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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工隧洞、公路和铁路隧道建设过程中,塌方是常见的工程灾害,约占各类重大地质灾害出现机率的90%以上,塌方一旦发生,一方面

造成工期延误、机械设备毁坏、对现场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会增加工程费用。造成塌方的因素很多很复杂,地质因素、

设计因素、施工因素、管理因素等,本文结合TBM标段辅助安装洞室隧洞塌方处理的工程实例,分析了隧洞塌方产生的原因,分析其的地质力学

破坏机制,采取有针对性的工程处理方案,通过监测量测以及后期运行认为此方案为可靠安全,为类似工程事故的处理提供了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 深埋引水隧洞；围岩失稳；塌方；地质力学破坏机制；工程处理方案 

 

1 工程概况及塌方段地质条件 

1.1工程概况 

新疆某跨流域调水工程,采用深埋长隧洞自流方案穿越两大山系南、

北坡之间所夹低山区、低山丘陵区。高程550～1300m,地形起伏不大,调水

工程中KS段单条隧道总长280余公里,隧洞沿线主要为戈壁荒漠区,地形为

剥蚀丘陵地貌,地形起伏小。穿越8条区域性断裂宽100～200m,最宽800m,

次一级断层破碎带129条,地震基本烈度Ⅶ。特长隧洞施工采用以TBM为主、

钻爆法为辅的联合施工方式,既可充分发挥TBM的高速掘进优势,又可利用

钻爆法的灵活性特点,规避特殊地质条件下施工重大风险,全选用11台开

敞式TBM,掘进长度227余km,单机掘进18～23km,钻爆法施工57余km。 

KS段深埋输水隧洞某标段主洞长度38.25km,采用2台TBM施工。施工斜

支洞已经完工贯通,目前正在处在主洞安装辅助扩大硐室的开挖施工中,安

装辅助扩大洞室长度730m,采用钻爆法施工,包括：TBM7始发洞段20m、TBM7

步进洞段215m、后配套组装洞段110m、主支洞交叉段40m、连接洞段10m、

TBM8安装洞段100m、TBM8步进洞段215m以及TBM8始发洞段20m, 

该标段沿线地形为剥蚀丘陵地貌,隧洞埋深592-640m,洞身段均处在

新鲜基岩内,围岩地层为泥盆系浅海相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地层,岩性为凝

灰质砂岩夹薄层碳质粉砂岩, 该段围岩以Ⅲ类围岩为主。前期勘探发现数

条次一级断层破碎带,为Ⅳ～Ⅴ类围岩；据钻孔揭露,该段发育数条小断层,

宽度一般0.8～6.6m,带内以糜棱岩、碎裂岩为主。 

施工中洞壁主要为渗水、滴水现象,局部断层破碎带为线状流水,经过

勘探化验地下水水质分析：地下水中SO4
2-
,对普通砼具有强腐蚀性,Cl

-
对钢

筋砼中的钢筋具有中等腐蚀性。地下水为基岩裂隙水,富水程度为贫水区。 

1.2塌方段地质条件 

塌方洞段为TBM后配套组装洞,开挖扩大硐室洞径高度15.6米,跨度

12.06m, 断面面积超过120m
2
,属于特大断面,为采用上下分层开挖先上导

洞再扩挖下层的的方式进行,围岩为泥盆系的凝灰质砂岩夹炭质粉砂岩,

凝灰质砂岩厚层状,岩体完整、坚硬,石英含量5～10%。该段炭质粉砂岩比

例约占6.9～8%,炭质粉砂岩薄层状,似层状和透镜体状分布,强度较低,片

理发育,遇水易软化,碳质粉砂岩为软弱夹层,该段岩层总体产状305°NE

∠55°,洞轴线为138.1°,岩层与洞轴线夹角为小角度相交,在桩号

173+224～173+202段,在隧洞右侧拱顶及右侧墙,发育两组隐性裂隙,产

状：340°～350°NE∠80°～85°、280°NE∠70°～75°,裂隙面平直、

光滑,裂隙内岩石受到两侧岩体相互挤压,裂隙带内夹炭质凝灰岩,强度较

低,层理较发育,遇水易软化,属于软弱夹层,该段岩石地下水为湿润和滴

水现象。围岩较破碎,岩体稳定性差,该段洞线与区域主应力和主要构造线

呈小角度相交,硐室水平应力主应力达13-18Mpa。 

1.3塌方简况 

右侧扩挖至KS173+170.1时,已对该段进行了初喷+拱架+网片支护处

理,于2018年12月15日凌晨4:00施工人员在该段进行锚杆钻孔作业时,发

现桩号KS173+209～KS173+224段顶拱有岩石掉落,现场管理人员立即组织

作业人员及机械设备撤离该区域。约4：30在桩号KS173+209～KS173+224

段顶拱右侧发生塌方,塌腔深度约0.5～5m,最大塌腔深度约5.0m。 

塌方部位典型地质横剖面图见1,现场塌方造成支护体系破坏现场照

片见图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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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塌方段围岩稳定性评价 

2.1塌方特点 

从塌方现象看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塌方属于右侧拱顶和边墙破坏程度较大,先期支护的钢拱架

右侧大多已经破坏,右侧塌腔深度较大规模大,左侧范围小深度浅,主要

受岩层软弱结构面的控制,由于隧洞围岩为泥盆系的凝灰质砂岩夹薄层

的碳质粉砂岩,碳质粉砂岩强度较低,层理较发育,遇水易软化,属于软

弱夹层,破坏受控于软弱结构面即(层间错动带)的组合关系,具有偏压

剪切破坏的特点。 

第二：塌方是局部范围内的塌方,由于整体岩石围岩是凝灰质砂岩,

属于中硬岩,围岩强度较好,碳质粉砂岩为夹薄层和透镜体状占围岩的少

数,破坏范围有限,为Ⅲ类围岩中的塌腔,具有累进式破坏的特点,同时由

于该段处于水平应力较大区域,塌方段与小断层小角度相交,造成应力释

放破坏力较大。 

2.2变形特征 

根据前期勘探围岩为凝灰质砂岩夹碳质粉砂岩,凝灰质砂岩为中硬岩,

饱和抗压强度大于等于60mpa,碳质粉砂岩为软岩,为软弱夹层,层状构造

明显,层厚较薄且层理较为发育。 

(1)根据塌方段监测断面的收敛情况可以看出围岩的相对位移与岩

体结构(尤其是岩层层面)密切相羌岩层走向与洞向交角小的地段,相对

位移较大,由于岩层倾向右侧拱顶和边墙右侧边墙和拱顶的相对位移较

左侧大。(2)顶拱位移小于边墙位移,说明水平地应力大于垂直地应力分

量,这与前期勘探的地应力量测结果相一致,一般塌方首先是从外侧边墙

及拱顶沿层面及层间错动面开始,最后导致顶拱大坍塌,并逐步扩大发展,

并形成不对称的塌落拱,并出现偏压现象。(3)受隧道爆破开挖的影响,掌

子而拱顶右侧岩层产生向隧道内自由面的位移,由于支护体系脱空在没有

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层间碳质粉砂岩层首先破坏,同时受层间节理破坏的

影响,岩层变形的增长导致岩层最终受剪破坏,形成塑性滑移楔形体,造成

支护结构剪切破坏。 

3 塌方初步分析及工程处理 

3.1初步分析 

塌方过程表明,由于施工方没有严格按照新奥法的施工工艺进行光面

预裂爆破,炮孔残孔率达30-40%左右,一方面造成隧洞开挖界面粗糙不平,

基岩起伏度较大,局部产生超挖出轮廓线较大,致围岩松动圈较大,对围岩

造成较大的扰动,另一方面加上支护结构未能贴紧岩壁,岩体与支护体系

之间的存在空腔,使得支护体系钢拱架与岩石贴合不好,使得支护体系没

有发挥本应有的作用,没有形成压力拱的效应,使得在应力重新分布过程

中没有应力过于集中从抗剪强度不足软弱夹层的“关键块体”坠落、旋转、

或者错动开始,对围岩一次支护中没有认真施作支护不及时、不到位在未

加有效治理、支护情况下,塌方随时间延续,由小酿大,相继引起整个围岩

逐渐丧失稳定,有原先的0.5-1m发展为5m临空面,继而引发险情对一次支

护结构造成重创,上覆岩体不能及时形成压力拱,造成围岩累进式的突发

性破坏,使得先期支护体系破坏。 

其洞子的平面和剖面图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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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方地质力学破坏机制分析： 

其破坏机制由三点造成： 

(1)由塌方受软弱结构面控制：在厚层状软硬夹层的岩体中开挖地下

洞室时,切向压应力集中较高,在有斜向软弱结构面发育的洞顶或者洞壁

部位,往往发生剪切滑动破坏类型的破坏,这是因为在这些部位沿断裂面

作用的剪应力一般比较高,而且正应力比较小,故沿断裂面的剪应力往往

会超过抗剪强度,引起断裂面的剪切滑动。掌子而拱顶右侧岩层切向压应

力集中较高,层间碳质粉砂岩层首先破坏,同时受层间节理破坏的影响,岩

层变形的增长导致岩层最终受剪破坏,形成塑性滑移楔形体,造成支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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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剪切破坏。(2)具有高地应力条件下构造滑移性岩爆的机制：高地应力

下构造滑移岩爆的原理是：当隧道以小角度逼近一个断层,坑道的开挖作

用使得作用于断层面的正应力减小,从而使沿断层面的摩阻力降低,引起

断层突然活动,形成岩爆,这类岩爆一般发生在构造活动区的深矿井中。 

首先具备条件之一：本段隧道与多条断层呈小角度相交,交角为22-30°

之间,塌方段属于接近次一级断层宽度在15-60m,,前期勘探钻孔中也见有

多条小断层宽度0.8-2.0m之间。 

其次具备条件之二：本段属于高地应力区域：本段前期勘察阶段钻孔

ZK195地应力测试结果表明本段隧洞围岩地应力量级属中～高地应力水

平。由压裂缝方向获得的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稳定在N11°E～N42°E。测

孔深部应力场主要呈σH>σz>σh特征,说明测区以水平向应力为主导。

144.2～571.5m测试深度范围的最大水平主应力为6.3～18.6MPa,最小水

平主应力为5.0～13.0MPa,铅直应力z为4.0～15.9MPa,该段埋深592～

-624m,较钻孔测试段深20-40m,距离该隧洞掌子面9km,属于同一构造单元

地应力水平应该高一级属于高地应力区域。根据《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

察规范GB50287-2016》附录T.03,综合分析塌方段的地质条件与围岩应

力水平综合判断其岩体破坏属于构造滑移型岩爆,主洞的开挖使得断

层面上的正应力减小或者解除,断层的摩阻力得以减小,从而使得硬性

起伏的构造面以滑动的形式释放能量破坏较大,如果仅仅由于5m有限

范围内的塌落物质自重不足以是钢拱架破坏。(3)同时具有高地应力构

造松弛破坏的力学机制：本洞跨度12.06m,高度为15.6m,根据《水工建

筑物地下开挖工程施工规范》SL378-2007,开挖断面超过120m
2
,跨度

12.06m＞12m,属于特大断面,根据《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50287-2016》附录T.03,松弛深度与跨度相关,跨度越大,松弛深度越

深,由于前期的支护方式不到位不及时支护体系与围岩脱空,造成软弱

夹层和软弱结构面的卸荷,形成了较大的应力差,具有较大破坏力,加上

从周边抗剪强度不足的“关键块体”坠落、旋转、或者错动开始,相继

引起整个围岩逐渐丧失稳定造成累进式的破坏蓄积了较大的应力回弹

能量和冲击能量造成了支护钢拱架的断裂和支护体系的彻底破坏。 

3.2工程处理 

塌方段的处理按以下步骤逐步进行：加固塌方体一固结变形段灌浆处

理一处理塌方段一加强监控量测一二次衬砌紧跟。 

加固塌方体： 

隧洞塌方后,首先应加固未塌方地段,防比塌方体一步扩大,为塌方抢

险提供安全空间；在加固未塌方的同时,拆除塌方段(桩号KS173+209～

KS173+224)已损坏的型钢拱架、联系钢筋、钢筋网,采用挖掘机进行拆除,

人工气焊切割,由自卸汽车运至废弃材料堆放场。在塌方洞段围岩初步稳

定后,采用挖掘机将拱顶危岩进行清理,并将塌方段石渣清运干净。 

采用C30混凝土对塌腔进行喷射混凝土封闭围岩。然后打设系统锚杆、

系统锚杆架设型钢拱架、挂设钢筋网、喷射聚酯纤维混凝土。 

砂浆锚杆材质为HRB400级钢筋,砂浆强度M25。系统锚杆按照设计间排

距梅花形布置,顶拱119.29°范围布设Φ25砂浆锚杆,锚杆长度L=5.0m,间

排距1.0m；边墙布设Φ25砂浆锚杆,锚杆长度L=4.5m,间排距1.2m。塌方前

该部位边墙及顶拱的系统锚杆多数已完成。塌腔内的系统锚杆长度由

L=5.0m调整为L=6.0m,采用同规格钢筋焊接延伸至设计轮廓线,并与型钢

拱架焊接一体。 

采用阿特拉斯H178三臂钻机造孔,钻至设计深度后,用高压风吹孔,清

除孔内岩屑、积水。采用“先注浆后插锚杆”的施工工艺,注浆管插至孔

底后退出50～100mm开始注浆,注浆管随浆液注入缓慢匀速拔出,孔内填满

砂浆后,快速插入锚杆,并用砂浆抹平孔口。在砂浆凝固前,对锚杆进行保

护,避免敲击、碰撞和拉拔锚杆。 

型钢拱架在测量断面后架立并与围岩贴靠紧密,空隙采用钢楔子楔紧,

各单元之间采用螺栓连接。型钢拱架底脚、拱脚部位打设锁脚(锁定)锚杆,

锁脚(锁定)锚杆尺寸、长度与对应围岩类别系统锚杆相同,并将型钢拱架

与锁定锚杆及部分系统锚杆焊接牢固。型钢拱架按1.0m间距架设,采用Φ

22钢筋连接,间距1.0m。顶部塌腔采用立柱式型钢副拱进行支撑,副拱采用

型钢进行横向连接。 

钢筋网在钢构件加工厂制作成网片,钢筋直径为φ8,网格尺寸为150

×150mm,采用载重汽车运至施工现场。现场人工安装,安装时将网片点焊

在锚杆上,网片间搭接长度为不小于200mm。 

钢筋网安装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系统锚杆安装完成后紧贴塌腔

岩面布设一层钢筋网；第二部分为按照设计图纸施工,边顶拱范围沿型钢

拱架布设一层钢筋网。 

喷射混凝土采用30m
3
/h湿喷台车按湿喷工艺进行喷射作业。喷射混凝

土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塌腔内用于封闭围岩的喷射混凝

土,t=200mm；第二部分为塌腔内砂浆锚杆及钢筋网安装完成后的回填喷射

混凝土,采用分层回填的方式进行,尽可能回填密实；第三部分为按照设计

图纸施工的喷射混凝土,t=180mm。钢支撑与围岩之间的空隙用喷射混凝土

充填密实。 

固结变形段回填灌浆处理 

喷射混凝土未能全部回填密实的部位预埋φ48回填灌浆管,灌浆管伸

至喷射混凝土表面,每排预埋2根,排距3.0m,方格型布置,。塌腔最深处预

埋两根回填灌浆管,其中一根作为排气使用,间距1.0m。塌腔处理程序：预

埋灌浆管→回填灌浆→质量检查。 

在灌浆过程中严密观测隧洞周边围岩变化情况,发现变形情况时,应

当立即停止灌注,查清发生问题的部位和原因,以及可能造成损害的程度,

确定继续灌浆的措施。复灌前必须充分待凝,复灌时应低压、慢速(小注入

率),并加强观测。 

水泥：回填灌浆采用低碱中抗硫酸盐硅酸盐水泥P.MSR42.5,各类浆液

必须搅拌均匀并测定浆液密度。纯水泥浆液的搅拌时间,使用普通搅拌机

时,不少于3min；使用高速搅拌机时大于30s。浆液在使用前过筛,浆液自

制备至用完的时间不宜大于4h。 

(1)回填灌浆在喷射混凝土结束、达到70%设计强度后进行。(2)钻孔：

回填灌浆预埋φ48钢管,采用手风钻钻孔,以移动式电动空压机供风。灌浆

方法：采用孔口阻塞纯压式灌浆法施工,灌浆过程中严密监视混凝土的变

形。(3)灌浆方式：灌浆施工自较低的一端开始,采用分层回填灌浆的方式。

第一层施工拱架以上厚度0.5m的承载壳及边墙部分,待强度满足后进行上

一层施工；第二层施工厚度1.0m,待强度满足后进行上一层施工；第三层

施工厚度1.0m,待强度满足后进行上一层施工；以此类推,直至塌腔灌满为

止。为控制回填灌浆厚度,按分层高度分别埋设一根钢管作为观察孔。(4)

低处孔灌浆时,高处孔可用于排气、排水。当高处孔排出浓浆(接近或等于

注入浆液的水灰比)后,可将低处孔堵塞,改从高处孔灌浆,依此类推,直至

结束。(5)浆液配比：塌腔部位灌浆浆液采用0.5:1水灰比。(6)灌浆压力：

塌腔部位灌浆压力0.2～0.3MPa,在灌浆过程中,当短时间内灌入量较大,

压力应及时降低。(7)特殊情况处理：灌浆过程中如发现冒浆、漏浆,可采

用嵌缝、表面封堵、降压、间歇灌注等方法处理；回填灌浆因故中断时,

及早恢复灌浆,中断时间大于30min,则清洗至原孔深后恢复灌浆,此时若

灌浆孔仍不吸浆,则重新就近钻孔进行灌浆。(8)灌浆结束标准：在规定压

力下,灌浆孔停止吸浆,并继续灌注10min即可结束灌浆。灌浆结束后,先关

闭孔口闸阀,再停泵,待孔内浆液初凝后再拆除孔口闸阀。(9)封孔：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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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和检查孔在灌浆作业结束后,清除孔内污物,采用砂浆将全孔封堵密实

和抹平,露出混凝土表面的预埋管割除。 

回填灌浆质量检查验收 

灌浆结束7d后,进行质量检查。根据《水工建筑物水泥灌浆施工技术

规范》(SL62-2014)回填灌浆工程质量检查的合格标准为： 

(1)单孔注浆试验。向检查孔内注人水灰比为2的水泥浆,压力与灌浆

压力相同,初始l0min内注人浆量不大于10L为合格。(2)双孔连通试验。在

指定部位布置2个间距为2m--3m的检查孔,向其中一孔注人水灰比为2的水

泥浆,压力与灌浆压力相同,若另一孔串浆流量小于1L/min为合格。(3)幻

检查孔及芯样检查。探测钻孔及观察岩芯,浆液结石充填饱满密实。本次

根据工程现场实际条件采用钻孔注浆法进行检查,即向孔内注入水灰比为

2:1的水泥浆,在规定压力下,初始10min的注入量不超过10L即为合格。检

查孔的数量占灌浆孔总数的5%左右,最终验收由地质人员、甲方 业主代表

和监理共同验收,在顶拱中心线、脱空较大和灌浆情况异常的部位 塌方区

域有代表性的边缘选择了3个检查孔进行灌浆试验,最后通过现场灌浆试

验由自动灌浆记录仪读数3个10分钟吃浆量三次为为9、8.5、8.0L/MIN,

均小于10L,表明灌浆效果是合格的。 

监控量测和二次衬砌 

以下图4是173+218断面的收敛变形量测位移~时态曲线从监测围岩

收敛的情况来看围岩收敛变形量趋于稳定和变形量从二次衬砌紧跟在

灌浆质量验收合格后对于围岩监测收敛变形的结果来看确定二次衬砌

的时间：二次衬砌的确定原则：应应许围岩产生一定的变形,但变形值

有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一般可以考虑如下原则,1连续5天内隧洞周

边水平收敛速度小于0.2mm/d,拱顶或者底板垂直位移速度小于

0.1mm/d；2隧洞周边的水平收敛速度,以及拱顶及底板的处置位移速度

明显下降；3隧洞位移相对收敛值已经达到允许相对收敛量的90%以上,

允许收敛量的确定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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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隧洞、硐室周边允许相对收敛值 

围岩类

别

隧洞埋深(m)

＜50 50-300 300-500

Ⅲ 0.1-0.3 0.2-0.5 0.4-1.2

Ⅳ 0.15-0.5 0.4-0.9 0.8-1.4

Ⅴ 0.2-0.6 0.6-1.2 1.0-1.5  

从2019.1.25日以后的监测数据可以看出塌方段的收敛变形值趋于稳

定,满足二次衬砌原则,施工单位组织了对该段坍方段进行了二次混凝土

的二衬工作,用钢模板进行混凝土二次衬砌,提高工程安全可靠性。 

4 几点认识 

(1)隧道在通过巨厚层状夹有软弱薄层地层时,特别是倾斜岩层时破

坏受控于软弱结构面即(层间错动带)的组合关系,易造成偏压剪切破坏,

初期支护应该采取就弱原则,即初期支护应该以较软弱一侧围岩的稳定性

和承载能力为标准提高设计标准。(2)遇到不良地质段时一定严格遵循,

新奥法的施工工艺,采用光面和预裂爆破,主要爆破参数通过爆破试验确

定,并按照施工中的爆破效果及时优化和调整,不良地质段采用短进尺、弱

爆破,勤量测强支护和超前支护跟进,预裂爆破和光面弱爆破减少对围岩

扰动,减小爆破松动圈,支护体系在前期支护一定与围岩紧贴,有小空腔及

时回填,才能发挥支护体系的作用。(3)隧道只是一侧塌方,一定要考虑塌

方回填的混凝土对支护体系所造成的偏压问题。蹋方后的拱顶部分在为回

填密实之前仍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拱顶突然塌落

的岩体对初步支护系统产生冲击压力。隧洞围岩的变形失稳有一个发生发

展过程,开挖后应及时支护,出现塌方应及时处理,是控制或避兔塌方进一

步发展的有效手段(4)后期后注浆的工艺通过注浆加固围岩后,隧道拱顶

以上被加固密实,形成承载拱的加固圈,从而起到整体稳定的效果,从而起

到有效治理塌方的目的。压力拱是岩体为抵抗不均匀变形而进行自我调节

的一种现象,如果把围岩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处于压力拱中的岩体承担着

自身和其上的岩体荷重,是确保其上方岩体不会塌落的一个具有拱的力学

特性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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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在当前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利益的驱使下窃电行为时有发生,对正常的用电秩序造成不良影响,本文对低压用

电检查工作中的反窃电工作进行分析。 

[关键词] 低压用电；检查；反窃电；策略 

 

前言 

当前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力

的供应,我国也成为世界上排名靠前的电力生产大国和使用大国,可以说

电力建设和发展关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二者表现出紧密的关系。

电能作为一种商品,国家规定了电力的计价标准,我们作为客户使用电力

需要按照标准的计量装置的记录以及标准的计价进行电费的交纳,这是我

们使用电能应尽的义务。但是,当前存在一些特殊的原因,导致我国低压用

电中长期存在着窃电的情况,并且情况仍有所加重,这一方面严重影响了

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对个人安全产生严重的隐患,对社会稳定带

来一定的困扰。 

1 低压用电中反窃电工作的重要性 

伴随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窃电方式逐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高科

技窃电行为逐渐增多,其呈现出隐蔽性强且窃电量大等特点,这给国家造

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给人员和设备安

全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做好反窃电工作。然而,面临对当前

高科技窃电行为,传统的拉网普查等查处窃电行为的办法已经难以适用当

前的情况,为此我们需要立足窃电行为中的新特征,掌握窃电行为产生的

根源,提高用电检查人员对反窃电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更好地落实反窃电

工作,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 

反窃电工作之所以重要,一是在低压用电检查工作中的反窃电工作,

其是对窃电行为的一种高效的打击手段,用电检查人员通过在实际的工

作中加强对反窃电工作的检查,能够对电力用户窃电行为进行及时、有

效的查处,还能够掌握更多新型的窃电方法,从而探索出更多有针对性

的反窃电检查行为,为转向反窃电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进

而不断地提升反窃电工作的效率。二是通过反窃电工作的开展,能够引

导用户正确使用电能力,提高对窃电行为的危害性的认识,认识到窃电

行为的惩罚措施,从而培养用户正确用电,从而帮助电力供应工作正常

开展。 

2 当前低压用电工作中反窃电工作存在的问题 

2.1反窃电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对于反窃电工作,国家当前缺乏明确的统一的法律法规,对于发生

窃电行为也缺乏一个具体的处罚标准,一些省份颁布了反窃电法规,国

家统一的反窃电法规还处于空白状态。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中对反窃电的条文规定较为粗泛,难以有效的指导实际的工作。而我国

刑法中也没有对窃电犯罪罪名的明确,对于窃电犯罪行为当前也没有

明确的司法解释,这导致了窃电单位、窃电用户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对

于盗窃行为,窃电相比其他盗窃行为的惩罚相对要轻得多,一般都侧重

于进行经济处罚,且执法不严成为常态。由于缺乏完善的、严格的法律

的规定,导致窃电行为成为一种风险较低而收益较高的违法活动,且愈

加严重。 

2.2电力用户法律意识淡薄,电力企业缺乏宣传 

从电力用户角度来看。事实上电力作为一种商品,但我国作为保障性

项目,始终是国家控制,这一方面保障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运行,也降低

了人民群众的用电成本,而另一方面也是的人们对电是一种商品这种概念

认识不足。而这随之带来的社会上存在窃电不等于盗窃这一错误的观念,

更有甚者认为窃电不犯罪。正是由于民众对窃电违反法律这一概念认识不

足,且当前窃电被法律制裁的案例相对较少,这使得整个社会对窃电违反

法律这一意识不足,社会整体缺乏反窃电的意识。 

从电力企业来看。当前电力企业在反窃电工作中缺乏相应的宣传教育,

对于用电安全的宣传也存在严重的不足。目前,电力企业的工作主要停留

在为用户供电层面,对于用电的安全性宣传、窃电风险宣传工作存在严重

的不足。由于其本身宣传工作不足,加之用户的法律意识、安全教育存在

缺陷,使得窃电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的禁止。 

2.3供电企业没有行政执法权,窃电工作开展难度增大 

当前我国的供电企业是没有行政执法这一职能的,这也使得用电检查

工作陷入困境,检查难、取证难、处罚难是用电企业对窃电行为管理工作

中的苦难。在实际的查出窃电行为过程中,由于电力企业缺乏侦查权,在发

现问题时无法采取有效的手段,使得窃电者在这一过程中将窃电证据进行

销毁、藏匿,使得查处工作陷入困境。在对窃电用户进行处罚的工作中,

往往只能够要求其补缴电费和交纳用电违约金,对于拒不缴纳的行为,电

力企业也无法对其进行账户查封,无法采取抵押财务等行为,这些都给窃

电工作的治理带来很大难度,导致窃电行为屡犯不止。 

2.4供电企业内部管理存在缺失,窃电防范工作不足 

从管理机制来看,当前电力企业对于反窃电管理工作的机制还不够健

全,缺乏一个明确的责任监督体系,使得该项工作的推广存在一定的难度,

低压用电用电检查工作未能有效的落实,未实现常态化的监管,这导致电

力企业在低压用电工作中对用电安全性、窃电可能性的检查不足。从人员

来看,电力企业整体反窃电队伍的综合素质不足,存在很多人员责任心不

强,业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对于窃电手段认识不清,对于法律法规的掌握也

不足,难以有效的开展反窃电工作。从技术来看,当前科技的进步不仅促进

了经济的发展,还给违法犯罪活动带来更多更先进的手段,以往窃电行为

通常采取破坏电能表等形式,这些电力企业相对来说更好辨别。但伴随科

技的发展,现代的的高科技窃电技术不断地发明,计算机程序的应用使得

窃电用户采用节电器、利用计算机控制电表倒转等行为都给反窃电工作带

来严重的难度。同时,电力企业技术落后,对于这些新型的窃电行为缺乏有

针对性的办法来出来,缺乏先进的检测设备,导致反窃电工作技术上落后,

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 

3 低压用电检查中反窃电工作开展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