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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

评分模型、评价要素与评价说明、评分判定以及评价流程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中安全性自评价或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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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59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GB/T 18857 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974 带电作业用工具库房

DL/T 976 带电作业工具、装置和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Non-Interruption Maintenance Operations

通过技术创新、方法改进或设备升级等手段，实现了在不停电或短时停电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不停

电检修和维护的显著成果。

3.2

简单类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Simple Non-Interruption Maintenance

Operations

涉及单个环节，实现局部优化且在作业过程中应用直接、操作简便的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

3.3

复杂类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Complex Non-Interruption

Maintenance Operations

涉及多个环节，需要综合多种装备或工艺方法进行的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

4 总体要求



T/CES XXXXX—XXXX

2

4.1 应遵循“科学性、严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引导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开展安全性评价工作。

4.2 在进行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的鉴定工作之前，宜依据此文件进行安全性评价。

4.3 评价过程可采用企业自评价和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评价由企业自行组织，专家评价应

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组织有经验的专家组开展评价。

4.4 评价宜综合运用现场检查、资料查阅、随机抽样等多种方法，进行科学分析、量化打分，特殊情

况可进行模拟检验，相关单位应予以配合。

5 评分模型

5.1 评价要素权重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要素应按下表规定执行：

表 1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要素

序号 评价要素

不停电作业创新项目类型

简单类 复杂类

是否涉及 权重 是否涉及 权重

1 安全措施 √ 20% √ 18%

2 操作流程 √ 20% √ 18%

3 人员能力 √ 10% √ 8%

4 创新装备与工艺 √ 35% √ 33%

5 作业环境 √ 5% √ 5%

6 安全监控与沟通 √ 10% √ 8%

7 应急能力 / / √ 10%

5.2 安全措施评价要求

5.2.1 完整性

5.2.1.1 应明确列出创新成果涉及的所有作业环节和流程的安全要求，包括前期准备、作业执行、后

期收尾等作业环节。

5.2.1.2 应充分考虑各种潜在风险，制定针对性的安全预防和控制措施。

5.2.1.3 应明确各作业环节的责任人与执行人，并详细阐述其安全责任。

5.2.2 合规性

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企业标准等规范性内容。

5.2.3 可操作性

5.2.3.1 应详细描述各操作步骤应采取的安全措施。

5.2.3.2 应提供图示或流程图等可视化工具。

5.2.4 持续改进

5.2.4.1 应建立完善的安全措施意见反馈机制，组织项目团队成员定期对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收集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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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应根据评估结果和反馈意见，及时对措施进行修订和完善，并保留修订和完善过程资料文件。

5.3 操作流程评价要求

5.3.1 完整性

5.3.1.1 应详细列出每个作业环节的操作流程，包括前期准备、主要操作步骤、后期收尾等作业环节。

5.3.1.2 应明确各环节所涉及的装备、工艺和操作人员，并明确人员职责。

5.3.1.3 对于复杂类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应明确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顺序和协调要求，并提供作业

流程图。

5.3.2 符合性

5.3.2.1 应依据创新成果的变化及时更新和修订。

5.3.2.2 对于关键步骤或高风险环节，操作流程应提供详细的操作指导文件和安全提示。

5.3.2.3 操作流程中应包含对安全措施的明确说明和解释。

5.3.3 可操作性

5.3.3.1 应简单明了，使作业人员能够快速理解和执行。

5.3.3.2 应设置合适的过程检查点和过程确认环节。

5.3.3.3 应提供操作指南、视频教程等多种形式的辅助文件。

5.4 人员能力评价要求

5.4.1 资质证书

人员应具备与项目相匹配等级的不停电作业资质证书，且证书必须处于有效期限内。

5.4.2 培训经历

5.4.2.1 在开展涉及创新成果的作业前，相关作业人员需接受系统的培训。

5.4.2.2 人员应接受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技能培训，掌握作业项目安全要求及触电急救等紧急

救护方法。

5.4.2.3 人员应接受电气知识和业务技能培训，掌握作业项目原理和操作流程。

5.4.3 安全技能

5.4.3.1 工作票签发人应能够：

a）确认工作必要性和安全性；

b）确认工作票上所填安全措施正确、完备；

c）确认所派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班人员适当、充足。

5.4.3.2 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应能够：

a）正确、安全地组织工作；

b）确认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正确、完备，符合现场实际条件，必要时予以补充；

c）工作前向工作班全体成员告知危险点，督促、监护工作班成员执行现场安全措施和技术措施。

5.4.3.3 工作许可人应能够：

a）确认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正确完备，符合现场条件；

b）确认许可工作的命令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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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确认许可的安全措施正确完备。

5.4.3.4 专责监护人应能够：

a）明确被监护人员和监护范围；

b）工作前对被监护人员交待安全措施，告知危险点和安全注意事项；

c）监督被监护人员执行现场安全措施，及时纠正不安全行为。

5.4.3.5 工作班组成员应能够：

a）熟悉工作内容、工作流程、掌握安全措施，明确工作中的危险点，并履行确认手续；

b）遵守安全规章制度、技术规程和劳动纪律，执行安全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

c）正确使用安全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

5.5 创新装备与工艺评价要求

5.5.1 创新装备

5.5.1.1 存放应符合 DL/T 974 的要求。

5.5.1.2 预防性试验应符合 DL/T 976 的要求。

5.5.1.3 遮蔽和防护用具试验应符合 GB/T 18857 的要求。

5.5.1.4 应绝缘良好、连接牢固、转动灵活，并按厂家使用说明书、现场操作规程正确使用。

5.5.1.5 使用前应根据工作负荷校核机械强度，并满足规定的安全系数。

5.5.1.6 运输过程中，应装在专用工具袋、工具箱或专用工具车内，以防受潮和损伤。若发现受潮或

表面损伤、脏污时，应及时处理，使用前应经试验或检测合格。

5.5.1.7 进入不停电作业现场时应将使用的不停电作业创新装备放置在防潮的帆布或绝缘垫上，以防

脏污和受潮。

5.5.1.8 不应使用有损坏、受潮、变形或失灵的不停电作业创新装备、工具。操作时应戴清洁、干燥

的手套。

5.5.2 新工艺/方法

5.5.2.1 应设计合理，降低作业强度，提高作业效率，具备高效性。

5.5.2.2 应确保作业安全，充分考虑作业现场的安全因素，并采取对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5.5.2.3 应具备高度灵活性，提高对不同设备类型、不同作业环境的适用性，宜具备快速响应和应对

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有效的完成作业任务。

5.5.2.4 应具备操作便捷性，设计应简单易懂、操作简便，降低作业难度。

5.5.2.5 应符合环保和节能要求，采用环保材料和节能技术，减少作业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

5.6 作业环境评价要求

5.6.1 自然环境

5.6.1.1 作业应满足安全规程和技术导则对海拔、风力、湿度、天气等作业环境的要求。

5.6.1.2 在特殊或紧急条件下，必须在恶劣气候下进行不停电作业时，应针对现场气象和工作条件，

组织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作业人员充分讨论，制定可靠的安全措施和技术措施，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5.6.1.3 夜间不停电作业时应有足够的照明设施。

5.6.1.4 作业过程中如遇天气突然变化，有可能危及人身或设备安全时，应立即停止工作，在保证人

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恢复设备正常情况。

5.6.2 设备环境



T/CES XXXXX—XXXX

5

5.6.2.1 应满足现有电网和设备的运行及操作要求，并符合数字化、自动化等技术发展方向。

5.6.2.2 应明确项目对电网和设备的需求，可对现状电网设备提出改造建议，但应满足相应的技术原

则。

5.7 安全监控与沟通评价要求

5.7.1 作业许可

5.7.1.1 创新成果应进行试验论证，确认安全可靠，并制定出相应的操作工艺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

经本单位批准。

5.7.1.2 作业前应勘察配电线路是否符合不停电作业条件，并根据勘察结果确定不停电作业方法、所

需工具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5.7.1.3 应按 GB 26859 中的规定，填写不停电作业工作票。工作票由工作负责人按票面要求逐项填写。

5.7.1.4 工作负责人在工作开始前，应与值班调控人员或运维人员联系。

5.7.2 作业监护

5.7.2.1 作业应设专人监护，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应始终在工作现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认

真监护，及时纠正违反安全的动作。

5.7.2.2 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不得擅离岗位或兼任其他工作。

5.7.2.3 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的监护范围不得超过一个作业点。复杂的或高杆塔上的作业，

必要时应增设专责监护人。

5.7.3 作业终结检查

5.7.3.1 作业过程中，若因故需临时中断，在间断期间，工作现场的工具和器材应可靠固定，并保持

安全隔离及派专人看守。

5.7.3.2 间断工作恢复前，应检查作业现场的所有工具、器材和设备，确定安全可靠后才能重新工作。

5.7.3.3 每项作业结束后，应仔细清理工作现场，工作负责人应检查设备上有无工具和材料遗漏，设

备是否恢复工作状态。全部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向值班调控人员或运维人员汇报。

5.8 应急能力评价要求

5.8.1 应急预案

5.8.1.1 应明确应急组织和人员的职责分工。

5.8.1.2 应有明确、具体的应急程序和处置措施。

5.8.1.3 应明确应急保障措施。

5.8.1.4 应制定应急资源清单，明确可调用的应急资源状况。

5.8.2 应急演练

5.8.2.1 应制定演练方案，明确演练目的、参演人员范围及任务、演练时间地点及方式、演练科目及

情景设计、安全措施、保障措施、评估方法等。

5.8.2.2 应组织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5.8.2.3 应详细记录每次演练的过程和结果。

5.8.2.4 应对每次演练进行评估，包括响应速度、措施执行、团队协作等方面。

5.8.2.5 应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改进措施，提高团队的应急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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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要素与评价说明

6.1 评价要素

评价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的评价要素与评价子要素如下表所示。

表 2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要素

评价要素 评价子要素

安全措施

完整性

合规性

可操作性

持续改进

操作流程

完整性

符合性

可操作性

人员能力

资质证书

培训经历

安全技能

创新装备与工艺
创新装备

新工艺/方法

作业环境
自然环境

设备环境

安全监控与沟通

作业许可

作业监护

作业终结检查

应急能力
应急预案

应急演练

6.2 评价说明

6.2.1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满分为 100 分。

6.2.2 各评价要素初始满分均设置为 100 分，评价结束后依据本标准第 5.1 条和第 7.2 条的规定进行

计算，获得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最终得分。

6.2.3 用总得分来衡量被评价企业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总体水平，用分项、子项得分来衡量被

评价企业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专项水平。

7 评分判定

7.1 评分方法

评价组应将采集的证据与附录A的评价指标要求进行对照，按照满足程度对评价指标的每一条要求

进行打分，扣分不得超过该项标准分。

7.2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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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评价要素得分为该评价要素下每一指标的总和，各评价要素得分按式（1）计算：

iAX n

i 


1
…………………………………………………（1）

式中：

X——评价要素得分；

A——评价指标得分；

n——评价指标个数。

评价等级的得分为各评价要素的加权求和，评价等级的得分按式（2）计算：

iXiY m

i
 1

…………………………………………………（2）

式中：

Y——评价等级得分；

X——评价要素得分；

m——评价要素个数；

α——评价要素权重。

7.3 评价等级

评价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将相关评价要素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定量打分和定性评价。评价等级

判定如下表所示，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的结果分五个级别，从高到低分别为A+、A、B、C、
D，对应的结论为卓越、好、一般、不明显、差，等级评定要求具体见下表。

表 3 评价等级判定

评价等级 A+ A B C D

得 分 81-100 61-80 41-60 21-40 0-20

总体特征 卓越 好 一般 不明显 差

评价总体

要求

全面、系统、有效，

体现了创新成果的

最佳实践，工作持

续地严格开展，且

覆盖所有适用的范

围，证据充分，工

作完成情况优异。

切合实际，系统、

有效，且改进与创

新导向显著，工作

持续、全面地严格

执行，没有明显的

偏差，证据较充分，

完成情况优良；

切合实际，系统、

有效，工作已经持

续和较全面地开

展，偶有偏差；

适宜于实际，形成

了初步、规范的方

法，工作已初步开

展，但在持续性和

覆盖面上仍有差

距；

未开展或只是偶

然、局部的开展，

状态为碎片状、反

应式的，缺乏系统

性；

8 评价流程

8.1 自评价

8.1.1 项目团队应对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开展自评价，确保创新成果的安全性达到申报标准。

企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允许开展评价：

a）虚假注册资本；

b）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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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违规经营或处在停工整顿状态；

d）未获安全生产许可证；

e）从事不停电作业的企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处在停工整顿状态。

8.1.2 符合安全性评价要求的项目，结合评价要素的规定，整理申报材料并填写申报表。

8.1.3 将整理好的申报材料和申报表提交给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其开展第三方评价。评价流

程如下图所示。

图 1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评价流程图

8.2 第三方评价

8.2.1 第三方评价时专家人数应不少于 5 人。

8.2.2 评价前，专家评价组组织召开首次会议，企业自评价组成员和企业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企业向

专家评价组汇报自评价工作开展情况；专家组组长介绍专家组人员组成和专业分工，明确专家评价方案

等。

8.2.3 专家组以现场查看、询问、检查、核实等方式实施评价，并与企业领导和专业管理人员交换意

见，完成专家评价工作。评价时间宜控制在 2-3 个工作日。

8.2.4 评价工作结束后，专家组织召开末次会议，由专家组向企业反馈评价情况和意见，提出整改建

议。专家组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及其主管单位提交书面评价报告。

8.3 结果应用及后评价

8.3.1 后评价应在专家评价后 2-3 年进行。

8.3.2 后评价应包括创新成果的应用情况、整改措施的实施效果、持续改进机制的执行情况等方面，

同时应对创新成果的安全性进行再次评估，以验证创新成果的实际效果。

8.3.3 后评价工作结束后，企业应编制详细的后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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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A.1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表》见表A.1。

表 A.1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表

评价

要素

评价要素

分值

评价子

要素

评价子要

素分值
评价指标

评价指

标分值

评价

得分

安全

措施
100

完整性

应明确列出创新成果涉及的所有作业环节和流程的安

全要求，包括前期准备、作业执行、后期收尾等作业

环节。

应充分考虑各种潜在风险，制定针对性的安全预防和

控制措施。

应明确各作业环节的责任人与执行人，并详细阐述其

安全责任。

合规性
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及企业标准等规范性内容。

可操作

性

应详细描述各操作步骤应采取的安全措施。

应提供图示或流程图等可视化工具。

持续改

进

应建立完善的安全措施意见反馈机制，组织项目团队

成员定期对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收集反馈意见。

应根据评估结果和反馈意见，及时对措施进行修订和

完善，并保留修订和完善过程资料文件。

操作

流程
100

完整性

应详细列出每个作业环节的操作流程，包括前期准备、

主要操作步骤、后期收尾等作业环节。

应明确各环节所涉及的装备、工艺和操作人员，并明

确人员职责。

对于复杂类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应明确各个环节之

间的衔接顺序和协调要求，并提供作业流程图。

符合性

应依据创新成果的变化及时更新和修订。

对于关键步骤或高风险环节，操作流程应提供详细的

操作指导文件和安全提示。

操作流程中应包含对安全措施的明确说明和解释。

可操作

性

应简单明了，使作业人员能够快速理解和执行。

应设置合适的过程检查点和过程确认环节。

应提供操作指南、视频教程等多种形式的辅助文件。

人员

能力
100

资质证

书

人员应具备与项目相匹配等级的不停电作业资质证

书，且证书必须处于有效期限内。

培训经 在开展涉及创新成果的作业前，相关作业人员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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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系统的培训。

人员应接受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技能培训，掌

握作业项目安全要求及触电急救等紧急救护方法。

人员应接受电气知识和业务技能培训，掌握作业项目

原理和操作流程。

安全技

能

工作票签发人应能够：

1.确认工作必要性和安全性；

2.确认工作票上所填安全措施正确、完备；

3.确认所派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班人员适当、充足。

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应能够：

1.正确、安全地组织工作；

2.确认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正确、完备，符合现场实

际条件，必要时予以补充；

3.工作前向工作班全体成员告知危险点，督促、监护

工作班成员执行现场安全措施和技术措施。

工作许可人应能够：

1.确认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正确完备，符合现场条件；

2.确认许可工作的命令正确；

3.确认许可的安全措施正确完备。

专责监护人应能够：

1.明确被监护人员和监护范围；

2.工作前对被监护人员交待安全措施，告知危险点和

安全注意事项；

3.监督被监护人员执行现场安全措施，及时纠正不安

全行为。

工作班组成员应能够：

1.熟悉工作内容、工作流程、掌握安全措施，明确工

作中的危险点，并履行确认手续；

2.遵守安全规章制度、技术规程和劳动纪律，执行安

全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

3.正确使用安全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

创新

装备

与工

艺

100
创新装

备

存放应符合DL/T 974的要求。

预防性试验应符合DL/T 976的要求。

遮蔽和防护用具试验应符合GB/T 18857的要求。

应绝缘良好、连接牢固、转动灵活，并按厂家使用说

明书、现场操作规程正确使用。

使用前应根据工作负荷校核机械强度，并满足规定的

安全系数。

运输过程中，应装在专用工具袋、工具箱或专用工具

车内，以防受潮和损伤。若发现受潮或表面损伤、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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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时，应及时处理，使用前应经试验或检测合格。

进入不停电作业现场时应将使用的不停电作业创新装

备放置在防潮的帆布或绝缘垫上，以防脏污和受潮。

不应使用有损坏、受潮、变形或失灵的不停电作业创

新装备、工具。操作时应戴清洁、干燥的手套。

新工艺/

方法

应设计合理，降低作业强度，提高作业效率，具备高

效性。

应确保作业安全，充分考虑作业现场的安全因素，并

采取对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应具备高度灵活性，提高对不同设备类型、不同作业

环境的适用性，宜具备快速响应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

力，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有效的完成作业任务。

应具备操作便捷性，设计应简单易懂、操作简便，降

低作业难度。

应符合环保和节能要求，采用环保材料和节能技术，

减少作业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

作业

环境
100

自然环

境

作业应满足安全规程和技术导则对海拔、风力、湿度、

天气等作业环境的要求。

在特殊或紧急条件下，必须在恶劣气候下进行不停电

作业时，应针对现场气象和工作条件，组织有关工程

技术人员和全体作业人员充分讨论，制定可靠的安全

措施和技术措施，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夜间不停电作业时应有足够的照明设施。

作业过程中如遇天气突然变化，有可能危及人身或设

备安全时，应立即停止工作，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

下，尽快恢复设备正常情况。

设备环

境

应满足现有电网和设备的运行及操作要求，并符合数

字化、自动化等技术发展方向。

应明确项目对电网和设备的需求，可对现状电网设备

提出改造建议，但应满足相应的技术原则。

安全

监控

与沟

通

100

作业许

可

创新成果应进行试验论证，确认安全可靠，并制定出

相应的操作工艺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经本单位批准。

作业前应勘察配电线路是否符合不停电作业条件，并

根据勘察结果确定不停电作业方法、所需工具以及应

采取的措施。

应按GB 26859中的规定，填写不停电作业工作票。工

作票由工作负责人按票面要求逐项填写。

工作负责人在工作开始前，应与值班调控人员或运维

人员联系。

作业监

护

作业应设专人监护，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应

始终在工作现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认真监护，及时

纠正违反安全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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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不得擅离岗位或兼任其

他工作。

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的监护范围不得超过一

个作业点。复杂的或高杆塔上的作业，必要时应增设

专责监护人。

作业终

结检查

作业过程中，若因故需临时中断，在间断期间，工作

现场的工具和器材应可靠固定，并保持安全隔离及派

专人看守。

间断工作恢复前，应检查作业现场的所有工具、器材

和设备，确定安全可靠后才能重新工作。

每项作业结束后，应仔细清理工作现场，工作负责人

应检查设备上有无工具和材料遗漏，设备是否恢复工

作状态。全部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向值班调控人员或

运维人员汇报。

应急

能力
100

应急预

案

应明确应急组织和人员的职责分工。

应有明确、具体的应急程序和处置措施。

应明确应急保障措施。

应制定应急资源清单，明确可调用的应急资源状况。

应急演

练

应制定演练方案，明确演练目的、参演人员范围及任

务、演练时间地点及方式、演练科目及情景设计、安

全措施、保障措施、评估方法等。

应组织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应详细记录每次演练的过程和结果。

应对每次演练进行评估，包括响应速度、措施执行、

团队协作等方面。

应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改进措施，提高团队的应急响应

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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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5　使用前应根据工作负荷校核机械强度，并满足规定的安全系数。
	5.5.1.6　运输过程中，应装在专用工具袋、工具箱或专用工具车内，以防受潮和损伤。若发现受潮或表面损伤、脏污时，应
	5.5.1.7　进入不停电作业现场时应将使用的不停电作业创新装备放置在防潮的帆布或绝缘垫上，以防脏污和受潮。
	5.5.1.8　不应使用有损坏、受潮、变形或失灵的不停电作业创新装备、工具。操作时应戴清洁、干燥的手套。

	5.5.2　新工艺/方法
	5.5.2.1　应设计合理，降低作业强度，提高作业效率，具备高效性。
	5.5.2.2　应确保作业安全，充分考虑作业现场的安全因素，并采取对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5.5.2.3　应具备高度灵活性，提高对不同设备类型、不同作业环境的适用性，宜具备快速响应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紧
	5.5.2.4　应具备操作便捷性，设计应简单易懂、操作简便，降低作业难度。
	5.5.2.5　应符合环保和节能要求，采用环保材料和节能技术，减少作业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


	5.6　作业环境评价要求
	5.6.1　自然环境
	5.6.1.1　作业应满足安全规程和技术导则对海拔、风力、湿度、天气等作业环境的要求。
	5.6.1.2　在特殊或紧急条件下，必须在恶劣气候下进行不停电作业时，应针对现场气象和工作条件，组织有关工程技术人员
	5.6.1.3　夜间不停电作业时应有足够的照明设施。
	5.6.1.4　作业过程中如遇天气突然变化，有可能危及人身或设备安全时，应立即停止工作，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快

	5.6.2　设备环境
	5.6.2.1　应满足现有电网和设备的运行及操作要求，并符合数字化、自动化等技术发展方向。
	5.6.2.2　应明确项目对电网和设备的需求，可对现状电网设备提出改造建议，但应满足相应的技术原则。


	5.7　安全监控与沟通评价要求
	5.7.1　作业许可
	5.7.1.1　创新成果应进行试验论证，确认安全可靠，并制定出相应的操作工艺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经本单位批准。
	5.7.1.2　作业前应勘察配电线路是否符合不停电作业条件，并根据勘察结果确定不停电作业方法、所需工具以及应采取的措
	5.7.1.3　应按GB 26859中的规定，填写不停电作业工作票。工作票由工作负责人按票面要求逐项填写。
	5.7.1.4　工作负责人在工作开始前，应与值班调控人员或运维人员联系。
	5.7.2　作业监护
	5.7.2.1　作业应设专人监护，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应始终在工作现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认真监护，及时纠正违反
	5.7.2.2　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不得擅离岗位或兼任其他工作。
	5.7.2.3　工作负责人（或专责监护人）的监护范围不得超过一个作业点。复杂的或高杆塔上的作业，必要时应增设专责监护

	5.7.3　作业终结检查
	5.7.3.1　作业过程中，若因故需临时中断，在间断期间，工作现场的工具和器材应可靠固定，并保持安全隔离及派专人看守
	5.7.3.2　间断工作恢复前，应检查作业现场的所有工具、器材和设备，确定安全可靠后才能重新工作。
	5.7.3.3　每项作业结束后，应仔细清理工作现场，工作负责人应检查设备上有无工具和材料遗漏，设备是否恢复工作状态。

	5.8　应急能力评价要求
	5.8.1　应急预案
	5.8.1.1　应明确应急组织和人员的职责分工。
	5.8.1.2　应有明确、具体的应急程序和处置措施。
	5.8.1.3　应明确应急保障措施。
	5.8.1.4　应制定应急资源清单，明确可调用的应急资源状况。

	5.8.2　应急演练
	5.8.2.1　应制定演练方案，明确演练目的、参演人员范围及任务、演练时间地点及方式、演练科目及情景设计、安全措施、
	5.8.2.2　应组织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5.8.2.3　应详细记录每次演练的过程和结果。
	5.8.2.4　应对每次演练进行评估，包括响应速度、措施执行、团队协作等方面。
	5.8.2.5　应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改进措施，提高团队的应急响应能力。



	6　评价要素与评价说明
	6.1　评价要素
	评价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的评价要素与评价子要素如下表所示。

	6.2　评价说明
	6.2.1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评价满分为100分。
	6.2.2　各评价要素初始满分均设置为100分，评价结束后依据本标准第5.1条和第7.2条的规定进行计算，获得不
	6.2.3　用总得分来衡量被评价企业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总体水平，用分项、子项得分来衡量被评价企业不停电作业


	7　评分判定
	7.1　评分方法
	7.2　计算方法
	7.3　评价等级

	8　评价流程
	8.1　自评价
	8.1.1　项目团队应对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安全性开展自评价，确保创新成果的安全性达到申报标准。企业具有下列情形之
	8.1.2　符合安全性评价要求的项目，结合评价要素的规定，整理申报材料并填写申报表。
	8.1.3　将整理好的申报材料和申报表提交给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其开展第三方评价。评价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1 不停电作业创新成果评价流程图

	8.2　第三方评价
	8.2.1　第三方评价时专家人数应不少于5人。
	8.2.2　评价前，专家评价组组织召开首次会议，企业自评价组成员和企业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企业向专家评价组汇报自评
	8.2.3　专家组以现场查看、询问、检查、核实等方式实施评价，并与企业领导和专业管理人员交换意见，完成专家评价工
	8.2.4　评价工作结束后，专家组织召开末次会议，由专家组向企业反馈评价情况和意见，提出整改建议。专家组应在10

	8.3　结果应用及后评价
	8.3.1　后评价应在专家评价后2-3年进行。
	8.3.2　后评价应包括创新成果的应用情况、整改措施的实施效果、持续改进机制的执行情况等方面，同时应对创新成果的
	8.3.3　后评价工作结束后，企业应编制详细的后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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