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SS 光缆如何施工 

 

工程的前期准备  

  建设一条预期寿命在 15～25 年左右的 ADSS 光缆，除了用高质量的光缆以外，精心、周密地安排工程前期准备工作是相当重要的

一环。首先必须综合考虑全网通信系统的总体规划以及光纤通信骨干网远近期发展计划，从建设可行性论证、综合造价与效益的研究，

到详细设计方案和具体施工方案的制定，ADSS 光缆、配套金具的招投标，施工队伍的资质认定等都需一一认真做好准备。当前，随着两

网改造工作的深入，电力系统对 ADSS 光缆的用量也逐渐加大，国外进口的光纤、芳纶近两年还曾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有的厂家为了

追求利润，在纤芯、芳纶、护套、油膏等主辅材上降低等级和质量，而用户又缺乏必要的检测手段来及时发现，从而使今后的安全运行

存在隐患。 

  因此，在 ADSS 光缆的选择上，首先要优先选择市场占有率较大的厂家。他们为维护其信誉往往在产品质量上有保证。近几年，

国产 ADSS 光缆的质量提高的很快，且售后服务和跟踪管理也比较完善，我市在第 1 期光纤网的建设中就全部采用国产 ADSS 光缆。其次，

工程管理应从路由、纤芯(数量、种类)的合理选配、线路资料收集(包括杆塔资料、导线分布资料、线路走廊与施工地理环境资料等)、

挂点设计、光缆配盘、金具选型定量、施工方案部署阶段开始由建设方、厂家、设计方共同承担，分工详细、责任明确。 

  工程前期即要求厂家提供本工程的电力线场强分布示意图、计算结果及光缆挂点选择的分析数据和说明等资料，要满足光缆在任

何运行方式下场强不大于 20KV，使光缆的电腐蚀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再同时结合光缆的机械、物理特性以及输电线路的承载能力，来综

合考虑挂点的选择，由于我省地处热带雨林气候，四面环海，气候炎热，日照强，空气湿度大、含盐度高，且每年 7～10 月都是台风活

动频繁期，电力线与光缆风摆效应大，因此，对于己运行较长时间的输电线路，要特别考虑 ADSS 光缆加挂后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杆塔受

力，以及与电力线之间的影响。应尽量选择承载余量大的路径，对余量小的，则应对杆塔进行校验和加强。 

  另外，对于大型 ADSS 光缆架设工程，在光缆生产过程中及出厂前，有条件的建设方可对所供产品进行抽检和厂验。根据需要对

光缆的物理特性、机械特性和光学特性进行较全面的检验，并要求厂方提前提供出厂检测项目表和相关仪表。光缆运抵现场后应按要求

放置安全场地，避免日晒雨淋，同时组织建设单位、生产厂家、施工单位三方进行现场盘测。先进行外观检验，目测光缆外观、光缆盘

包装是否完好，光缆外皮有无破损、挤压，端头封装是否良好，再检查产品合格证和装盘记录单。 

  例如我市“昌平—南口”光缆建设工程中，就曾发现光缆出头 100m 附近有一道 4cm 长、3mm 深的损痕，后经厂方督导检查证实，

可能是外护套加热成形时烫伤所致。因此在对光缆外观初测时，若有怀疑，进行倒盘检测也未尝不可。最后将光缆尾端破割，先检查松

套管与光纤色谱标识是否正确，然后制备好光纤端面，利用 OTDR 对光纤进行盘测，主要检测光缆基本性能指标如:是否有断纤、盘长、

衰耗等，并做好测试记录，比较与随盘的出厂测试报告是否相符。再根据工程及订货合同，清点安装金具和光缆接头盒的种类、规格、

数量是否正确。最后由三方签字完成。 

  一项 ADSS 光缆工程要能够保质保量、安全顺利地完成，高素质的施工队伍、严格的管理和规范的施工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在施

工前，要求厂方督导讲解所架设光缆的技术性能及施工注意事项，使所有参加施工人员掌握光缆的主要特性参数如最小弯曲半径、最大

侧压力、最大张力等，做好技术交底;开工前，建设方要对施工队伍的施工器具、材料合格证等进行全面的检查，必须符合 ADSS 光缆工

程施工要求;由线路管理部门组织，对施工人员特别是登塔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带电架设时，必须严格遵守《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确保

人身安全。 

  在施工前期，要提前选择好每一个放缆场，确保场点位置选择符合施工器械操作安全，并满足光缆布放点对距离的要求。对跟进

的光缆接续工作，也要提前做好熔接机、切割刀、剥线钳等仪器、工具和相关配件的检查和准备，做好除尘和精度校验等工作，不把问

题带入施工现场。同时要求 ADSS 光缆的接续必须选择在输电线路的耐张塔上进行，决不能在线路中间空中接续;并应尽量减少光缆的接

续次数，以免增大了施工难度和增加了全程衰减。 

  2. 施工过程管理 

  2002 年 5 月国家经贸委发布了《全介质自承式光缆》电力行业标准，对 ADSS 光缆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因此在 ADSS 光缆施

工过程当中，要求建设单位选派能力强的技术人员全程管理、协调指挥;并按合同规定，要求厂家派施工督导作全程技术支援，提供施工

手册等详尽的技术资料，做到敷设到哪里，厂家督导、工程管理人员就出现在哪里。 

  ADSS 光缆施工与架空电力线施工基本相同，但光缆有其特殊的技术要求，要尽可能采用标准安装方法，使用安装机械和张力放

线技术。先用人工放好牵引绳，对沿线跨越公路、桥梁、河流、树林、农田、建筑物等要注意采取保护措施，特殊跨越要搭好支撑架并

派专人看守，对于跨越 10KV 及以上的电力线需到供电部门办理停电手续，现场还需做好验电和接地工作。杆塔上的传动滑轮要安装牢固



并可靠接地，首尾塔上要采用大滑轮，一般直径大于 600mm;张力机和牵引机与杆塔直线距离应是滑轮对地高度的 4 倍，滑轮采用硬塑胶

或尼纶材料制成，凹槽要有足够深度，在其内侧也可缠上软橡胶带，以减小光缆受到的侧压力并保护光缆外护套。 

  光缆头可用网套式连接器缠紧，中间通过退扭器与牵引绳连接(牵引绳最好采用专用芳纶绳，其应力大、绝缘性好。若无配备，

也可用粗麻绳代替)，利用牵引机开始对牵引绳收线，并使张力机同步工作，张力保持在 8～15KN，速度控制在 20m/min 左右，其间注意

使光缆与地面或其它障碍物保持一定距离，均匀受力、匀速前进;牵引机、张力机要有专人操作，中间各杆塔及重要跨越点派专人监护，

以防光缆与地面摩擦或被其它障碍物钩挂，各点配备无线对讲机联系，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处理，确保施工安全。 

  整盘光缆放完后，可先在张力机端侧杆塔先做好耐张，然后在下一个耐张塔上做耐张，并按设计调整好张力和弧垂，同时满足光

缆净空高度的要求。对放线段内其它耐张重复上述步骤。全线耐张做好后，直线杆塔采用悬垂金具线夹固定，并在档距两端安装防震鞭，

档距大于 500m 安装两个，档距小于 500m 安装一个;终端塔一般各留比耐张点到地面的距离多 10～15m 余缆，以备熔接时操作方便。单盘

光缆最好一天放完，若当天实在放不完，也应做耐张挂高光缆，两侧余缆派人看守过夜，防止人为危害。全段光缆施工完毕，应清理现

场和各跨越点，仔细清点施工人数无误后，方可到供电部门办理各跨越线路恢复送电手续。 

  在施工放线时，应避免光缆受力不均匀或落地摩擦而损坏，时刻注意不能小于其最小弯曲半径。我省最初架设 ADSS 光缆时就由

于经验不足，吸取了不少教训。如 2000 年 11 月在建设“清澜—会文”段光缆工程中，施工队伍在进行牵引光缆时，将缆头处外护套破

开，利用芳纶扎成小辫来和牵引绳作连接，结果由于芳纶受力不均匀，超出张力范围而断裂，导致光缆从高空落下，造成损坏。这种由

于施工过程中的不规范造成拉断纤芯、损伤光缆外皮的事故，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过报道，其危害的程度不一，严重的将最终导致断缆。

据有关资料分析，金具构件附近往往是电腐蚀最严重的地方，因此安装时要格外小心。 

  某省就出现由于施工人员用螺丝刀安装预绞丝，不慎划伤光缆表皮，致使高压场强下的电腐蚀长期积累，最终露出芳纶，导致断

缆。当牵引光缆经过大转角塔位时，尽管有时采用双滑轮组来增大等效半径，但由于单个滑轮半径过小，造成光缆受的侧压过大，致使

缆内束管变形，也可能断纤;此外光缆布放时打扭，滑轮质量不好，采用小车作业，光缆跨越线路、建筑物、树林时防护措施不够，都可

能造成对光缆的损伤，有时即使是细小的伤痕，也会给 ADSS 光缆今后的安全运行带来严重隐患，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省对这些不足

之处也不断改进，同时也采购了一些更好的施工器械，对施工过程全程跟踪，责任到人，使施工质量有了更大的保证。 

  ADSS 光缆的安装基本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敷缆一放线、紧线、安装金具，跨接成型;第二步光纤熔接、光纤光学特性测试。为保

证接续质量，根据我省的气候情况，ADSS 光缆的施工期应尽量选择在冬季少雨时进行，一般来说，光缆的熔接应在每盘布线完成后当天

完成，若当天实在做不了熔接，也应盘好余缆固定至耐张塔上。在光缆接续前，应将光缆在施工中可能受损的头部剪去 2～3m，挑选经验

丰富、操作熟练的技术人员进行接续;应选择在整洁的环境中进行，严禁在多尘及潮湿的环境中露天操作。 

  光纤连接损耗主要由本征因素和非本征因素组成。其中，非本征因素主要由操作工艺水平，熔接机、切割刀、剥线钳等工器具质

量的优劣来决定的;我省于 2000 年购买了一台日本产 FSM—30S 型熔接机，其性能稳定、精度高、具有自动调芯、对芯功能，操作简便，

且蓄电池连续工作时间长，特别适合野外作业。但接续损耗靠熔接机读出的估算值是不准确的，只能作参考值，通过显示屏目测是否有

气泡、刺头等，熔接完毕后还需用 OTDR 精确测量接头损耗等参数，确保每个熔接点衰减小于 0.05dB，然后做热缩管加强保护并按光纤色

谱顺序做好熔接记录。光 

  纤的盘纤、接头盒封装也是一项细心的工作，先固定好热缩管，再将两侧余纤按槽道盘好，加上海棉衬垫，用胶带轻轻粘紧，操

作过程中应防止挤压和弯曲半径过小现象，以免带来附加损耗。密封接续盒时要仔细检查每一处缝隙，以防日后水气进入。然后将尾缆

盘好与接续盒一并固定到铁塔构件上，一般放在铁塔第一个横担上，距离地面 6m 左右。光缆下塔段，每间距 1.5m 左右处用引下线夹固

定，距地面 4m 段用合适钢管套住，以防人为破坏;光缆经电缆沟进站段内，需套防火 PVC 管加以保护，在电缆井内，注意控制弯曲半径;

进入站(局)内机房，将光缆引入 ODF，与尾纤熔接成端即可。 

  最后，还要注意做好施工期间的施工记录，以备工程验收和维护时查阅。 

  3. 竣工验收阶段 

  当 ADSS 线路施工完毕，且无重大施工隐患时，由建设方组织调度、线路管理部门、施工单位等相关技术人员参加工程竣工验收。

此阶段工作主要包含以下三个部分: 

  (1) ADSS 线路部分验收。根据设计文件和出厂技术资料沿线路杆塔进行巡检。主要检验光缆挂点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与障碍物、

道路等交越时安全距离和对地净空是否满足技术要求;安装金具的种类、数量是否正确、有无隐患;各接头盒悬挂位置及密闭性检查;光缆

弧垂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入局(站)光缆的敷设方式及保护措施是否完善等。 



  (2) ADSS 光路部分验收。主要是对全程 ADSS 光缆光学特性实测验收，一般要采取双向测试并取其平均值，如中继段光纤总衰减、

事件损耗、链路损耗、回波损耗等。中继段光纤后向散射曲线有无异常情况(如弯曲、尖峰、陡降等)，并对事件进行定位和分析，将各

段的双向测量资料存盘并打印成档，做为原始资料保存，便于今后维护分析、比较之用。 

  (3) 工程资料验收。应由施工单位负责编制竣工技术资料，交建设单位或验收小组审查。竣工资料应具有:杆塔明细表;光缆路线

图(包括各中继段光缆长度、跨距、挂点高度、对地净空、接头位置等);光缆配盘表、出厂测试记录及随盘资料，光缆全程衰减测试表和

接头衰减测试表等。 

  二、ADSS 光缆线路的维护、管理 

  由于我省光纤通信网建设规模小、基础薄，对于 ADSS 光缆的维护和管理掌握得远远不够，还需在实际运行当中不断提高，总结

经验，同时向兄弟省份学习、取经。目前，我省电力系统高度重视 SDH 光纤通信网的发展，光缆线路已经成为电力系统各种重要信息传

输的主要载体，如果光缆网络发生运行故障，造成的后果将极其严重。为此，必须加强 ADSS 光缆运行的维护管理和资料管理，对每一条

光缆线路，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技术档案，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判断和处理，使线路抢修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重视 ADSS 光缆的保护工作，光纤资源应由省电力通信主管单位统一规划、统筹管理;明确电力线路检修部门负有 ADSS 光缆运行

管理职责，电力线路运行方式改变或改建线路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定期巡线制度，检查各种保护措施，悬挂警示牌，发现光缆

受损或发生电腐蚀现象，应与设计部门、生产厂家、施工部门及时联系，分析原因和制定解决方案.对于敷设在电缆沟内的光缆，还应做

好三防，发现异常应及时通知专业主管部门，我省就曾发生过电缆沟内的光缆被鼠咬断两次的事故。 

  此外，还应根据 ADSS 光缆及所在线路的特点，配备一定数量的备用光缆和备用金具，以及一定数量的接续盒及附件材料，用于

线路应急抢修。还应配置相应的仪器仪表和专用工具如 OTDR、熔接机、切割刀、光功率计、光纤剥线钳等， 

  当然，ADSS 光缆的线路维护和运行管理工作还应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应尽可能地摸索出适合我们自己的经验。使 ADSS 光纤网

更好地为电力生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