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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电力稳定性、可靠性的提高，电力抢修技术的日趋完善，电力职工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而这正得益于国网上海电力
公司发明了不停电抢修技术。尽管如此，带电作业对于电力职工的专业技能要求却越来越高，需要不断提升技能、模拟实际作业的突
发情况以磨练应对能力……只有做足准备工作，才能在意外发生时，处理好突发状况，解决居民、用户的用电问题。日前，青年报记者
来到位于闸殷路的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探访电力职工技能培训的真实场景。 青年报见习记者 赵颖欣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对社会承
诺，要保障所有用户的用电，尤其是
在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而一旦发
生意外情况，为了保证更多的用户正
常用电，采用的抢修方法往往是带电
作业。“可是培训的时候哪有那么多
电杆供学员练习？现实中的电杆都
是带电的，用来培训的话危险性很
高。”于是在选择开发项目的时候，俞
国勤提出了三个解决要求，第一是解
决高危险性，第二是解决培训的高成
本，第三是解决那些达不到、不可达
的作业培训。

2010年，俞国勤就已经在前瞻
性地考虑把VR和AR结合起来开发体
感培训系统了。“当时找了国内的几
家游戏公司，结果发现他们自身都还
没掌握这项技术，技术都在国外。于
是我们就开始自己着手研究，找了仿
真公司做了最简单的模仿。”当时的
VR和AR技术还不像如今这么发达，
刚投入使用的沉浸式体感互动仿真
培训系统还需要在身上佩戴许多
Mark点，而如今学员直接进入系统就
可以捕捉人体骨骼动作进行传感。

在沉浸式体感互动仿真培训系
统中可以模拟实际的各种情况，包括
刮风下雨，即便是平时工作中永远碰
不到的危险场景，在系统中也能得到
模拟。因此在这里培养出来的都是多
面手，技术水平和个人能力都很高。

此外，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历
来高度重视安全工作。电力行业安
全生产的灵魂在于其倡导的安全文
化，安全文化的实质就是将企业职
工的安全行为由不自觉变为自觉，
由强制执行到自觉遵守。为此，基
地研发了含有多个典型电力实操场

景、多种体感反馈模块的安全体感互
动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获得因
员工误操作而引起的坠落、触电、敲
击以及视觉、听觉上的爆炸等体感反
馈，有助于加强对事故后果的认知，
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加强自身工作
中的责任心。

其中，三维虚拟现实带电作业综
合仿真培训系统依据上海带电作业
及电缆不停电作业特点，结合国网上
海市电力公司华新配电带电作业实
训基地，开发了输电、配电、电缆仿真
模块，不同的模块也配备相应的课
程，例如配电仿真有绝缘斗臂车操
作、更换带电绝缘端子、更换避雷器
等等共计12个课程。

探访当日，学员正在进行斗臂车
快速就位实训系统的训练，模拟华新
基地的实际场景和斗臂车的驾驶舱。
据俞国勤介绍，由于斗臂车的成本高、
数量少，并且带电作业具有高危险性，
种种情况都增加了斗臂车实际操作训
练的难度，而VR技术的引入巧妙地解
决了这一问题，在保障员工安全的同
时更降低了训练成本。“就像是飞机的
模拟驾驶舱。”俞国勤说。

在俞国勤看来，培训基地不是生
产者，也不是设备供应者，而是为员
工、公司以及社会各界搭建的平台，
让所有人在上面展示、交流、孵化。
他的下一步设想是实现足不出户的
培训，“老师和学生都待在家里，拿出
手机，利用终端进入培训网络，在虚
拟现实里设置环境和工作任务，约好
时间就能隔空操作培训。”他认为未
来的真实课堂都可以依靠云端来展
示和学习，在这里，数据的有效利用
将产生非常大的价值。

记者来到10kV典型配电实训室
参观，据介绍这是国网上海市电力公
司第一座为用电检查人员定制的实训
室，在过去的用电检查人员培训中，要
么采取在10kV站参观的培训方式，缺
点是学员不能对正在运行的用户站进
行实操；要么采取仿真操作的方式，但
学员无法实地感受真实的用户站。而
在该实训室，就结合了现场与仿真，创
建了集教学仿真区与设备操作区于一
体的10kV典型配电实训室。

技能培训部老师李晓莉告诉记
者，在高压10kV部分，该实训室采用
先进方式，利用380V电压真实模拟
10kV运行，在高度还原现场的同时也
保障了学员的人身安全，同时保证了
培训效果。“考虑到上海各地区的特

色，我们在浦东、市南、市北各地进行
调研，采用多种接线方式，保证了培
训的多样性，可满足来自各区域学员
的培训需求。”

探访当日，实训室内有三位国网
上海市电力公司的员工正在受训，只
见一位来自生产一线经验丰富的师
傅正在进行变压器的开关演示，学员
们则仔细观看师傅的操作手势，明确
操作过程中的前后步骤和注意事
项。据介绍，这三位学员是用电检查
人员，已在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下属
供电公司工作了三年。但由于工作
性质的原因，检查人员在前三年都需
要跟着师傅，实操经验很少，而他们
若要独自挑大梁，还需要在培训基地
训练操作。

基地培训条件完备，在原有29
个实训室的基础上，2015年，基地又
完成了对15个实训室、4个配套教
室、1个中心机房的新建或改扩建工
作。基地目前配备专兼职培训师400
余人。公司重视专兼职培训师队伍
的建设，每年组织专兼职师资培训，
鼓励专业技术骨干取得企业培训师
证书，切实帮助培训师不断提升专业
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水平。

在实训设备设施的配置上，兼顾
基地的实训和鉴定功能，以达到行业
领先水平为目标定位，配置覆盖8大
专业实训设备。在培训实施方面，已
建成拥有400余人专兼职师资库；持
续优化培训管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
管理流程，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标准
规范；重视各类教材、作业指导书以
及电子课件的开发并进行大胆创新；
建设完善网络大学平台功能；将虚拟

现实技术引入电力领域，利用计算机
生成的人机交互系统，探索仿真培训
的新模式。

随着新实训基地的规划设计，基
地对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及网络、安全
性、服务满意度及工作任务管控、数
据质量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对
多种培训手段的支持要求也更高，需
结合不同的教学场景进行具体分析
和一体化考虑。为实现基地“三个中
心”即“培训实操中心”、“竞赛考试中
心”、“学术会展中心”的“智能校区”
业务发展目标，基地制定了《国网上
海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信息化发展
规划》，完成了基地业务架构现状分
析、IT架构差距分析、信息化蓝图设
计、IT架构建设重点工作，加强了中
心培训、考试、鉴定等核心业务的集
中应用，从而提高基地整体运行效率
和效益。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是从事上
海电力输、配、售的特大型企业，统一
调度上海电网，参与制定、实施上海
电力、电网发展规划和农村电气化等
工作，并对全市的安全用电、节约用
电进行监督和指导。

2013年，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提
出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申请，由上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家组评估
后，经人保局批准成为上海市高技能
人才培养基地。自获批成立伊始，国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从人力、物力、财力
等方面全方位为基地发展提供支持，
制定了实训基地十三五规划、三年行
动计划、两年执行方案等，计划建成闸
殷路、华新以及蕴藻浜三大实训基地，
共计总投资约2亿元，将完成51个实
训室建设，覆盖31个职业工种，91个
岗位，年培训量可达14万人，日最高
承载能力约750人，目前基地建设正
按照时间节点有序开展。

基地挂牌以来，累计报备培训量

为42064人次，累计入网培训总量为
2753人次，其中高级及以上培训人数
1689人，培训规模在76家高技能人
才培养基地中名列前茅。记者探访
的当天，闸殷基地内车位全部停满，
据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主
任俞国勤介绍，这种情况几乎天天发
生，学员从各地或乘公共交通或驱车
前来受训，基地每天接待的学员数量
约为四五百人，有时甚至能达到五六
百人。

在基地建设方面，公司从组织
建设、制度建设、人员建设等方面予
以保障。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实施操
作手册》设计了一整套高技能人才
培养基地项目全过程作业与管理流
程，明确了需求与计划编制，培训项
目实施，鉴定项目实施，津贴申请各
个阶段的88个节点。在流程设计过
程中，基地也得到人保局的大力帮
助和支持。

国网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探访：

用专业守护城市安全用电

基地培训规模名列前茅

多种培训手段高要求

实训作业保障学员安全

虚拟现实走进电网培训
解决培训中的高危险、高成本

培训现场学员正在进行仿真操作。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