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成熟度评价导则》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南宁局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获

得标准的立项批复文件，根据任务要求，2022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南方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南宁局、中能国研（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联合组织

成立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编制组织工作。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在

2022 年 10 月份积极组织筹备和征集标准起草单位。经过征集、评审和筛选等一

系列流程，最终确定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的成员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

段进度时间。同时，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等内容，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

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技术调研、咨询，收集、消化有关资料，并结合（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现状及技术发展趋势，以成熟度评价为主要

参考依据，于 2022 年 11 月编写完成了《（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

检应用成熟度评价导则》的草案稿。2023 年 12 月，起草工作组首次会议成功召

开，会议讨论了当前国际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以及国内（110kV 及以上）架空输

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现状，确定了标准起草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首次会议纪要内容，对草案稿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

认真分析、理解和总结，迅速开展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的编制以及试验项目的实施

工作，于 2023 年 2 月编写完成了《（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

成熟度评价导则》的征求意见稿初稿。2023 年 3 月，起草工作组标准意见稿研

讨会议成功召开，与会专家对《（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成

熟度评价导则》标准意见稿的内容条款及技术指标进行了逐条研讨，对标准制定

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确定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内容。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陈极升、侯俊、王元军、周华敏、蔡焕青、丁建、张贵峰、王洪

武、李秉宸、胡明辉、欧宇航、汤晓丽、范小龙、柳建蓉、丁子凡

其中：

标准架构设计：周华敏、蔡焕青、丁建、张贵峰、王洪武、范小龙

标准资料收集：胡明辉、汤晓丽、姜云土

标准文本编写：周华敏、蔡焕青、丁建、张贵峰、李秉宸

评价方案设计：陈极升、侯俊、王元军、欧宇航

标准内容校对：陈怡、朱登杰

标准形式校对及会议组织：柳建蓉、丁子凡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主要遵从以下原则：

（一）符合行业发展实际原则

通过查阅资料、行业调研等方式尽可能全面了解我国（110kV 及以上）架空

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发展现状，了解行业对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诉求，使标准内

容科学、合理，各项技术指标不会出现过高、过低或缺失的情况，既不能阻碍也

不能制约，而是推动和规范行业的发展。

（二）规范企业操作原则

（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发展有赖于相关企业的发展，

而管理规范化和作业标准化则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在标准起草过程

中，起草组多次通过召开研讨会和实地调研的形式，充分听取企业意见，了解企

业的作业流程和在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使标准内容尽量反映企业实际，为企业

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服务。

（三）与其他标准协调一致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中，起草组细致研究了我国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领域相关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团体标准，在标准内容上做到与这些标准保持

协调一致。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成熟度评价的要

求与判定。

本文件适用于（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成熟度评价工作

的自我评价和第三方评价。

3、主要技术差异

无。

4、解决的主要问题

为全面衡量、评价（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成熟度水平，

需构建一套科学的、系统的、有效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评价标准，不需要进行试验或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导则为（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应用成熟度评价提供了指

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可用于发现区域供电企业在（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

智能运检应用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明确进一步提升的方向，为持续提升（11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智能运检能力提供决策依据。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该标准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导则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现有标准和制定中的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无冲突之处。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企业是标准实施的主体，为促进各相关企业理解标准内容，规范企业操作和

管理，提高企业服务水平，加强行业自律，标准发布后，后续工作将通过宣贯培

训、试点示范等形式来推动标准的落地实施。

（一）加强宣传，大力推广

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会议、发放宣传资料以及网络、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强化宣传，大力普及标准，营造贯彻标准的良好氛围，提高标准的社会关注度与

知晓度，促进各相关企业准确理解、掌握和执行标准。

（二）政策倾向，加大扶持

加强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自行试点，并对承担标准试点工作的企业给予一定

政策支持。同时，大力扶持一批符合标准要求，能为社会提供架空输电线路智能

运检服务的专业企业，以此不断提高行业整体的智能运检水平。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2 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