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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湖生态智慧区红岗新河综合整治工程（一期）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项

目以河道整治和防洪排涝为主，下游主要建设大型水闸及泵站。该站闸开挖阶段

为大型基坑，边坡护栏为钢管架，后续建设时又包含众多结构和建筑（如泵站、

水闸、机组、泵房、管养房等），从土建施工阶段到设备安装阶段每天平均用电

密度为 15.4kw/㎡，场地日均临时电缆长度约为 320m，临时用电需求大；顶峰时

期外墙架和满堂架用量超 580 吨，钢管脚手架用量多，在此环境下的临时电缆难

免会穿过钢管架，且敷设过程存在诸多困难：

1）缺乏灵活固定在钢管上的装置，导致安装和拆卸麻烦；

2）排线缺乏有效约束，线缆多时易杂乱无章；

3）电缆易接触外部，难以形成有效隔绝，有漏电风险。

为解决上述难题，我司结合往年技术工作经验，组织技术力量开展临时电缆

在脚手架上的安全敷设技术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

二、应用领域和技术原理

主要应用于脚手架量多且敷设电缆不便的工程。技术原理主要为通过研发一

种可以作用于钢管和电缆的装置，以达到连接钢管与临时电缆的同时又达到绝缘

效果，使电缆能在脚手架上快速安全敷设。

三、性能指标

1 计划任务要求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1）电缆线敷设次数减少 2 倍，安装效率提高 4 倍；

2）约束电缆性能和效果明显；

3）电缆隔离率达到 100%；

4）要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

2 实际达到的性能指标：

1）电缆线敷设次数减少 3 倍，安装效率提高 6 倍；

2）约束电缆性能和效果显著提高；

3）电缆隔离率达到 100%，安全性显著提高；

4）经财务核算，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四、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较



本技术在脚手架上敷设电缆应用中，钢管挂扣能快速安拆电缆、电缆挂扣能

稳固约束电缆、皮带使功能整体化并隔绝钢管、套管隔绝电缆触外，通过各个装

置之间的结合应用，使电缆由始至终都能安全高效敷设，相较于国内外过往的电

缆敷设方法，具有技术先进、安拆效率高、安全性高、约束性好、适用性高等优

点。课题已通过科技查新显示国内未有与本项目创新点相同的文献报道。

五、成果的创造性、先进性

1 该电缆快速安拆技术通过几个装置板块的灵活运用实现在钢管上快速安

装拆卸，采用循环使用设计，不但能很好的适应各种钢管尺寸，还能适用于钢管

外的各种杆件，对于标准钢管仅需两步即可完成安装，相比传统敷设方法具有更

好的便捷性，安拆效率更高。

2 该电缆约束理线技术可实现一至多条电缆的约束固定，利用多节卡齿配合

卡口的设计来实现随时安拆线缆，基于电缆数量灵活调整松紧度，可对电缆形成

紧密的包裹和约束。其相比传统使用保护管或胶带等方法操作更简单，适用电缆

数量更多、稳定性更强。

3 该电缆绝缘敷设技术由皮带和电缆套管组成。皮带将整个装置连接成一

体，实现了功能的整体化，使整个装置同时具备快速安拆、高效约束、绝缘安全、

循环使用等特点。

六、作用意义

1 直接经济效益

目前，该技术已应用于潼湖生态智慧区红岗新河综合整治工程（一期）、中

新镇坑贝水中新科技园区段河道治理工程、博罗县东江-沙河水系连通工程项目

中，成功提高了塔吊运行安全性，节约了运行成本，产生经济效益累计约 73.06
万元。

2 社会意义

该技术应用于①潼湖生态智慧区红岗新河综合整治工程（一期）、②中新镇

坑贝水中新科技园区段河道治理工程、③博罗县东江-沙河水系连通工程中。在实

现临电快速安拆、电缆高效理线、提升敷设安全性的同时，又降低了临电排线成

本和工期，改善了临电敷设的弊端。此技术对类似钢管架上临电敷设针对性强，

更注重将工程特点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临时用电的安全性能，

能有效规避事故风险，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与显著的社会效益。

七、推广应用的范围、条件和前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1 推广应用的范围主要是脚手架量多且敷设电缆不便的施工场地。

2 推广条件较为广泛，脚手架量多且敷设电缆不便的施工场地最为适用，适

用于各类市政、水利、房建项目。

3 存在问题：钢管挂扣在非标准杆件上的安装效率略低，需要持续优化装置

结构。

4 改进意见：持续优化装置，使其在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取得更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