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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左玉丽 王占东

30 米高空，33 万伏高压线上，几名英姿飒爽的青年女电工正脚蹬导线车，

快速走线。

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 1977 年拍摄的《新闻简报》中的镜头，报道对象是天

水“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全国第一支超高压女子带电作业班、西北地区首

个也是唯一一个女子带电作业班。

2020 年 6 月 23 日，这条时长只有 1 分钟的影像资料，经国网甘肃省电力公

司发布后，点击量迅速突破“百万+”，网友用数千条留言表达着对她们的崇敬

之情。

天水“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从组建到解散，虽然只有短短 3 年多时间，但

作业班的 7 名女工，以她们临危不惧的精神书写了电力史上的传奇。回望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她们以银线作弦，带电作业，在高空奏响了一曲护电保电的光

明曲。

2020 年，七姐妹在 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再聚首。 国网天水供电公司供图

▲ 20 世纪 70 年代，天水“三八”女子带电作业

班成员在进行高空作业。 （资料图）

祁韶直流瓜州祁连换流站内的变电设备。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

天水“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整装待发。（照片摄于 1976 年 左起：赵红菊、

辛天梅、赵玲霞、龚运文、张红霞、邓引娣、林春燕） 国网天水供电公司供图

一

所谓带电作业，是指在不停电的情

况下进行各项检修、消除隐患的作业方

式。作业人员在接触上万伏高压电的

高危工作环境中争分夺秒，通过带电作

业方式，处理线路故障，保障电力可靠

供应。

天水“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工作

的主阵地，是我国首座超高压变电站

——330 千伏秦安变电站。

说起 330 千伏秦安变电站，不得不

提起我国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路——

330 千伏刘（家峡）—天（水）—关（中）

输变电工程。

上 世 纪 60 年 代 ，大 西 北 是“ 三

线 ”建 设 主 战 场 ，电 力 需 求 极 大 。 当

时 ，陕 西 缺 电 严 重 ，每 周 通 常“ 停 三

供四”。

1964 年 ，在 西 北 建 设 330 千 伏 输

变电工程，将刘家峡水电站发出的清洁

电能输送到关中地区的相关规划被提

上议事日程。1969 年，30 千伏刘（家

峡）—天（水）—关（中）输变电工程开

工，枢纽变电站设在输电线路中间的天

水秦安，与刘家峡水电站和陕西汤峪变

电站的距离分别为 273 公里、257 公里。

1972 年 6 月 16 日 ，330 千 伏 刘 天

线 、天 关 线 在 秦 安 变 电 站成功并网。

这是我国电网向超高压、远距离、大容

量传输迈进的标志，在电力工业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

当时的秦安变电站有两条线路，为

了保证电力设施可靠运行，经常需要检

修，而许多特殊单位又不能停电，这给

电力检修带来了极大考验：为了不停

电，必须以带电方式进行检修、消缺。

1976 年初，为响应“妇女能顶半边

天”的号召，天水供电局决定成立“三

八”女子带电作业班，负责变电站春检、

冬检中的水冲洗、换瓷瓶工作。7 名精

干的女职工从天水供电局各基层单位

的 1000 多名职工中脱颖而出——赵红

菊、辛天梅、林春燕、赵玲霞、邓引娣、龚

运文、张红霞，入选“三八”女子带电作

业班，当时她们中年纪最大的 24 岁，最

小的 21 岁。

“我可能是家里‘老小’的原因，从

小喜欢爬高跳低。”赵红菊回忆，虽然自

己是有名的“假小子”，但是，当领导找

她谈话，让她干带电作业时，她内心还

是有些胆怯。

“当时，我参加工作不久，突然要

干 带 电 作 业 ，思 想 上 还 是 作 过 斗 争

的。但一想到我是党员，就痛快地答

应了。”赵红菊说，“可当领导让我当班

长时，压力又来了。”领导告诉她，会给

带电作业班派一个老师傅做顾问，赵

红 菊 的 胆 子 被 壮 了 起 来 ，当 即 表 示 ：

“保证完成任务！”

“ 当 领 导 征 求 我 意 见 时 ，我 就 是

一个胆子大，直接就答应了。”从修试

所汽车修理队抽调来的张红霞回忆。

而原来就做检修工作的邓引娣，更

是二话没说就进入了带电作业班。

……

1976 年 8 月，七名风华正茂的女电

工，开始了登铁塔、架银线、空中行的高

空带电作业，撑起了 330 千伏秦安变电

站运维工作的“半边天”。

二

“ 三 八 ”女 子 带 电 作 业 班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负 责 变 电 站 绝 缘 子 的 带 电 检

测、水冲洗和更换。

绝缘子，俗称瓷瓶，是安装在不同

电位的导体或导体与接地构件之间，能

够耐受电压和机械应力作用的器件。

20 世纪 60 年代，变电站的瓷瓶还

没有“防污”功能，经过刮风下雨，过一

段时间上面的灰尘就形成了泥垢，绝缘

能力下降，需要人工冲洗。

邓 引 娣 回 忆 ，她 们 每 次 工 作 前 ，

都 要 进 行 安 全 考 试 。 之 后 穿 好 绝 缘

服 ，戴 上 绝 缘 手 套 、头 盔 ，绑 好 踩 板 、

脚 扣 ，系 好 安 全 带 ，进 入 工 作 状 态 。

现场念完工作票，高空作业人员就携

带 绝 缘 杆 等 装 备 ，登 上 电 杆 ，爬 到 20

多 米 高 、50 多 厘 米 宽 的 龙 门 架 上 ，按

照 严 格 的 距 离 ，用 绝 缘 杆 检 测 瓷 瓶 ，

做好记录。之后，地勤人员启动加压

水泵，高空作业人员用绑在绝缘杆下

的水管冲洗瓷瓶。对有故障的瓷瓶，

用绝缘卡具托住整串的瓷瓶，抽出瓷

瓶 中 间 的 弹 销 子 ，把 坏 了 的 瓷 瓶 取

出，用绝缘绳放下去。在地勤人员协

助 下 ，把 新 的 瓷 瓶 吊 上 来 ，重 新 安 装

上 去 ，插 好 销 子 ，完 成 更 换 。 每 次 作

业 需 要 一 到 两 个 小 时 。 这 21 片 一 串

的瓷瓶，每片都有 10 多公斤重。整个

变电站所有瓷瓶全部都换一遍，需要

4 卡车的瓷瓶。

“登电杆的工具是脚扣，像弯曲的

镰刀一样，扣在电线杆上，一步一步往

上蹬。如果腰上没劲儿，胆子不大，就

上不去。绝缘杆与瓷瓶、导线接触时，

会产生电弧，发出‘滋滋’的响声，如果

不响，那就说明有问题，听力不好的人

听不清楚，也无法完成任务。”邓引娣

说，每一步作业，都需要沉稳、胆大、眼

疾手快。

胆大如张红霞，第一次作业时，还

是感到了恐惧。

“仰望三四层楼高的龙门架，真不

敢上。”张红霞回忆第一次登杆，“爬到

龙门架，我连腰都不敢直。地面的师傅

对我喊：‘别害怕！’最后在大家的鼓励

下，我才鼓足了勇气慢慢站起来。”

“第一次登杆上架，非常紧张，心里

一抖，手、脚也抖，腿也跟着打颤。”从小

爬高上低的赵红菊也害怕。

十几次后，她才从容了起来。

“我登杆、上架时还可以，但第一次

在高空作业时，还是嘴里不停地念着

‘下定决心’，为自己打气！”邓引娣回

忆，她还承担着工器具管理工作，每次

作业后，她都要把所有工器具收归仓

库，擦净灰尘，码放整齐，再用红外线灯

泡烘烤，为下一次作业做好准备。

为了“不停电”，七姐妹战胜了心中

的恐惧，向着一个个新任务进发。

三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水电网

是甘肃东部电网的枢纽。

天水“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的运维

范围除了 330 千伏秦安变电站，还有华

亭、崆峒、西峰、徽县、武山、文峰等 14个

变电站。每年跨区域春检、冬检中，七姐

妹坐着解放牌大卡车跑遍陇东南。

“现在的交通多方便呀，从天水到

西峰、徽县，路也好走，时间也短，那时

候哪有这种条件啊！”赵红菊说，若是西

峰有任务，她们早八点出发，晚八点多

才能到达。

赵红菊回忆，出任务时，姐妹们坐

在卡车的车斗上，车斗上放着几个连

椅，冬天，大家裹着棉袄、捂着棉帽，捆

坐在连椅上，寒意往骨头缝里钻；夏天

骄阳似火，大家戴着草帽，一个个晒得

黝黑。那时候的道路，以砂土路为主，

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大伙儿在车上被颠

得东倒西歪；大晴天则尘土飞扬，下了

车一个个都变成了土猴子。但这些大

家都能克服，就怕大弯路。几个弯过

去，好几个人就晕车了。有三个人晕车

严重，其中就有张红霞。“吃晕车药都不

管用。”张红霞说。这个时候，三个人只

能轮流坐驾驶室来缓解一下。“那时候

年轻，吐几次后就轻松了。晚上一到目

的地，抓紧休息，第二天欢欢喜喜去干

活儿。”张红霞笑着说。

在西峰的作业完成后，她们又上车

经西安赶往徽县。完成一次作业，需要

半月之久。

面 对 这 种 高 强 度 、长 时 间 具 有 挑

战性的工作，七姐妹也有劳累、疲乏的

时候。

“工作中，谁不舒服，其他人争着

抢 着 干 ，从 没 有 谁 说 干 多 干 少 的 话 。

大家都心无杂念地把工作干好，没有

挑 三 拣 四 的 概 念 。”赵 红 菊 说 ，“ 那 真

是 一 不 怕 苦 、二 不 怕 死 ，妇 女 能 顶 半

边天。”

四

2024 年春节刚过，记者采访了在

天水居住的赵红菊、邓引娣、张红霞。

“回忆起来，我们真是福大、命大、

造化大。”

张 红 霞 的 一 句 话 ，引 起 赵 红 菊 无

限 感 慨 ：“ 是 啊 ，当 年 万 一 有 一 次 事

故，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坐在这里一起

回忆了。”

“ 我 们 是 有 缘 分 、有 福 分 的 七 姐

妹。”邓引娣说。

说话间，三人对视，笑得像孩子一

样。

2023 年夏的一个中午，在天水蓝

天广场上散步的张红霞，不经意间看

到了几个小姑娘头对头笑着品尝小吃

的场景。“我心里突然一震，想起了 40

多年前姐妹们一起吃饭的样子，就像

眼前的孩子一样，纯真、快乐……”张

红霞说。

虽然不怕苦、不怕累，但是，高空作

业的危险随时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辛天梅登杆抵达半空时，

脚扣突然松动，她反应很快，立即抱着

杆 子 滑 了 下 来 。“ 要 不 是 马 上 抱 住 杆

子，向后仰的话，后果就不可想象了。”

赵红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今心有

余悸。

还有一次，赵玲霞踩着软梯爬到顶

端时，已筋疲力尽，她两手抓着梯子，头

往上一伸，突然一声巨响，她的左脸被

电弧重重地“扇”了一下。地面的老师

傅和姐妹们纷纷喊：“抓导线！快抓导

线！”赵玲霞猛地一把抓住导线，才转危

为安。赵红菊回忆。

原 来 ，那 一 刻 是 因 为 没 有 等 电

位 。 等 电 位 是 一 种 防 止 电 击 伤 害 的

安全措施。当没有等电位时，会有电

压差导致触电。那种情况下，必须把

导线抓住，而且要抓得快、抓得紧、抓

得坚决。

赵 红 菊 感 慨 ：“ 她 当 时 穿 的 屏 蔽

服如果没有连接好的话，那就可能被

电流击穿，烧成炭了。”

在艰苦的作业条件下，七姐妹完成

了无数次带电抢修作业，没有发生一起

安全事故。

后来，国家出台规定，不允许女性

从 事 高 危 工 作 ，1979 年 底 ，天 水“ 三

八”女子带电作业班也结束了自己的

历史使命，七姐妹被调到了不同的工

作岗位，继续兢兢业业工作，直至光荣

退休。

时光荏苒。

2002 年，天水供电局迎来建局 30

周年，要拍摄一部专题片。大家一致提

出，这部专题片的内容不能没有天水

“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

可是，到哪里去找历史资料呢？大

家一时犯了难。

这时，有老同志回忆起珠江电影制

片厂为带电作业班拍过新闻的事儿。

“单位立即派人南下‘寻宝’。”国网

天水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五级职员郭

纪雄介绍，派出人员在珠江电影制片厂

堆积如山的片库中，终于找到那盘尘封

已久又极其珍贵的电影拷贝。拷贝中，

英姿飒爽女电工空中行走的镜头，还带

着老电影的划痕。

片子拿回天水，全公司为之轰动。

2020 年 7 月，国网天水供电公司

邀请“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七姐妹重

回故地，参观秦安变电站新貌。回到曾

经奋斗过的地方，她们再一次列队集

合，激动不已。

“中国第一座超高压变电站”的霓

虹标牌竖立在站门口，诉说着曾经的

光荣；当年的秦安变电站，已经迈入少

人值守的智能化新时代；当年的刀闸

也变成了远程控制的一键顺控；爬杆

作业被伸缩自如的斗臂车代替；吊装

瓷瓶改成了无人机“小飞人”作业；瓷

瓶检测，被红外测温仪轻松完成；瓷瓶

也被更新为防污型产品，只需要 15 年

清洗喷涂一次……早在 2016 年，秦安

变电站即完成了智能化改造，迈向“世

界一流电网”。

这 时 ，变 电 站 前 的 宝 兰 客 专 轨 道

上，一列高铁呼啸而过。

“阿姨，宝兰客专的电，就有来自秦

安变电站的电。”听着新一代职工的介

绍，赵红菊感慨：“新时代的祖国，真是

一日千里！”

五

2 月 26 日，国网天水供电公司 330

千伏秦安变电站。

“90 后”职工武晓庆、任丽媛刚完

成一次设备巡检回到办公室，就听国网

天水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中心综合组副

组长尚迎春讲起了故事。

“ 我 1989 年 到 秦 安 变 电 站 工 作

时 ，赵 红 菊 老 班 长 还 在 ，她 们 的 故 事

常被人说起。”尚迎春说。

“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不畏艰险、

吃苦耐劳、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被一

代代传承发扬。

武 晓 庆 就 是 在 这 种 精 神 的 感 召

下，在尚迎春等师傅的“后备监护”下，

认 真 钻 研 ，成 长 为 单 位 骨 干 。 2023

年，她主创的 QC（全面质量管理）《变

电站汇控柜除潮装置的研制》获全国

优秀质量管理奖、全国电力行业质量

管理一等奖等荣誉。

“ 前 辈 是 榜 样 ，是 我 们 可 以 站 立

的 肩 膀 。”任 丽 媛 说 ，“ 我 要 把 前 辈 们

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转化成新时

代科技创新和安全生产的强大动力，

实现自我突破、自我超越。”

“电光闪闪红，弧光飞流星，英姿

飒爽女电工，壮志凌云震长空。”这是

《英 姿 飒 爽 女 电 工》中 的 歌 词 ，也 是

“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的写照。

40 多 年 来 ，天 水“ 三 八 ”女 子 带

电 作 业 班 激 发 起 突 破 极 限 、挑 战 自

我 的 精 神 ，影 响 至 今 。 如 今 ，甘 肃 电

网 通 过 19 回 750 千 伏 线 路 与 周 边 省

份 相 连 ，跨 区 跨 省 输 电 能 力 提 升 至

3200 万 千 瓦 。 电 压 等 级 从 330 千 伏

上 升 到 800 千 伏 、1100 千 伏 全 球 先

进 的 柔 性 直 流 。 以 刘 家 峡 水 电 站 为

代 表 的 清 洁 水 电 及 总 量 突 破 5000

万 千 瓦 的 风 光 电 ，被 送 到 22 个 省

份 。 城 市 供 电 可 靠 率 达 到 99.99% 以

上 ，“ 不 停 电 ”成 为 常 态 。

时代在发展，技术在提升，一代代

甘肃电网人，始终牢记“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初心使命，践行“努力超越、追求

卓越”的企业精神，加快建设数字电网，

为保障能源安全，服务“双碳”目标，建

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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