检员要在岗到位，同时接

受监理工程师的监督。

通病五：基础表面蜂窝、麻面。

成因分析：

配料不当；过振、漏振；模板内壁不光滑。

治理措施：

①基础表面易出现的蜂窝、麻面，要严格按设计配合比

进行配料。

②振捣时防止过振、漏振，并注意经验总结积累。

③支模时在模板内壁刷废机油。

通病六：基础断面尺寸、不正确。

成因分析：

模板配错，模板局部变形。

治理措施：

①支模前要按图纸核对模板尺寸，防止模板配错，并对

模板边焊口进行检查。

②模板找正时，顶木前加一木板，以分散顶木上的集中

力，防止出现模板局部变形。

③支模完毕后，要对模板做全面检查，短缺的模卡要

补上。

④浇制过程中要观察模板有无走动变形，防止出现菱形

或鼓肚等。

通病七：根开尺寸超差。

成因分析：

撒把下料，测工没检查。

治理措施：

①基础浇制前要对根开、对角线做全面检查，确保无误

后方可浇制。

②浇制过程中要随时检查各部尺寸。

③浇制过程中严禁施工人员在顶木上行走。

④浇制过程中推车人员严禁撒把下料。

⑤浇制完毕后，要及时复查根开、对角线及高差等各项

尺寸，确保准确无误。

3.2 铁塔工程
通病一：镀锌破坏。

成因分析：

运输中保护不当，施工中局部受锤击。

治理措施：

①运输时的保护，避免塔材与途中的岩石等硬物碰撞。

②起重机装卸时，吊点处要衬垫软物，人力卸车时不得

将塔材在汽车上拖动。

③组塔时，凡塔材与钢丝绳接触的地方均衬垫麻袋、木

杠等软物，防止硬性接触。

④腰滑车与塔身接触的地方要衬垫麻袋。

⑤紧固螺栓时，扳手与螺帽接触处要一次卡紧，防止扳

手打滑磨掉锌层或碰击塔身。

⑥组装成片的塔材在上升过程中要时刻调整大绳，避免

被吊塔材与塔身的碰撞。

⑦塔上作业人员要密切监视起吊塔材与塔身的距离，时

刻提醒地面调整人员的用力方向，特别是平口以上的吊件。

⑧登塔人员一律穿胶鞋，保护脚钉锌层，所带工器具要

装入专用工具袋中并置于身后，安全带的铁环也要挂在肩

后，避免在登塔过程铁件与塔身的碰撞。

通病二：塔料变形、弯曲、装反。

成因分析：

材料强行安装，受力过大，安装时未按图施工。

治理措施：

①严格控制组装过程中塔材受力大小及方向，严格按图

施工，成片的塔料在起吊之前要认真检查一遍。

②运输途中，施工人员要时刻注意身周地形，转弯或坡

道行走时要慢，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在保证安全行走的前提

下，尽量避免塔材与周围石壁、台阶等硬物的碰撞。大件材

料在转急弯时要由多人交接通过，在材料难以周旋的地方不

能生拉硬拐。运输途中严禁将塔材当拐杖使用，严禁休息时

坐在塔材上 [3]。

③装卸时要轻拿轻放，严禁从车上直接抛扔。

④现场起吊塔材时要合理确定吊点位置，吊在靠上的结

点处，必要时用横木对吊点进行补强。

⑤起吊时严禁超重起吊，升速应缓慢平稳。拉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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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的人员应均匀放出大绳，避免被起吊的塔材与塔身直接

碰撞。

⑥无论地面组装，还是塔上组装，发现螺栓眼孔错位的

要查明原因，不得强行组装，必要时将塔材落回地面与图纸

核对，是否为材料安装出错。如确因塔材问题应及时与厂家

联系。

⑦抱杆下拉线与塔身绑扎时要选择有水平材料的主材结

点。在无水平材料的结点处绑扎时要对主材加装补强木，用

以抵抗起吊时主材的受力变形。

通病三：螺栓穿向不对、规格不正确、紧固率达不到

要求。

成因分析：

无认真核对图纸，技术人员资料不详细，施工人员漏紧。

治理措施：

①工程技术人员编写施工作业指导书，明确规定铁塔各

部位螺栓穿向并画出示意图。

②技术交底时对螺栓穿向要特别强调，尤其对地面组装

人员和塔上作业人员要认真交底。

③试点施工时，现场派驻技术员监督指导螺栓穿向。主

材、斜材、零材的螺栓安装要指定专人地面施工，遇有争议

及时报告，现场解决。塔上作业人员要划定责任区，确保自

己辖区内的螺栓穿向无误。组塔结束即开始检查，对一些易

于出错的部位进行统计，提出并纠正，项目部要将统计结果

传达到各施工队。

④地面组装人员要认真核对图纸，严格按图纸要求使用

正确规格的螺栓。发现同一部位螺栓外露不一致时要查明原

因，属规格用错的要及时纠正。

⑤塔上作业人员事先划定责任区，一个责任区内安排两

名施工人员，负责 2~4 种不同规格螺栓的安装，施工时两

人要互相监督。

⑥针对不同规格及扭矩的螺栓安排专人负责安装并为他

们配备加长套管的扳手 [2]。

⑦组塔前，参与安装的施工人员在地面要对不同规格的

螺栓进行紧固试验。先用工具紧固，然后当场用扭力扳手

验证。

⑧按责任区划分施工人员，防止漏紧。个别不易紧固的

部位要采取措施提前紧固。

3.3 架线工程
通病一：导线磨损。

成因分析：

运输施工中保护不当，受外力损坏。

治理措施：

导线要加强保护，尤其是地面压接或平衡挂线或附件安

装中易磨损导线，所以要铺油布，套胶皮管加以保护。

通病二：相（极）间距、子导线间距超差。

成因分析：

计算失误，观测失误。

治理措施：

导线相（极）尺度差与子导线间距易超差，首先要精确

计算，准确观测尺度，然后在平衡挂线及附件安装前要对相

邻档的导线进行微调。

通病三：铝包带缠绕、销钉安装及穿向不符合要求。

成因分析：

未严格按施工手册的要求进行安装。

治理措施：

附件安装中铝包带要缠绕紧密端头回缠压在线夹中；开

（闭）口销子或螺钉穿向在地面组装中或受力之前要仔细

检查。

通病四：绝缘子破损、油污、挂线受力后倾斜。

成因分析：

未进行绝缘子逐个检查，附件时划印点偏移。

治理措施：

①绝缘子要逐个擦拭干净，逐个检查确保完整，数量符

合设计要求。

②过线绝缘子串要垂直，倒链松劲后地面人观测，若倾

斜立即返工。

4 结语
质量是线路工程的重中之重，论文分析了影响线路工程

质量的因素及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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