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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输电线路地线机器人辅助轨道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直接规定了架空输电线路地线（光缆）为行进载体的机器人所需辅助轨道的设计原则、轨道

要求、安装条件、施工要求、使用条件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架空地线（光缆）作为行进载体，且需在杆塔上安装地线越障轨道、旁通轨道等辅

助轨道的巡视、检测等机器人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14 电力金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2315 电力金具标称破坏载荷系列及连接型式尺寸

GB/T 26859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GB/T 50233 110～750KV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545 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DL/T 741 架空输电线路运行规程

DL/T 1722 架空输电线路机器人巡检系统技术导则

DL/T 1923 架空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巡检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DL/T 2464 架空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检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架空输电线路地线机器人 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 ground wire robot

以架空输电线路地线（光缆）作为行进载体的巡视、检测等机器人作业系统。

3.2

辅助轨道 auxiliary track

用于贯通杆塔两侧地线的机器人通道，辅助地线巡检机器人通过输电杆塔的设施，安装在架空输电

线路地线横担处，一般包括轨道主体承力件、轨道之间连接件、轨道与地线接触件（如有）、轨道与杆

塔支撑件及相关紧固附件等。

4 一般要求

4.1 辅助轨道的设计安装应参照 GB50545-2010《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的相关条款。

4.2 辅助轨道的设计安装应结构简单、安装便利，宜不改变线路杆塔和地线的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

4.3 辅助轨道的设计安装，应满足输电线路地线绝缘配合，应满足地线在雷击电流、短路电流条件下

安全运行。

4.4 辅助轨道的设计安装，应不影响线路周期性检修。

4.5 辅助轨道的设计安装，应考虑所在线路沿线气象条件资料及运行经验差异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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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如线路存在重要跨越点、特殊区线路、轨道下方有重要被跨物时，辅助轨道的设计安装应采取加

强措施，保证输电线路安全运行。

5 轨道要求

5.1 轨道金属构件表面应热镀锌或采用其他防腐措施。

5.2 杆塔两侧地线直接接地时，应在地线（光缆）上加装预绞丝，可不加装绝缘轨道之间连接件。

5.3 杆塔两侧地线至少一侧绝缘时，轨道与地线连接件应采用硅橡胶等软性绝缘材料衬垫或光缆用保

护金具，并加装绝缘轨道之间连接件。硅橡胶等软性绝缘材料的绝缘水平不低于地线绝缘。

5.4 最高运行温度下，轨道距离地线（光缆）最小距离应大于地线绝缘间隙距离。

5.5 轨道距离地线（光缆）最小距离小于 3 倍地线绝缘间隙距离，轨道之间宜加装绝缘连接件。

5.6 轨道与地线采用柔性连接件连接时，连接件宜采用钢芯铝绞线或铝包钢绞线，其截面不宜小于地

线截面，且不超过地线截面的 20%。

5.7 轨道结构重要性系数不应小于 1.1。

5.8 轨道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取 1.2，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取 1.4。

5.9 轨道钢结构允许最大长细比应满足 GB50545-2010 设计规程 11.3.3 条要求。

6 安装条件

6.1 光缆上安装轨道时，应提前向光缆主管部门报备，必要时设计通信迂回方案。

6.2 轨道安装宜避开跨越高速铁路、电气化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的杆塔。

6.3 轨道安装倾斜角应符合机器人系统爬坡能力。

6.4 轨道不宜安装于“上”字型塔中相跳线侧地线。

7 施工要求

7.1 安装轨道与铁塔支撑件前，应校验杆塔塔头强度、检修孔许用应力强度，不得占用全部检修孔，

线路大小号侧应至少各保留一个检修孔。

7.2 塔头螺杆复用时，应确保螺杆强度满足导轨安装后受力要求。

7.3 塔头螺杆因现场实际需更换加长时，更换后使用螺杆强度不得低于原螺杆强度等级。

7.4 轨道抱箍宜安装于杆塔主材，其作用力不应超过杆塔结构强度。

7.5 地线绝缘时，轨道与杆塔之间应加装绝缘衬垫，其绝缘性能不低于地线绝缘，且轨道与地线之间

距离应满足在最大风偏情况下，不小于 3 倍地线绝缘间隙。

7.6 地线接地时，轨道与地线之间距离应大于地线最大风偏距离。

7.7 轨道与地线（光缆）的连接部位不应产生稳定侧向力，紧固产生的集中应力应满足校核要求。

7.8 轨道之间连接件应能承受地线（光缆）长期风振力，以及风偏侧向力。应重新计算并调整防震锤

安装位置，轨道与地线连接位置宜考虑地线震动第一波节点处。



8 使用条件

8.1 轨道及连接件等每年应定期巡视、检查，并根据巡视检查结果对不合格部位进行维护、更换。

8.2 金具本体及连接件不应出现锈蚀、磨损、裂纹、变形、烧伤等现象，连接处转动或移动应灵活。

8.3 轨道与导线（光缆）距离应满足 7.6、7.7 要求。

8.4 使用前应对轨道及连接件再次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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