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管理措施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的区
别 无线技术应用的管理措施电科论

文(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管理措施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的区别篇一

1.1系统故障的诊断以及定位

通过无线网络的架设,如果系统中某一设备发生故障,此项性
能就可以完全确保对变电站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测,进而帮助相
关工作人员对故障进行智能化的诊断以及定位,进一步确保了
数字化变电站系统运行的安全可靠性。

1.2对输电线路进行数字化的监控

在智能电网系统的电力输送线路上架设相应的无线网络,进而
可以将电力设施以及变电站等地方的数据、视频信号进行传
输,尽可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进而确保电网运行的稳定与
安全性。

1.3对配电网进行数字化的监控

配电网同用电用户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需要进行持续、高效
的运转。通过无线网络的架设与光纤系统构成双重备份,对配
电线路的相关故障、开关状态以及线路温度等情况进行实时
在线监测,实现数字化的全方位监控。比如,可以利用无线光
纤技术,也就是在光传输与红外激光传输信号的一种无线传输
技术,其是以空气为介质、激光为载体,利用点对点或者一点



对多点的方式进行连接的,一般情况下也将其称之为“虚拟光
钎”。配电网中无线光纤技术的架构如图1所示。

1.4提供智能化的用电服务

利用电网系统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根据智能电表提供的相关增
值服务,不仅可以充分了解以及掌握用户每天用电情况与电器
用电情况,进而帮助用户了解峰谷时电价的差异,使用电更加
经济,并且从电网单位的角度而言,也能够实时掌握用户的实
际用电情况,对用户的用电数据进行实时采集与监控,对电能
利用与配置进行合理、优化的规划,有效的提高了电网运行的
利用效率与可靠性。

现阶段,主要应用在电网系统中的无线技术有第三代移动通信
技术、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等。固定的无线接入技术主要
包括全球微波互联接入、本地多点分配业务、可透明传输业
务等。从技术发展形势方面而言,多输入多输出系统与正交频
分复用已经成为无线通信技术未来发展的核心。但是,在加大
对智能电网无线技术发展力度的时候,也是存在着相关问题的,
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兼容性问题。无线电网系统
也是可以同其他电网系统进行兼容的,比如:一般无线电力系
统的频段都设置为1.8g,与中国移动通信的工作频段非常接近,
一定要对其进行电磁兼容性的评估,掌握其潜在的影响因素,
进而提出有效的处理措施。二是,可靠性问题。随着智能电网
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对于无线专用通信系统的建设要求更为严
格,比如:电网的覆盖面积要求越来越大,可能覆盖10千伏甚
至220伏的电网;对于传输数据的可靠性、实时性有了更高的
要求,并且一定要确保传输时间的短暂性,最好缩短到毫秒级;
对于通信带宽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三是,频谱问题。大量布
设计量网络就会增加频谱的拥挤程度,进而导致影响系统最大
的干扰源很可能就是系统本身,这样拥挤的情况就会严重威胁
无线网络的正常运行。

针对无线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开展有效的管理



工作,以此来确保系统运行的可靠性。相关管理部门一定要加
强对无线电网频率需求分析、设备检测、系统规划、兼容分
析、环境监测等方面的管理工作,进而确保无线电网能够顺利
运行。

3.1加强频率需求分析

现阶段,对于智能电网的分析与研究有很多,但是真正应用到
实际工程中的却非常少,进而导致几乎没有相关的借鉴经验。
所以,为了加强无线接入的管理工作,相关的管理部门一定要
加深对国内外智能电网发展情况的了解,进而掌握其相关的运
行原理,了解接入无线网络之后,其电力无线宽带的系统安全
与技术特点的相关设计要求,对无线频率需求进行详细的分析,
为无线电网络的管理工作奠定可靠的基础。

3.2加强对设备质量的检测

在现场进行设备质量的检测,其是否符合国家无线电网络建设
的相关规范标准的规定,并且检测工作频率、发射频率、信道
带宽等指标是否达到国家要求的.相关标准,进而确保电力系
统的顺利运行。

3.3加强系统兼容性的规划

对系统接入无线宽带之后的运行可靠性展开深入的分析与研
究。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的同时,也要对系统与设备的可靠
性进行分析,及时了解系统设备之间电磁的兼容性,以及工作
频率、发射频率、带外杂散等指标的认证状况。

3.4加强系统的兼容分析

对无线电力基站的干扰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制定相应的改
进措施与方案,假如移动基站将会直接影响到无线基站的正常
运行,那么就可以采取调整配置频率以及添加滤波器等改进措



施,对相应的干扰信号予以排除;假如背景电平过大,就可以采
取调整基站天线仰角的措施予以处理。

3.5加强对环境的监测

为了确保系统具有良好的电磁环境,相应的无线监测站一定要
充分利用移动监测车、手持式监测设备以及固定监测站对周
边的电磁环境进行相应的监测。移动监测车可以加强对电磁
背景的监测,避免出现影响系统运行的小型宽带信号;固定监
测站可以对运行频率进行专项的监测,进而及时了解该频段的
运行情况,对无线电网的电磁环境进行分析。

3.6落实相关管理工作

首先加强电力单位对频率台站的管理工作,为落实相关管理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与电力工作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渠道,方
便及时交流与沟通,时刻注意各个宽带业务的运行情况,避免
发生各运行系统之间的干扰,如果出现干扰因素,一定要及时
予以排除。

总而言之,智能电网已经成为目前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会涉及到许多的学科与领域,需要引进一些先进的设备与技术,
进而适应电网系统未来的发展需求。无线技术在其中就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了更多新问题与新思维,
有效的推动了智能电网的发展。

管理措施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的区别篇二

一、花穗处理

将已抽出的花穗摘除，花穗重新抽出15厘米以上时，每个枝
条留3~4条支穗，每条支穗留10~15厘米摘心。



糯米糍、桂味、怀枝抽带叶花穗或全部叶子，用乙烯
利100ppm(50公斤水放40%乙烯利12.5毫升)或者小叶萎缩脱
落素、小叶脱等喷杀小叶，主要喷花穗上小叶，以喷湿不滴
水为准，在小叶未转红前进行为佳。如果抽穗期间天气持续
偏暖，花穗还带小叶，隔7~10天喷第二次。

龙眼抽生带叶花穗最好采取人工摘除小叶的物理方法处理，
如果用乙烯利、小叶萎缩脱落素、小叶脱等喷杀小叶，浓度
和使用方法同上，但同一株龙眼一般只喷一次，以免削弱树
势。花穗抽出15厘米以上时，留10~15厘米摘心。

花穗偏长的品种，如妃子笑、龙眼及桂味、糯米糍、怀枝的
青幼年树，在花穗8~10厘米时喷半量控梢灵控穗；也可以人
工疏花、摘顶，短截去1/3~1/2花穗；或花穗20厘米长时，剪
去一半；有利花穗短壮，同时可疏去过密或较弱的花穗侧枝。

花穗弱的树喷１~２次多元核苷酸+细胞分-裂素、万丰露壮花，
一般结合根外追肥进行。

花穗发育期是霜霉病与荔枝蝽蟓等病虫害的发生期，应每半
个月喷一次杀虫杀菌剂，杀虫杀菌剂应注意轮换使用，同时
可加入复合型核苷酸作根外追肥，开花前15天喷一次，开花
前10天至花期则应严禁喷杀虫剂，以免伤害蜜蜂或其他授粉
昆虫。

二、开花期管理

异花授粉植物能否高产稳产，关键是开花期能否良好地授粉
受精。特别是荔枝开花期一般在清明节气，往往碰到阴雨、
低温天气，所以应该做好荔枝开花授粉工作:(1)花期果园放
蜂，提高授粉率;(2)花期遇干旱天气喷水;(3)花期遇雨天摇
去花上积水。

三、肥料管理



目的是在开花前就能吸收到肥料并供应花穗及果实生长所需，
有机肥在抽出纯花穗后施用，化肥最迟在开花前15~30天施用，
如果用水肥就在开花前7~15天施用。施肥量：荔枝每100公斤
挂果树面施2公斤复合肥、1公斤钾肥，龙眼每100公斤挂果树
面施3公斤复合肥、1.5公斤钾肥。

5月中下旬，如果荔枝、龙眼挂果量多，叶色偏黄，树势较弱
的，应该补施壮果肥。施肥量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每100公
斤挂果树面施1~2公斤复合肥、0.5~1.5公斤尿素。

四、水分管理

由于去年冬季干旱少雨， 水分亏缺，今春气温偏高，因此水
分管理极为敏感，应视品种不同而分别对待：荔枝宁旱勿湿；
龙眼宁湿勿旱，特别是不能旱至落叶，以免引起树势衰退。

应该保持水分均衡供应，保持土壤湿润，才利于花穗和果实
的`生长发育。

五、土壤管理

如果冬季未进行清园、修整排灌渠道等工作的，争取在清明
开花前进行清园，以培肥土壤，喷药杀死越冬病虫，减少病
虫基数。

六、小果期管理

管理水平良好、肥水充足、树势壮旺的荔枝园，可在初花期
环割或螺旋环剥保果。若采取环割，隔25~30天再割１次，同
时结合喷２次果得保，效果会更好。谢花后10~12天或40天各
喷１次果得保，并可在喷药时加多元核苷酸，提高果实品质。

荔枝、龙眼结果后，因树体消耗大量养分，采果后树势较弱,
应及时做好采果后果园技术管理,促进树体早恢复树势和和秋



梢适时抽生，并保护各期秋梢正常生长，以利于培养健壮充
实的秋梢作为明年的结果母枝，为来年荔枝、龙眼丰产稳产
打好基础，技术措施如下：

一、修剪枝条：适量修剪枝条，能促进秋梢健壮生长和花芽
分化。修剪时，要着重剪除断裂枝、枯枝、病虫枝、徒长枝、
弱枝、阴枝、过密枝和重叠枝等。使枝梢分布匀称,集中养分,
培养健壮秋梢。修剪程度应根据品种、树龄、树势而异，以
轻剪不重剪为宜。一般在采果后25天内修剪完毕。病虫枝条、
叶片及落果应及时集中烧掉，防止病虫蔓延。

二、中耕清园，采果后及时中耕清园，全园或树冠周围进行
适度翻耕，树冠周围土层可中耕15-20厘米，疏松土壤，并结
合培土，在树干根部周围用客土培土护根，每株树培上肥沃
表土5-6担，增强土壤保水性能，促新根生长。在中耕过程中，
清除园中杂草和病虫枝条、叶片及落果。修补田堤，清沟排
水，防止雨天水土流失。

三、肥水管理：采果后结合中耕及时施肥，促树势早恢复和
早生早发秋梢，视树龄、长势、采果量科学施肥，一般结果
树株施复合肥1.5-2.5公斤，或水肥1-2担，或每株施硫酸铵、
过磷酸钙各2-3公斤，并配施适量钾肥。丰产树酌情增施，无
结果树可适当少施。施肥应趁雨期土壤潮湿时在树冠外的地
面上挖浅沟条施，后盖土。荔枝培养二次秋梢可分2-3次施用。
秋旱影响秋梢抽发时，有条件的果园应灌水或喷灌，促使秋
梢适时抽出。冬季控梢只施土杂肥，勿施化肥或水肥。末次
秋梢老熟时可喷每担水加多效唑2-4两防冬梢萌生。

四、病虫防治：秋梢抽生时，嫩梢嫩叶易受病虫为害，应注
意防治病虫害，以保护秋梢正常生长。采果后主要病虫害有：
荔枝霜疫霉病，龙眼鬼帚病，蝽蟓、蛀果虫、瘿壁虱、木蠹
蛾、龙眼木虱等。在植株修剪和清园后，应抓紧果园消毒，
即在树上、地面上全园喷布一遍0.3波美度的石硫合剂。



管理措施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的区别篇三

第一条安全技术措施计划是企业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一
个组成部分，是国家为了有计划地改善劳动条件，防止工伤
事故，预防职业病和职业中毒，以保证安全生产的一项技术
措施。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编制，应以改善劳动条件，保障
职工安全健康和促进生产发展为目的。

第二条综合管理部负责组织公司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编制，
公司在编制年度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同时，必须编制安全技
术措施计划。

第三条安全技术措施经费，必须专款专用，公司每年从全部
更新改造资金中安排10%—20%技安措施费，用于安全生产和
劳动保护。

第四条凡新建、改建、扩建和革新、挖潜改造的工程项目，
做到安全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

上述工程项目和安全技术措施项目的设计方案、定型图纸资
料，主管设计单位应与安全管理部门会签后才能施工。竣工
后，由安全管理部门参如验收。确认未达到国家标准或不符
合安全要求者，不应报完成并不得投入使用。

第五条安全技术措施项目完成后，应经过安全管理部门和有
关部门的监测确认，未达到国家标准者，不应报完成，无故
拖期造成不良后果者，应追究责任；完成项目，应立即组织
专人管理，并制定管理责任制度，保养制度，以确保发挥良
好效果。

管理措施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的区别篇四

(一)顶板管理



上班时，进入工作地点后应严格执行敲帮问顶制度，及时清
除顶和两帮的危岩，保证人员在安全的前提下工作。

每班进入工作面作业前，班组长必须用长度为2米的钎子清理
危岩。

处理危岩时必须先清理好退路，并遵循“从上到下”的原则
进行。

处理危岩时严禁在处理点的下方有人员工作或逗留。

架设支护时，在现场必须有丰富经验的人员来监管安全和指
挥。

(二)回拆支柱技术措施

在回拆支柱间确保拆除人员的安全，特编制该措施。

上、下安全出口断面，高不得小于1.8米。宽不得少于2米，
并且随时保证畅通无阻。

k12、k14采煤工作面支柱回拆的人员，必须由班长组织全班
人员学习安全技术措施和相关安全规定。

矿级管理人员和参加k12、k14采煤工作面的现场指挥人员必
须认真学习本安全技术措施和相关安全规定。

回柱班在进入工作面时，必须先进行临时支柱或架设木架，
确认安全后，由值班矿领导或现场安全员发令，方可作业。

临时支护和架设木垛数量根据现场安全情况确定。

回收单体支柱时，若需要用木料替换单体支柱时，本支柱直
径不得小于14公分，同时不得使用变质和腐蚀的木料。特殊



地段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特殊支柱。

支柱回收时，只准两个进行，一人操作，一人观察周围的安
全状况，其余人员在安全地点传递支柱。严禁违章冒险蛮干
和违章指挥。

回柱时由值班矿长、安全员现场跟班监护和指挥，并同工人
同进、同出井。

随时坚持敲帮问题，严禁空顶作业;严禁在危岩和活石下作
业;坚持按“刁、掺、放”三原则进行危岩处理。

支柱回收必须从上而下进行，严禁从下部或中部进行，更不
能在工作面多处进行回柱。

支柱回收后，顶板垮落，致使工作面通风困难时，必须及时
安装风机进行通风，确保工作面有足够的风量。

瓦检员每班不少于三次的瓦斯检查，并认真填写好记录，工
作面瓦斯浓度达到1%，必须停止作业，处理降到1%以下方可
作业。

现场管理人员严禁违章指挥，操作工人严禁违章作业。

未尽事宜按《煤矿安全规程》和相关规定执行。

(三)爆破管理

严格执行“一炮三检”和“三人连锁放炮”制。

炸药、雷管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领取并分别装箱人工
背运，严禁其他人员运送，严禁炸药、雷管混装或与其它物
品混装。

只能采用黄泥作封泥，严禁使用煤粉、块状材料或可燃性材



料代替黄泥，无封泥、封泥不足或不实的炮眼严禁爆破。

爆破线路的连接、检查和通电工作，只准爆破工一人进行。

在处理拒爆、瞎炮时，严禁在该地点进行与处理拒爆无关的
工作，并严格遵照《煤矿安全规程》中关于处理拒爆、瞎炮
的规定执行。

爆破时必须严格设置爆破警戒，由班长亲自布置和撤除警戒
并清点人员数量。启爆点和警戒点设置要求：距爆破点不得
低于150米的安全设点。

爆破后必须等炮烟散点，至少15分钟后，由当班班长或值班
队长、放炮员、瓦检员一同到爆破点检查通风、瓦斯、二氧
化碳、煤尘、拒爆、残暴等情况，发现隐患时，必须立即处
理。

二、工作面1111和1121两工作面约需要2400公斤炸药、雷
管20xx发。

(一)通风管理

现场跟班领导必须跟班管理，注意风量及变化，跟班瓦检员
认真检查瓦斯情况，做到瓦斯数据”三对口“。

(二)劳动组织

组织保障：该处施工由安全副矿长廖占才下井带班现场有掘
进队队长王中福跟班管理现场组织。

安全保障负责：值班队长和跟班安全员实行现场跟班作业。

(三)组织保障：



由整改小组组长、副组长在井下带班，现场指挥并监督到位，
严格按本技术措施和《煤矿安全规程》进行整改。

扩展阅读

1#、2#总回消尘安全技术措施

根据矿井恢复生产总体安排，需要对矿井1#、2#总回进行全
面消尘，为保证消尘人员人身安全，特编制本安全技术措施：

一、消尘区域：1#、2#总回水淹区外所有区域

二、安全措施

1、因1#、2#总回经过火灾后，部分支护失效，顶板及煤帮有
活石危岩，所以需要生产部安排有关区队进行处理，待处理
结束后，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方可进行消尘工作。

2、所有参加消尘人员必须佩戴劳保用品。

3、1#总回下段、1#总回、2#总回消尘时，必须有瓦斯检查员、
安全检查员在现场监护。

4、消尘人员进入消尘区域后，必须严格按“灭尘工操作规
程”进行操作。

5、每次消尘前，通维队必须组织人员对1#、2#总回的顶板及
煤帮进行“敲帮问顶”，以确保施工安全。

6、“敲帮问顶”时，始终坚持“由里向外”的原则。由一人
手持长把工具进行“敲帮问顶”，由另外一人在其身后10米
外观察顶板、帮角变化情况，发现危险及时发出信号，以
使“敲帮问顶”的人员安全撤离。

7、消尘前，必须把所需的胶管、接头、扫帚、钳子、扳手等



灭尘工具检查好，并带到所要灭尘的地方。

8、消尘胶管前方必须加设鸭嘴，对巷道充分消尘，另防止浪
费水源对排水工作影响。

9、消尘时，必须把胶管与主水管路用专用销连接好，以防胶
管甩脱伤人。

10、消尘时，注意巷道的管路，注意脚下情况，防止滑倒伤
人。

11、消尘时严禁正视上方，以免水进入眼睛。

12、消尘时，要求站在上风侧，由专人拿好胶管，另一人监
护，严禁将胶管出水口对人，以防伤人。

13、消尘时，特别注意巷道交叉点的消尘。

14、消尘时，必须有通维队管理人员在现场跟班。

15、每次消尘结束后，必须把消尘所用的胶管、接头、扫帚、
钳子、扳手等工具收到库房并码放好。

16、所有参加施工人员必须学习本措施并签字。

管理措施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的区别篇五

一、为加强我公司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质量管理，特制定此
制度。

二、本公司的安全技术防范工程之质量管理工作由总经理直
接领导，具体负责部门为工程技术部，其他部门进行配合。

三、本公司安防工程的质量管理工作包括以下几方面：



1.设计方案的质量管理；

2.器材与材料的质量管理；

3.工程实施的质量管理；

4.系统维护及维修保养的质量管理。

四、设计方案的质量管理

1.设计方案的质量管理工作，由工程技术部负责实施，其他
相关部门配合。

2.设计质量保证体系：

3.设计前业务人员应该提交尽可能详尽的设计委托书，使得
设计人员清楚明白用户的需求、现场条件以及设计目标。有
可能的情况下，还应与设计人员一起实地考察现场，与用户
深入沟通，确保设计的工程方案可以达到用户的要求。

4.设计人员必须遵循国家相关标准和法规，制定出科学合理
的系统方案，必须符合建设单位的使用要求，可以达到国定
相关规定的检验要求。

5.设计的方案中，选用的专业器材必须是通过公安部门检测
的持有生产许可证的合格产品。

五、器材与材料的质量管理

1.建立供应商档案，包括：所代物资的资质证明、合格证、
检验试验报告、价格、功能、质量等有关资料并进行综合分
析，分类建立供应商信息档案。选择合格的供应商。

2.采购部必须确保采购的器材与材料符合工程需要，达到国
家有关部门的要求，技防工程专用的专业器材必须选用通过



公安部门检测的合格产品。

3.工程技术部必须对采购回来的器材和设备进行质量把关，
对主机等关键设备必须要检查合格后才能送往工地现场调试。

4.根据设计要求和施工组织设计的规定，按质、按时、按期
采购材料设备，保障按质、按量、按时供应到施工现场。做
到材料、设备质量证明文件的收集，并保证真实、齐全、完
整与工程施工同步。

六、工程实施的质量管理

1.工程技术部在工程开工前，设计人员必须将技术交底卡提
前交给施工班组的负责人，明确相关工程质量与技术要求。

2.施工质量标准和技术规程

3.施工质量管理体系

4.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狠抓工程质量，落实设计方案中的
各项质量要求，以确保没有工程质量隐患。

5.所有线材及材料必须经过现场检测后才能入管布线，不能
达到使用要求的、有故障隐患的材料绝对不可以勉强使用。

6.布线工程完成后，必须经过检测后才可以通电试机。不能
通过检测的必须找出原因，排除后才能通电试机。

7.调试过程中，必须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测试，确保将合格的。
系统交付给用户使用，未能通过的项目，必须与设计人员一
起找出原因所在，排除后再行检测，通过后才可以投入试运
行。

8.做好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各项记录，为以后的系统维护工作
打好基础。



七、系统维护及维修保养的质量管理

1.工程完成后，售后服务部必须协同工程技术部做好工程技
术资料的交接工作。

2.建立系统维护工作档案，按照公司的其他相关规定，落实
好系统维护的日常例行工作，强化各种周期性的例行检查。

3.建立维修工作记录卡，按照公司制定的相关措施，保障维
修保养工作的高效运作。

4.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落实保修工作，可尽量减少由于保修工
作对用户所造成的不便。

八、以上各项系统质量管理制度，如有不明确之处，由工程
技术部负责解释。

镶黄旗恒网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