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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为7章， 共列举危险点及预控措施253项。

第一章概述介绍了本书所列举危险点在各工作模块中的比例， 讲解了 《变电站危险点分析》

（简称 《危险点分析》） 和 “变电站危险点数据库” （简称 “数据库”） 在工作中的应用和操作方

法。 第二章以倒闸操作的顺序为主线， 以典型设备操作为例， 列举了倒闸操作过程中包括人员习

惯性违章、 各级操作票填写规定和安全工器具使用等各方面89项危险点及预控措施。 第三章结

合现场设备管理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40项危险点及预控措施。 第四章为高压设备巡视部分， 以

正常巡视和特殊情况下巡视两种情况， 列举了28项危险点及预控措施。 第五章为变电站工作现

场安全管理危险点分析和预控措施部分， 共32项。 第六章为变电站运行管理部分危险点及预控

措施， 从变电站值班及交接班制度、 设备验收、 防火、 防汛等10个方面列举了64项存在于变电

站值班人员身边的危险点， 并提炼了预控措施。 第七章为总结。 提出治理危险点的工作不能一劳

永逸， 要随具体情况及时修改和补充数据库， 以保证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

本书利用图片对比显示， 再现真实场景， 可作为变电站生产技能人员岗位培训使用， 也可作

为变电站管理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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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点分析和预控是变电站安全管理重要而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危险点的闭环控

制在使用上的直观、方便是运行人员是否可以坚持开展此项工作的重点。以往在预防作

业过程中事故方面，主要依据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规定的安全组织措施和安全技术措

施，但在实践中往往受限于作业人员的经验和知识面，对整个作业过程的危险性缺乏全

面的了解，导致安全措施缺乏现场针对性。另外，过去变电站危险点分析记录采取手写，

随意性较大，年底作为综合档案收归，一年后就整理清除，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性资料得

不到保存，很多危险点被忽略，为安全生产埋下隐患。

为进一步提高变电站安全管理水平和防范人为及设备事故的发生，河南省电力公司

濮阳供电公司以500kV仓颉变电站创建国家电网公司系统500kV标杆变电站劳动竞赛为

契机，组织人员重点针对变电站值班人员在倒闸操作、设备管理、设备巡视、工作现场

安全管理、变电站运行管理等工作中存在的安全薄弱环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合现行

各种规章制度及本局具体运行管理措施，编写了 《变电站危险点分析》，利用图片对比显

示，再现真实场景，列入危险点及预控措施253项。为方便现场使用和修改，同期从全新

的视角建立了Excel格式的 “危险点分析数据库” （对该数据库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中国

电力出版社索要，联系电话：010 58383402）。《变电站危险点分析》和 “危险点分析数

据库”界面更加人性化，希望为值班员提供一个愉悦的学习和使用平台。

变电站的工作牵涉面广，现场作业情况复杂多变，存在的危险点不尽相同，预控措

施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变电站危险点分析及预控工作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完善。由于

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不足之处，恳切希望广大专家、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

便我们今后修订和增补，共同促进变电站的安全运行。

编 者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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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概   述

1.1 《变电站危险点分析》 结构框图 （见图1 1）

(253 )

(89 )

(40 )

(28 )

(32 )

(64 )

图1 1 《变电站危险点分析》结构框图

1.2 工作中的应用

危险点数据库是变电站危险点分析工作的基础。危险点数据库素材收集首先要把变
电运行日常工作按不同性质分类，逐项分析存在的危险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每个危险
点，对照规程及有关制度，制订出危险点控制措施，并用图片的形式固化，建立数据库
框架。

在日常作业过程中，应不断补充危险点。这是危险点动态管理的有效方法，要求运
行人员在作业前和班会中分析、总结，进行补充，逐步充实数据库内容；根据即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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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性质 （倒闸操作、设备巡视等），针对当前人员、环境、设备、运行方式分析其整

个过程中潜在的危险点，并结合以往同类性质工作经验教训，作为预测本次作业危险点

和制订安全防范措施的参照。

基于运行人员意见，我们决定在各站管理微机中建立Excel形式的 “危险点分析数

据库”，方便大家实际应用和积累，同时印刷出版 《变电站危险点分析》用作学习和

培训。

数据库可方便地进行查询和修改，其步骤如下：

（1）打开危险点分析数据库，首页如图1 2所示。

图1 2 危险点分析数据库首页

（2）可以按 “类别”查询，如选择 “高压设备特殊巡视危险点及预控措施”，如图1 3
所示。

图1 3 按 “类别”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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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自动显示有关 “高压设备特殊巡视危险点及预控措施”的全部内容，如

图1 4所示。

图1 4 显示 “高压设备特殊巡视危险点及预控措施”

（4）当工作中需要查询 “冰雪天巡视”的危险点和预控措施时，利用数据库中的 “查

找”功能，可以快捷地直接显示该方面内容，其步骤如下：

1）点击 “编辑”菜单，选中 “查找”功能，如图1 5所示。

图1 5 点击 “编辑”菜单，选中 “查找”功能

2）在查找内容中输入 “冰雪天巡视”，点击 “查找全部”选项，如图1 6所示。

3）画面自动切换显示 “冰雪天巡视”页面，并指明所属工作簿名称、工作表名称、

单元格，如图1 7所示。

增填或修改时，只要在 “类别”列中填写该类危险点的分类属性，系统即可自动将

该条信息排列归类到所属类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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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6 输入 “冰雪天巡视”

图1 7 画面自动切换 “冰雪天巡视”

注：在查找之前，应在 “类别”中选中 “全部”，否则系统

只在选中项目中选择，人为缩小了可查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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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闸操作全过程危险点及预控措施 （89项）

2.1 倒闸操作准备阶段危险点及预控措施 （7项）

2.1.1 危险点 值班长接调度令不复诵、不确认、不明白操作意图，导致接受操作

命令错误，造成误操作。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2.3.1规定：倒闸操作应根据值班调度员或

运行值班负责人的指令，受令人复诵无误后执行。发布指令应准确、清晰，使用规

范的调度术语和设备双重名称，即设备名称和编号。发令人和受令人应先互报单位

和姓名，发布指令的全过程 （包括对方复诵指令）和听取指令的报告时双方都要录

音并作好记录。操作人员 （包括监护人）应了解操作的目的和操作顺序。对指令有

疑问时应向发令人询问清楚无误后执行。

图2 1 值班长接受调度操作命令

预控措施

（1）调度发布操作指令，应由

值班长或正值受令，发令人和受令

人先互通单位姓名。发、受操作指

令应正确、清晰，并一律使用录音

电话、普通话和正规的调度术语。

受令人应将调度指令内容用钢笔或

圆珠笔写在运行记事簿内，在调度

发布操作指令结束后，受令人必须

复诵一遍，双方认为无误后，发令

即告结束。值班长接受调度操作命

令如图2 1所示。

（2）发令人对其发布的操作指

令的安全性、正确性负责，受令人对操作指令的正确性负有审核把关的责任，发现疑问

应及时向发令人提出，询问清楚，确保无误。

（3）对直接威胁设备或人身安全的调度指令，值班员有权拒绝执行，并应把拒绝执行

指令的理由向发令人指出，由其决定调度指令的执行或撤销。必要时可向发令人及上一

级领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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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危险点 值班长安排操作人、监护人搭配不合理，导致操作任务无法迅速、

正确执行。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2.3.3.1规定：监护操作时，其中一人对设

备较为熟悉者做监护，特别重要和复杂的倒闸操作，由熟练的运行人员操作，运行

值班负责人监护。

预控措施

（1）接受调度预令后，值班长应根据本值人员对设备的熟悉程度、身体状况、思想情

绪、安全行为、技术水平、动手能力等合理搭配，指定监护人和操作人。

（2）操作监护人一般由技术水平较高、经验丰富、正值以上岗位值班员担任，重要、

复杂的操作，由熟练的值班员操作，值班负责人监护。

（3）值班长作为当值负责人必须熟悉当值人员的动态情况，在工作中做好人员的搭配

和分工，防止因为个人原因出现不安全因素。

2.1.3 危险点 监护人代替操作人填写操作票，操作票审核制度形同虚设。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2.3.4.1规定：倒闸操作由操作人员填写操

作票。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2.3.4.2规定：操作票应用黑色或蓝色的钢笔

或圆珠笔逐项填写。用计算机开出的操作票应与手写票面统一；操作票票面应清楚

整洁，不得任意涂改。操作票应填写设备的双重名称，即设备名称和编号。操作人

和监护人应根据模拟图或接线图核对所填写的操作项目，并分别手工或电子签名，

然后经运行值班负责人审核签名。

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任务。

预控措施

（1）值班长指定操作监护人和操作人，并向操作人员明确操作任务，交代注意事项及

危险点；操作人员无疑问后开始准备填写操作票。

（2）受令后，监护人和操作人一起核对实际运行方式、一次系统模拟接线图，明确操

作任务和操作目的，核对操作任务的安全性、必要性、可行性及正确性，确认无误后，

即可开始填写操作票。

（3）操作人要以调度命令票为依据，根据现场运行规程和设备实际运行状况，查对模拟

图板，参考典型操作票，逐项工整、清楚地填写操作票。复杂操作填票可由监护人协助进行。

（4）一张操作票填写好后，必须经过三次审核，操作人填好操作票，首先要经过自

审，无误后交监护人初审，监护人审查无误后交值班负责人复审 （特别重要的倒闸操作

票应交变电站技术负责人审核），值班负责人对照操作任务审查操作票，无误后待用，如

图2 2～图2 7所示。

（5）审票人要认真检查操作票的填写是否有漏项，顺序是否正确，操作项是否正确，

术语使用是否正确，有无错漏字等。“三审”后的操作票经值长签字生效，正式操作待调

度下令后执行。

6



图2 2 操作人填写操作票
 
图2 3 操作人审核无误后在操作票上签名

图2 4 监护人对照模拟图板审核
 
图2 5 监护人审核无误后在操作票上签名

图2 6 值班长对照操作任务板审核操作票
 
图2 7 值班长审核无误后在操作票上签名

（6）为下值准备的操作票，操作人、监护人、值班负责人应在票背面对应位置分别签

名，并对操作票正确性负同等责任。

2.1.4 危险点 照搬典型票，操作票操作步骤填写错误，导致误操作。

预控措施

（1）操作票应根据设备运行方式、调度指令及要求进行填写，不能照搬典型操作票，

更不能使用典型操作票进行操作。
（2）操作票的内容、顺序应按照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2.3.4.3、2.3.6.1

要求和现场规程规定，符合操作原则，与典型操作票用语一致。

（3）编制操作票前，应仔细核对调度指令，理清操作目的。对于一些大型的、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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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操作，如母线、主变压器、旁路带出线或者主变压器停复役等复杂的操作，应根据

主接线图，继电保护交代、定值单来拟写操作票，特别注意调度指令的 “备注”及注意

事项核对。

（4）开票人、监护人、值班负责人应根据所填写的操作票认真审核，并根据模拟图

板、二次图板核对所填写的操作项目，切实做到正确无误。

（5）定期根据现场设备修编典型操作票。

（6）电气设备送电前，应将所有保护投入运行 （受一次设备运行方式影响的除外）；

电气设备停电后，应将有关保护停用，特别是在进行保护的维护工作和校验时，其远切、

远方跳闸和失灵保护一定要停用。

（7）充分考虑倒闸操作时系统的潮流、电压、短路容量等方面的变化对系统造成的影

响，熟知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使用要求，正确使用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等，对有疑问

的地方，及时与相关人员联系。

（8）送电操作若涉及并网操作时，则操作过程中必须使用同期装置。

（9）停电拉闸操作应按照断路器—负荷侧隔离开关—电源侧隔离开关的顺序依次进

行，送电合闸操作应按与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严禁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500kV线

路 （包括主变压器）停电操作时，先断开3/2接线方式的中间断路器，后断开母线侧

断路器，送电时则相反；拉合设备 （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刀闸等）后必须检查设

备的位置；进行停送电操作时，在拉、合隔离开关，手车式开关拉出、推入前，检查

断路器确在分闸位置；在进行倒负荷或解、并列操作前后，检查相关电源运行及负荷

分配情况；设备检修后合闸送电前，检查送电范围内接地刀闸确已拉开，接地线已

拆除。

（10）母线TV停电时，应先断开二次小开关 （或熔断器），后拉开一次侧隔离开关，

送电时相反。线路侧TV设计有线路侧接地刀闸电磁锁的有压监视闭锁回路，在线路侧接

地刀闸推上前，不得将TV二次小开关 （或熔断器）断开。

（11）不断加强业务技术培训，提高值班员自身素质。

2.1.5 危险点 操作不用操作票，凭经验进行，用草稿票先操作后补票。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2.3.5倒闸操作的基本条件中2.3.5.4规

定：有值班调度员、运行值班负责人正式发布的指令 （规范的操作术语），并使用经

事先审核合格的操作票。

预控措施

（1）除特殊规定外，倒闸操作必须使用倒闸操作票，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

任务。

（2）值班长接调度正式操作指令后，向操作人员下达正式操作指令，并将准备好并经
“三审”合格的编号的操作票交予操作监护人；监护人核对正式操作指令与操作票任务一

致，方可进行下一步模拟操作。

（3）《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2.3.6.2规定：操作过程中应按操作票填写的

顺序逐项操作。每操作完一步，应检查无误后做一个 “√”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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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布操作指令和复诵操作指令应严肃认真，声音洪亮清晰。

（5）对一些大型的操作，操作票必须由站长把关。

2.1.6 危险点 作业准备不充分，安全工具准备不足。

预控措施

（1）操作前15min准备好 “三审”合格的操作票及所需安全工器具。

（2）检查 “五防”系统主接线图与实际一致、电脑钥匙电量充足。

（3）监护人负责准备录音笔、对讲机、操作票、“五防”钥匙等，以及检查操作人所

准备的工具是否完备、良好。

（4）操作人负责根据操作任务天气情况准备操作前的有关器具，如安全帽、验电器、

绝缘手套、绝缘靴、雨衣、照明灯、接地线、仪表、操作工具等。对操作中所需使用的

安全用具进行检查，检查试验周期及电压等级是否合格且符合规定。另外，还应检查外

观是否有损坏，如绝缘手套是否漏气、验电器试验是否正常、接地线有无断股等，不得

使用金属梯子。检查方法如图2 8所示。

图2 8 检查安全用具的方法

2.1.7 危险点 操作前不进行危险点分析和事故预想。

预控措施

值班长、监护人和操作人将填好的操作票与模拟图板进行核对，根据现场的天气、

设备状况等实际情况提出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危险点 （如设备操作不到位、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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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锁发生问题等），做好充分的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

2.2 执行倒闸操作 “五制” 过程中危险点及预控措施 （17项）

2.2.1 危险点 操作前不按照规定进行核对性模拟预演。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2.3.6.2规定：开始操作前，应先在模拟图
（或微机防误装置、微机监控装置）上进行核对性模拟预演，无误后，再进行操作。

预控措施

（1）正式操作前，监护人手持操作票与操作人一起在模拟图或微机五防机一次系统图

上进行模拟预演，如图2 9所示。监护人根据操作票的步骤，宣读模拟操作项目，操作

人手指模拟图上 （或鼠标指向微机五防机一次系统图上）待操作设备位置，操作人根据

监护人指令核对无误后，复诵一遍。当监护人再次确认无误后即发出 “对，执行”的指

图2 9 监护人、操作人在五防机上模拟预演

令，操作人高声回答 “是”，然后对模拟图

板或微机五防机一次系统图上的设备进行

变位操作。对于模拟图板上没有的设备及

检查项目可以不进行复诵。

（2）模拟操作必须根据操作票的步骤

逐项进行到结束，严禁不模拟预演就进行

现场操作。模拟操作步骤结束后，监护人、

操作人应共同核对模拟操作后系统的运行

方式、系统接线是否符合调度操作任务的

操作目的。

（3）模拟操作无误后将操作步骤输入 “五防”电脑钥匙，才可以正式操作设备。

2.2.2 危险点 不坚持各级操作到位监督和检查制度。

预控措施

（1）应严格执行 《××供电公司各级领导及生产技术人员运行检修工作到位规定》。

（2）操作到位人员为全过程监督人员，必须保证操作的全过程到位监督。

（3）按 《操作任务及到位人员岗位要求明细表》执行操作到位通知程序。

（4）到位人员应提前了解操作和检修任务，熟悉三大措施，即安全措施、危险点分析

及预控措施、事故预想及应急处理预案。

（5）运行操作、检修、技改项目要求当日到位的人员，应提前半小时到达现场。

（6）因工作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按本规定到位的人员，可以安排同级别人员代替。特

殊情况下，副总及以上领导不能到位的需经理批准，其他人员不能到位的需经主管副经

理或总工程师批准。

（7）操作到位人员由变电工区到位领导负责按 《操作到位工作情况登记表》如实填

写，均应由本人签字，不得代签。登记表由各变电站保管存放，变电工区每月底将工作

到位情况统计报安全监察部。

（8）对应该有领导到位而没有到位的，运行值班人员和检修人员可以拒绝操作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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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报告公司主管副经理直至经理，事故处理情况下或经公司领导批准的特殊情况

下除外。

2.2.3 危险点 监护操作，监护人不到位或代替操作人操作，失去监护；操作人不

等监护人发令就先操作；监控操作为单机双确认操作模式时，操作人代监护人填写姓名、

密码，确认程序不认真核对操作提示项，盲目点击 “确认”，一路操作下去，失去核对、

监护作用，造成误操作。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2.3.6.3规定：监护操作时，操作人在操作

过程中不得有任何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操作行为。

预控措施

（1）监护操作必须由两人进行，其中一人对设备较为熟悉者做监护；操作过程中杜绝

监护人直接操作设备，操作过程中监护人应对操作人实施全过程有效监护，操作人在操

作过程中不得有任何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操作行为。

（2）操作人和监护人戴好安全帽，穿绝缘靴，操作人拿验电器、绝缘手套等操作工具

走在前面，监护人手持操作票，携带 “五防”钥匙跟在操作人后面前往操作地点，途中

图2 10 操作人和监护人前往操作地点

不准闲谈或做与操作无关的事情，如图2 10
所示。

（3）遥控操作必须通过 “五防”进行，不允

许单人操作，如图2 11所示；应两人配合，一

人操作，一人监护，监控操作为单机双确认操

作模式时，操作人和监护人分别填写自己的姓

名、密码，认真核对操作提示项，如图2 12
所示，联机操作操作人和监护人分别在不同的

监控后台机上按规定的程序操作。在子站进行

的操作必须通过子站的 “五防”程序进行。

图2 11 不允许单人通过 “五防”进行遥控操作
   

图2 12 单机双确认模式操作
 

（4）监控机操作正常 “五防投入”必须投入，模拟机预演后传送到监控操作。

（5）对于集控站，操作设备前要确认站名，是否确在待操作站一次图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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