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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整改措施(2005年第8期)

作者：游仁敏 点击：471 

 

   〔摘  要〕 操作票、工作票的正确实施对电力系统控制人身伤亡事故和恶性误操作事故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是实现人身安全的重要保障。通过某省公司20多起恶性误操作事故的分析归纳，揭示了两

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纠正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 操作票；工作票；整改措施 

    操作票、工作票(下称“两票”)是《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下称《安规》)从组织上规定的保证人

身、设备安全的重要措施，是电气设备上工作的一切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的强制性规定。某省公司19

95-2003年发生29起恶性误操作事故，有21起属直接违反两票制度，占72.42%。现就两票实施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作如下分析归纳，并提出纠正措施。 

 

1  两票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操作票执行中的主要问题 

    (1) 无票操作。简单的操作不使用操作票，或开了票也不带到现场，或事后补开票、补打勾应付

检查。如某变电站运行人员无票操作，在合1751隔离开关时误将1756丙接地刀闸合上，当再去检查17

51隔离开关是否在合闸位置时，发现1751隔离开关还在断开位置，没有经过核查就强行合1751隔离开

关，造成带地刀合隔离开关致110 kV母线三相短路的恶性误操作事故。 

    (2) 违反监护复诵制。操作前没有核对设备名称编号；操作时没有唱票、复诵，不按票逐项操作

打勾；职责错位，监护人替代操作人操作；操作人和监护人分别进行操作，造成实际上的单人操作；

操作时监护人不在场，失去监护等，以致出现走错间隔、误拉合开关刀闸、带电接地。如某220 kV变

电站值班人员同时接受2项10 kV操作任务，时而监护人与操作人互换角色，时而分别进行，不唱票、

不复诵，在操作“609开关转检修”任务时，监护人独自1人到609开关柜前操作，因操作漏项，未断

开6091隔离开关，在打开609开关柜门比试接地线时被电弧灼伤。 

    (3) 操作中擅自变动操作顺序，遗漏检查项目，如倒负荷操作或解列操作遗漏检查负荷分配，检

修后送电漏查相应地线(地刀)确已拆除(断开)。 

    (4) 模拟图与现场实际不符。运行状态变了，模拟图却没有及时变更，或倒闸操作前根本就不核

对模拟图板。如某电厂电气模拟图板与现场实际不符，运行人员依据错误的模拟图填写“3号主变由

检修转充电运行”操作票，操作中又没有认真核对设备状态，造成带地线合隔离开关。 

    (5) 交接班制度流于形式。班前会不认真，没有对口交接，特别是装拆接地线等重要事项没有交

代；接班人员不按岗位要求认真检查设备状态，不查看有关安全工器具情况和运行记录，在没有认清

设备实际状态的情况下，盲目操作。如某公司1995年以来的16起带地线(地刀)合闸事故中，有11起发

生在设备由检修转运行的操作中，操作人员没有认真交接，没有核对设备状态，把处于检修状态的设

备误当成冷备用状态操作而发生事故。 

    (6) 运行人员对《调度规程》、《安规》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解有偏差，如调度时对“预令”和

“待令”的执行，工作票制度中“工作结束”和“工作票终结”的区别等理解错误酿成事故。某公司

抢修操作班接调度“10 kV伟士线转送电恢复操作”的预令后，未经调度正式下达操作命令就安排操

作，发生带地线合隔离开关事故；某电厂运行人员在开关检修后转运行的操作中，把“工作结束”当

作“工作票终结”，在接地线未拆除的情况下送电，造成带接地线送电的恶性误操作。 

    (7) 强行解锁。防误装置的万能钥匙和开关室钥匙缺乏严格管理，或防误装置功能不完善导致强

行解锁。如某电业局巡检员怀疑刚技改的手车式隔离开关接触不好，强行解除电气闭锁，与安装人员

一起试合隔离开关，造成带地线合闸的恶性误操作事故。 

    (8) 操作中擅自打开运行设备柜门。如某变电站运行人员进行“10 kV城关线954开关由热备用

转检修”操作时，操作人、监护人互换岗位，装设接地线时又不戴绝缘手套，在接地线无法挂设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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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擅自打开开关柜下网门装设接地线，右手腕触及线路电缆头带电部位，造成右肘至肩关节截肢

的重伤事故。 

    (9) 运行人员对设备不熟悉，操作过程中发生疑问没有弄清楚仍继续操作而造成事故。如某变电

站GIS开关由冷备用转检修的操作中，因出线1002隔离开关机构插销卡涩实际未断开，运行人员发现

“分”、“合”指示不对应，仍继续合1006接地刀闸，造成110 kV母线接地短路。 

    (10) 不按要求做好安全措施。少挂安全警告标示牌，或悬挂位置不当，或朝向错误；少设安全

围栏，或没有装设全封闭遮拦，或装设位置不当；少装接地线，或装设不符合要求等。如某公司检修

人员对检修的634开关CT进行清扫，因634开关柜后没有悬挂“在此工作”标示牌，左右两侧带电间隔

没有设置临时遮拦并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误入相邻带电的635开关间隔，造成右手上

臂和下臂被电击伤。 

    (11) 不验电接地。 

    (12) 调度指令票无审核人。 

    (13) 操作票上签名、盖章、打“∨”不符合规定要求。有的操作票遗漏签名或代签名；有的漏

盖章或盖错章；有的执行完毕未打“∨”；有的在第一空行未盖“以下空白”印章；有的作废票不加

盖作废章留在现场等。 

    (14) 现场运行规程中倒闸操作的有关规定不够完善。一些重要操作步骤、操作术语、专用安全

标志、防误操作措施及安全操作注意事项等未在规程中加以明确，有的二次压板投退规定不具体。 

    (15) 现场电气设备的双重名称及设备标志缺少或不完善，隔离开关电动操作箱没有锁住，设备

检修状态的刀闸操作电源没有断开。 

    (16) 有的模拟图不具备“四种状态”的功能，有的没有培训用的典型操作票。 

1.2  工作票执行中的主要问题 

1.2.1  无票工作 

    (1) 无票作业主要发生在配网和配电变压器台架上的工作中。 

    (2) 无票作业主要涉及的是第2种工作票。 

    (3) 有的表面上有工作票，但在工作现场擅自扩大工作范围，变更安全措施，或临时变动工作负

责人和工作班成员，使这些人和工作实际上是处于无票工作状态。 

    (4) 基建后投产前，在一经合闸即带有电压的情况下，检查验收工作没有严格按《安规》要求使

用工作票。如某电业局新架设的110 kV白秦线与原有的桑琳线同塔架设，验收人员无票违规登塔检

查，误爬到已带电运行的110 kV桑琳线侧的18 m高处被电击。 

    (5) 个别工作票签发人一次性签发多张空白工作票，存放在生产现场供工作班随时取用，这种票

失去了严肃性，形同虚设，看似有票实无票。 

    (6) 到用户处工作不开工作票。 

1.2.2  电气工作票票面问题 

    (1) 工作票选择不当。应填用第1种工作票的，却用了第2种工作票，如在开关室(站)内需做遮

(围)栏等安全措施的工作；应填用变电站工作票的，用了线路工作票；有的不符合“三同”情况(同

一电压、位于同一楼层、同时停送电，且不会触及带电导体)的不同电气连接部分只用1张第1种工作

票。 

    (2) 电力线路第1种工作票中“保留的带电线路或带电设备”一栏、发电厂(变电所)第1种工作票

中“工作地点保留带电部分和补充安全措施”一栏有内容应填明的，票上没有填写，有的用词含糊，

填写内容不明确，如“附近设备带电，应保持安全距离……”等；第2种工作票安全措施栏填写不具

体、不明确，安全措施缺乏针对性，如对一只运行的电度表进行校验，关键是在二次上将运行的和检

修的进行物理隔离，即将该表的PT回路断开，CT回路在上一级进行短接，不应简单写“防止PT短路、

CT开路”，这一问题在电气第2种票中比较突出。 

    (3) 应(已)设遮栏和挂标示牌的填写不完整。有些部分停电工作应设遮(围)栏的，没有设置；邻

近带电构架没有挂标示牌，或标示牌悬挂地点和遮拦装设地点指示不明确、不具体。 

    (4) 电气工作涉及热力机械等方面要执行的安全措施，有的没有在备注栏明确或附安全施工作业

票，或无执行情况反馈。 

    (5) 临时地线(地刀)未拆除的工作票，盖了“工作已终结”章；或拆除地线(地刀)组数与挂的组

数不相符，也没有说明原因。 

    (6) 个别单位工作票格式不符合《安规》规定。 

1.2.3  线路工作票票面问题 

    (1) 工作地段填写不具体，线路开关、隔离开关没有填写编号，同杆共架部分线路停电工作没有

使用线路的双重称号。 

    (2) 没有在工作地点两端接地，而仅在来电侧挂地线，如配变低压侧未接地等，忽略了有可能送

电到停电线路的分支线接地，接地位置填写不明确、不具体。 



    (3) 邻近或与其他电力线路交叉工作，没有设专人监护和使用色标。 

1.2.4  工作票实施中的现场问题 

    (1) 验电、接地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有以下方面：① 装设接地线前未按照规定验电。有的未

带验电笔或带了验电笔不使用；有的带到现场的验电笔与运行设备的电压等级不一致。如某电业局外

委工程施工人员误登带电电杆接地，由于没有验电致使2人触电死亡；② 不按规定顺序装设接地线。

如上述事故中由于施工人员没有先接接地端，再上杆接导体端，而是上、下同时进行，导致杆上和杆

下2人同时触电；③ 临时地线不合格。如截面未经校核，不满足要求；或使用断股等损坏严重的临时

地线，甚至用铝线替代临时接地；④ 少挂或未挂保安地线，如施工人员在新架设500 kV线路工作

中，因未装设临时保安地线，被平行架设的运行中的500 kV线路感应电电击死亡。⑤ 接地点或操作

方法不符要求。如临时接地线装在带有油漆的铝排上，或缠绕连结；线路临时地线接地棒埋深不够；

不使用绝缘棒接地等。如某线路工程施工中，因用户倒送电，而临时地线接地棒埋深不够未能起到保

护作用，造成杆上人员触电死亡。 

    (2) 装设安全遮栏不符要求。电气户外高压设备区部分停电作业，没有使用全封闭安全遮栏；户

内高压室部分停电工作应设遮栏而没有设或所设遮栏不符要求；配电工作在繁华区没有使用全封闭安

全遮栏(围网)；有的遮栏装设不牢靠，利用带电构架作支撑等。如某变电修试部在110 kV母分100开

关小修工作中，所设遮栏不符要求，配合工作的民工误登邻近带电的1002隔离开关架构，被短路电弧

灼伤。 

    (3) 悬挂标示牌不符要求。有的标示牌少挂，有的悬挂不正确，如邻近带电间隔、带电构架没有

挂标示牌，特别是配电工作在繁华区没有使用警告标志等；有的遮栏(围网)上的“止步，高压危险”

标示牌不是朝向检修人员等。如某变电站清扫封闭式 

35 kV母线，其中主变间隔带电，工作票虽予特别提示，但只要求在封闭式母线的外面对应地点挂

“止步，高压危险”标示牌，没有设全封闭遮栏的要求，清扫人员进入封闭母线排后，看不到警告标

示牌，误入带电的主变间隔触电死亡。 

    (4) 现场人员随意移开或跨越遮栏。检修试验人员未经许可擅自拆除接地线，或移动安全遮栏、

标示牌，也没有及时恢复。 

    (5) 现场监护不到位。有的工作负责人离开工作现场，失去监护；有的工作应设专责监护而未

设；有的专责监护人参与工作而失去监护。 

    (6) 线路作业，变电站已拉隔离开关但操作把手上没有挂“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的标示

牌；有的隔离开关操作把手没有锁住；有的隔离开关动、静触头间未加绝缘隔板。如某变电站10 kV

开关安装防误装置，拆下母线侧隔离开关闭锁插销，未在隔离开关动、静触头间加绝缘隔板，因振动

使隔离开关动触头掉落在带电的母线上，造成10 kV母线三相接地短路。 

    (7) 电气工作许可人在许可工作时，没有会同工作负责人到现场检查安全措施，指明带电设备位

置和交待安全注意事项。 

    (8) 变电站设备钥匙管理不严，检修人员擅自打开运行设备柜门。如某局修试部副主任擅自打开

带电的173开关柜下网门，在安全距离不足的条件下查看设备，造成触电死亡；某无人值守变电站2号

主变保护改造中，继保工作负责人擅自到主控室拿钥匙打开东郭Ⅱ回304开关柜后网门，查看304开关

柜内CT的接线情况，因安全距离不够，被电弧灼伤。 

    (9) 擅自扩大工作范围。某公司输变电修试所工作负责人擅自扩大工作范围，拟对3021隔离开关

机构加油，以致误登运行的2号主变35 kV侧3021隔离开关靠母线侧的构架时被电击坠落；某公司配电

线路工作负责人在线路技改施工中擅自扩大工作范围，增加配变更换避雷器工作，造成作业人员误入

带电配变台架触电重伤。 

    (10) 班长违章指挥作业。某电力工程公司在35 kV变电站进行扩建安装的过程中，班长不是35 

kV部分工作负责人，又不是工作班成员，却指派高×一起到300开关柜，擅自打开后门后，又私自离

开，导致高×在失去监护的情况下，发生触电；又某线路队在10 kV城关线9号杆安装隔离开关，队长

不是工作负责人，却指派工作负责人擅自扩大工作范围，增加10号杆电缆头T接工作，造成触电。 

    (11) 同杆共架线路部分停电工作，或邻近、交叉带电线路作业，没有对每基杆设专人监护，没

有使用色标牌，即在登杆塔前未发给作业人员相对应线路的识别标记。 

1.2.5  工作票实施中的其他问题 

    (1) 现场工作班人数和姓名与工作票票面所填的不相符。 

    (2) 电气工作票没有提前一天送达，甚至有工作许可时间与收到工作票的时间相隔不到10 min

的情况。 

    (3) 现场电气设备和电力线路的双重名称及安全标志缺少或不完善。 

    (4) 调度和电气值班人员没有严格执行《安规》“将工作班组数、工作负责人的姓名、工作地点

和工作内容”进行登记后再发布许可命令。 

    (5) 施工作业没有附施工作业票，缺乏防机械、起重等伤害的措施要求。 



    (6) 对“两票三制”的实施缺少检查考核制度，对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分析总结，提出改进措

施。个别签发人与“三熟”(熟悉人员技术水平、熟悉设备情况、熟悉《安规》)的素质要求有差距，

多数单位签发人没有检查自己签发的工作票的实际履行情况。 

    (7) 有些单位设备异动通知程序和现场图纸资料更改的制度不够完善，造成车间、班组现场在用

的图纸资料与实际不符，签发、审核工作票安全措施缺乏依据。个别调度和运行部门还没有配网低压

杆线图和双电源、自备电源及交叉跨越资料。 

 

2  整改措施和建议 

 

2.1  加强安全责任意识教育 

   “两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大部分是不严格、不认真执行规程所造成的，安全思想淡薄，图省

事，存在侥幸心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把保证作业人员自身安全的措施和规定看作是上级领导的行

政要求，不是自觉执行，而是盲目随从，甚至在执行原则和执行程序上也以应付检查为尺度，使两票

实施流于形式。因此，管理者要深入现场多做引导、指导工作，结合实际解决职工思想问题，培养员

工自觉执规、严肃执规、正确执规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 

2.2  实施安全技术培训计划 

    要正确实施两票，不是仅仅提出“不能这样做”，更要解决“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问

题。目前两票实施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一是安全规程的学习缺乏引导，理解不深不透，没有真正掌握

岗位规程，因而不能结合实际运用；二是对如何采取措施贯彻落实规程要求，缺乏深入研究，有的还

强调本单位、本部门的“习惯做法”；三是新人员、转岗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不能适应生产需要。因

此，要加强安全生产技能培训和学习考核，有关教育和生产职能部门要对两票涉及的安全责任人员组

织定期培训学习。对生产人员要进行安全生产规程制度的强制学习，从技术上解决两票执行中存在的

认识问题，使生产人员熟练掌握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2.3  深入开展反违章工作 

    严格执行“两票”制度，严肃执规纪律是遏制违章的有效措施之一。就防人身触电而言，反违章

重点是防误入带电间隔、误登带电设备和安全距离不足等方面的违章；防恶性误操作事故的重点是防

带地线合闸。 

2.4  完善生产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 

    要继续抓好安全设施规范化和微机防误装置完善化工作，按照《安规》和《劳动保护与工业卫生

设计规程》等有关规程要求，认真检查生产现场的安全标志、安全设施和防护装置，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努力为职工提供满足现场工作条件的安全生产环境。 

2.5  强化制度建设和管理 

    要克服部分生产领导没有把两票实施看作是生产工作的第一要务而疏于检查、监管的问题；要克

服有些安监部门满足于票面合格率统计，对两票实施缺乏定期的分析总结，深入现场检查、监督不够

的问题，加强对现场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反两票制度的现象。要及时修订下列

现场安全规程制度：(1) “两票三制”现场执行情况全过程检查制度，以强化两票执行的检查和考

核；(2) 关于重大施工项目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作业严格执行安全施工作业票及安全交底的有关

现场规程制度；(3) 微机防误装置的运行和检修规程，及万能钥匙管理制度；(4) 对现场安全工作规

程中与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换代不相适应的内容，同时还要继续抓好安全性评价的查评和整改工作，

切实加强设备缺陷管理、设备异动管理等工作，使安全生产管理逐步达到程序化、标准化、规范化。 

                       (收稿日期：200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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