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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兆玉

电
电力是城市发展的命脉。一根根在空中地底不断延伸的线缆，将

源源不断的电能输送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支撑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
“十三五”期间，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在

通州地区规划建设1000千伏廊坊特高压变电站至500千伏通州变电站
外受电通道，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提供充足的电力保障。

该工程起于河北廊坊1000千伏廊坊特高压变电站，止于北京通州
漷县镇500千伏通州变电站，线路全长约52公里。其中，北京段线路长
约 20.66公里，新建铁塔 63基，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出资建设，通州
区政府负责前期占地征拆工作。自2018年开工以来，在通州区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参建各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先后克服了机场限高、前期
征拆、跨越高速公路、跨越高压线等诸多困难。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
力，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工程实现全线架通。

该工程投产后，将为北京东部电网新增 300万千瓦下送容量，缓解
北京东部电网供电紧张状况，提高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供电可靠性。
同时，该工程的建设将优化北京东部电网主网结构，助力北京城市副
中心发展。

建设一条新的电力通道，主体工作是铁塔组立。铁塔平地而起，并非
易事。

看着图纸中的铁塔，国网北京建设咨询公司业主项目经理石凯元圈圈画
画。“我们平时看到的输电线路是由电力杆塔一段一段撑起来的，高电压等级
的用‘铁塔’，低电压等级的比如居民区里常见的一般用‘水泥杆’，合起来统
称‘杆塔’。”石凯元介绍，此次工程是特高压输电线路，需要有更大的安全距
离，所以采用架设高度高、强度足够大的铁塔才能承受此条线路。

据了解，该工程新建铁塔 63基，分为常规型和紧凑型两种。“漷县地区有
机场限高政策，在这一区域，我们采用了紧凑型铁塔。”石凯元表示，比起常规
型，紧凑型铁塔在施工工艺上要求更严、难度更大。每基铁塔均由塔脚、塔身
及横担三部分组成。常规型铁塔高90米左右，约30层楼高。紧凑型铁塔高度
仅有60米左右，但也有约20层楼的高度。既不能冒高，又要保证输电线对跨
越物的电气安全距离，势必就要“横向发展”。此处难度就在于横担长度较
长，工程采用吊车组立时，不能一次性直接吊起整个横担，而需分段起吊，好
比搭积木一样，既要保证吊车在这个高度下能够承受相应的重量，还要保证
所有连接点严密对接，十分考验安装水平。因此，各参建单位均挑选精兵强
将，合力开展工程建设。

工人们采用专用卡线器、手扳葫芦、钢丝绳套等工具，配合机动绞磨，通
过高空挂线、紧线、断线、附件安装、引流线制作安装、间隔棒安装等多项作
业，最终用导线将一座座铁塔整齐地连接起来，像一条“钢铁银龙”屹立在高
速旁，横穿西集镇、漷县镇。

除了铁塔组立十分考验“功力”之外，本次工程还选用了800/55平方毫米
截面的钢芯铝绞线导线。石凯元介绍，这也是北京地区架空线路首次采用如
此大截面导线，相比于传统 400截面导线具有电能承载力强、输电损耗小的
优点，是北京地区目前最高的输电电压等级。

不寻常的铁塔，再加之北京地区首次采用800/55钢芯铝绞线，都对工程
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工艺水准，很多施工中涉及到的专业工具，也是经过
重新设计、重新采购的。

“就比如这个卡线器吧，这是供电工程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一头卡
在导线上，另一头连接钢丝绳套，通过机动绞磨或手扳葫芦等起重工具将
导线提起或紧起，到规定弛度时断线压接，通过金具和绝缘子串连接到铁
塔上。”北京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施工项目总工齐德鹏对记者详细解释，而
这次施工用到的卡线器都是重新找厂家设计定制的，在内径和握着力上
都有严格要求，多次试验合格后运抵施工现场，这种卡线器也是在北京地
区首次使用。

工程还试用了落地双摇臂抱杆组塔新工艺。该工艺组塔时采用两侧摇
臂平衡，不需要打外拉线，可节约施工用地，起吊半径大，便于正、侧面构件就
位，铁塔安装过程更安全，能解决大根开塔形底部及横担吊装难题。该工艺
的试用，为后续工程推广使用进行了验证。

全过程机械化施工，也是这个工程的一大亮
点。基础施工阶段使用反循环钻机、吊车、挖掘机、
泵车等，组塔阶段全部采用吊车组装塔铁，架线阶
段采用整套张牵设备……通过机械化施工，大大提
高了施工效率和工程建设安全质量。

工程负责人表示，随着施工工艺的不断完善，
机械化基础施工、吊车组塔、张牵设备放线等成为
平原地区输电线路工程的施工优势，较传统的人工
挖孔、抱杆组塔和人力放线安全性更高，施工进度
更快。

施工过程中也借力不少新科技。无人机就参
与了这次工程建设。

“铁塔全部建成后放线时，先用无人机带一根
很细的导引绳，这就大大减少了人工在地面展放导
引绳造成的地上物损坏及环境问题。通过细绳带
粗绳，粗绳再带牵引绳也就是钢缆，再通过钢缆带
导线，完成整体架线。这可是个精细活儿，一步都
不能错。精准控制的无人机成了好帮手。”齐德鹏
介绍。

当然，再精准的机械也需要人来操作控制。在
本次工程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遇到困难时主动

担当，协调解决各类问题，也为保证工程进度、突破工程建设难
点发挥了模范先锋作用。

据介绍，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三个项目部（业主、施工、
监理）全体党员组成的临时联合党支部主要负责工程建设难
点攻坚，施工现场按路径长度划分为 4 个党员责任区。每个
区段由一名党员带领两名群众负责该区段安全质量日常管控
及高风险施工阶段到岗到位把关，形成了“党建+基建”的高效
工作模式。

截至“十三五”末，北京城市副中心市政基础
设施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建成 13座变电站，供电
保障能力提升30%以上。廊坊1000千伏特高压变
电站至 500 千伏通州变电站送电线路下送容量
300万千瓦，直接惠及通州全境经济发展，保障居
民温暖度冬、平稳度夏。

据悉，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还在通州区宋庄
镇同步建设通州北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该工程
是城市副中心 500千伏重要电源工程，建成后将
实现通州地区电网500千伏层面“一南一北”双电
源可靠供电，直接服务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此外，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还将全面建设行
政办公区高可靠的高端智能配电网，着力打造
文化旅游区高弹性的能源互联数字电网，融入

综合能源、智能代维等各类新理念、新模式、新元素，打造国
家电网公司战略实施新高地，让电网更加坚强可靠，供电质
量显著提升，供电服务支撑有力，将副中心电网打造成为区
域发展新引擎。

按照安全可靠、均衡协调、适度超前的发展原则，“十四五”
期间，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将持续巩固主网结构，优化配网结
构，实现电网绿色发展。建成北京东特高压至通州北 500千伏
送出工程（北京段），实施通州北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构
建城市智能配电网，建设分区供电、区内合环的双环网结构，新
建 220千伏变电站 8座、110千伏变电站 27座，实施行政办公区
二期配套电网等配网工程。增强电网应急保障能力，推进副中
心电力运行保障中心和运河核心区区域能源中心项目实施，积
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度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千年之城建
设，努力创造“副中心质量”。

难度大
架设高度高 铁塔强度大

挑战多
创造多个“北京首次”

机械化
无人机也来帮忙架线

高质量
实现500千伏层面“一南一北”双电源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在通州
地区规划建设 1000千伏廊坊特高
压变电站至 500 千伏通州变电站
外受电通道，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提
供充足的电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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