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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电气安装工程监理质量管控探析
倪致诚

（安徽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徽 合肥 230000）

0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电网规模在不断扩大，在 110kV城市终端变

电站中也大量采用智能化新技术实现无人值守，同时增强了输

变电和电网供电的可靠性、稳定性。然而，变电站电气安装施工

过程中诸如材料设备进场验收、一二次设备安装调试、隐蔽验收

等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变电站运行阶段的稳

定性、可靠性，因此在电气安装施工过程中缺少不了监理人员质

量管控。

1 监理质量控制工作内容
电气安装阶段的监理工作内容包括主变压器系统设备安装、

无功补偿装置安装、主控及直流设备安装、10kV及站用配电装置
安装、全站电缆施工、全站防雷及接地装置安装等监理合同范围

内的工程质量控制、造价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安全管理、信

息管理、工程协调等，其中质量管理的监理工作内容如下：①组
织对主要甲供材料、设备的到货验收、开箱检查；②检查乙供工
程材料、半成品和构配件是否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并按规定进

行见证取样、平行检验；③日常对施工现场进行巡视检查，对关
键部位、关键工序进行质量旁站监理；④监督工程建设强制性条
文执行、标准工艺应用、质量通病防治、达标投产工作的实施；

⑤发现质量问题，督促整改闭环并复验；⑥验收隐蔽工程，组织
分部、分项、检验批工程质量验收，组织监理初检，参加单位工程

验收、中间验收及质量监督；⑦对出现的重大质量问题、隐患立
即签发工程暂停令并复查停工整改情况。

2 监理现场质量工艺控制要点
2.1 主变压器安装质量控制要点
①监理全过程旁站，安装过程应在厂家技术员指导下进行，

以便及时处理在安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②主变压器到场

就位前，监理人员首先检查三维空间冲撞仪记录的加速度，应符

合制造厂及验收规范规定；③变压器若为充氮运输，检查本体内
压力应不小于 0.01MPa正压；若为带油运输，应检查本体是否有
油液漏出；检查套管应无损伤、裂纹，套管试验介质损耗因数、电

容值应符合制造厂及验收规范规定；④检查主变压器就位应当
依据经审定批准的施工方案执行。若采用轨道推移安装，监理检

查就位时使用的千斤顶着力点应当为本体底部加强筋处，而非

薄弱结构处，以防外壳渗漏油液或变形；若采用吊装，应注意保

持变压器与周围物体的安全距离，防止碰撞损坏；⑤本体破氮
时，监理检查作业现场%RH＜80，干燥空气的露点应低于-40℃；
⑥检查变压器的抽真空及热油循环过程是否符合产品技术文件
要求及相关规范规定；⑦检查防松件应齐全完好，引线的支架应
固定牢固且无损伤，本体牢固稳定且与基础吻合；⑧检查附件应
齐全，安装正确，功能正常，无渗漏油现象。安装穿芯螺栓应保证

两侧螺栓露出长度一致；⑨套管引出线应无散股、绝缘层无损
伤，外观无毛刺和尖角，相间及相对地距离符合验收规范要求；

⑩检查主变本体外壳两侧与接地网两处应连接可靠、导通良好、
工艺美观，本体与接地线连接方法宜使用螺栓搭接，搭接面应紧

密，接触面内部不应刷漆；⑪⑪⑪检查控制电缆应排列整齐、美观，固
定措施可靠；⑪⑫⑪主变本体上感温线应排列均匀、美观；⑪⑬⑪在户外
安装的压力释放阀、气体继电器、温度计等应安装防雨罩；⑪⑭⑪检
查套管与硬母线连接处应安装伸缩节以防止套管受力损坏；⑪⑮⑪检
查中性点成套装置应使用两根接地引线与主接地网不同干线连

接，中性点、铁芯、夹件引出线应与本体可靠绝缘。

2.2 隔离开关安装质量控制要点
①开箱检查时监理人员检查瓷瓶应无破损、裂纹。逐一检查

部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应齐全，设备外观应无损伤变形和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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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瓷瓶应无破损、裂纹，法兰结合面应平整、无铸造砂眼，瓷瓶

与金属法兰粘合应牢固并涂有防水胶，出厂和技术资料应齐全；

②安装前监理人员应督促复测支架轴线偏差和基础标高，采用
预埋螺栓与基础连接的要检查地脚螺栓是否为热镀锌形式，相

同类型的隔离开关地脚螺栓露出长度应当一致；③检查水平伸
缩支架动、静触头间距符合施工图纸要求；④检查垂直连杆、水
平连杆各传动部件传动应顺滑、无卡涩，三相之间的水平连杆应

在同一水平线上，操作灵活轻便、无异常声响；⑤检查隔离开关
动静触头应接触良好，插入深度、备用行程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三相联动的隔离开关，检查不同期数值测量结果，当无规定时最

大不应超过 20mm；⑥限位装置能工作可靠、准确，到达分合闸极
限位置时可以可靠切断回路，辅助触头应与隔离开关主触头动

作位置一致，机构分合闸指示应与刀闸的实际位置相符；⑦检查
操作机构、辅助开关、传动装置操作应灵活可靠、位置应正确，隔

离开关的地刀与其主刀之间的机械连锁应正确、可靠。

2.3 电缆敷设和终端制作质量控制要点
①监理应检查电缆沟支架无毛刺，防护套、接地安装完成；电

缆管畅通、无积水，符合电缆敷设要求；②敷设前检查电缆规格
型号应满足设计图纸要求；③电缆敷设时排列整齐无交叉，固定
可靠；电缆表皮、绝缘层应无损伤，弯曲半径符合验收规范规定；

电缆标牌准确、清楚、齐全；④使用的防火材料经验收合格，防火
措施应满足设计图纸要求；⑤检查电缆终端处保护层应接地良
好；⑥检查直埋电缆顶端距离地面不小于 0.7m，上、下应铺软土、
沙层，厚度不小于 100mm，并有保护措施，覆盖宽度不应小于电
缆两侧 50mm；⑦直埋电缆在直线段每 50~100m处、接头、转弯、
进入建筑物处，应设置方位标志；⑧电缆终端制作，从剥切电缆
至制作结束应连续不间断，减少绝缘层的暴露时间以防受潮影

响安全运行；⑨检查电缆终端封密严实，填料饱满密实，无渗油
和气泡，绝缘层应包裹严密，防潮涂料涂刷均匀；⑩检查交联聚
乙稀电缆头的屏蔽包缠应力锥体坡度均匀、表面光滑；⑪⑪⑪电缆终
端固定应牢靠，与设备连接相序正确；⑪⑫⑪监理质量旁站过程中还
应注意管控以下几点：地线焊接应牢固，接地线材料应使用镀锡

铜编织线或铜绞线；电缆线芯与线鼻子压接应牢固，线鼻子应根

据线芯直径配套使用，压接模具的规格与线芯规格应一致，压接

道数宜大于等于 2，压接面应光滑清洁，压接应紧密；电缆绝缘层
剥切时不宜用力过大，防止损伤线芯，削皮时，宜不完全切透绝

缘外皮，线芯绝缘皮应手撕。

3 监理过程中常见质量问题
①带有散热片的主变压器，散热片法兰两侧未安装跨接连接

线，违反 GB 50169—2016中 3.0.4第 1条。防范措施：因管道法
兰间装有绝缘垫片，可能导致两侧附件间发生感应放电，故监理

巡视检查中应明确要求各类连接管、连接件间应进行跨接；②穿
墙套管铁板割缝未完全断开或预埋角钢未割缝，不能阻止形成

闭合磁路导致运行时发热，违反 GB 50149—2010第 4.0.8第 2
条。原因分析：未按照规程要求施工，钢板焊接时未考虑设置阻

断闭和磁路的断开点。防范措施：监理人员对此道工序验收时，

重点检查割缝位置是否满足不形成闭合磁路的要求，验收合格

后再进行铜焊；③电抗器接地体、底座或围栏形成闭合磁路。原
因分析：对防止电抗器周围磁导体形成闭合磁路的问题未重视。

防范措施：监理应分别在图纸会审、设备开箱检查、围栏安装时

提出问题并落实整改；④开关柜 10kV电缆保护层引出的接地线
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运行后可能造成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误

动作，违反 GB 50169—2016第 4.10.5条。防范措施：监理人员验
收时应注意检查，若接地线未随电缆芯线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时，接地线应直接接地；若接地线随电缆芯线穿过零序电流互感

器时，接地线应再穿回互感器后接地；⑤10kV开关柜避雷器接地
采用串联形式，带电运行后当其中一处接地线断开时，其后面串

接的设备将失去接地，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违反 GB 50169—
2016第 4.2.9条。原因分析：开关柜制造时未按验收规范为每个
避雷器单独设置接地线，或未预留足够的接地连接孔。防范措

施：监理人员对开关柜开箱检查时，检查此类接地的规范性，发

现问题会同生产厂家解决问题，本条为规范强制性条文，必须严

格执行。

4 结语
综上所述，阐述了电气安装监理质量控制要点，列举了常见

质量问题，分析了防范措施。虽然变电站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质量问题不胜枚举，但监理人员应合法依规做好事前、事中控

制，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加强质量管控，将质量隐患扼杀在萌芽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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