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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变电站的主要特征

智能变电站是现代化智能技术应用于电力行业的具体

体现,相对于传统变电站而言,智能变电站是一个全新的智

能化控制体系,是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输配

电技术等基础上融合发展起来的智能化设备的集合。智能

变电站的特征主要表现为:(1)集成性特征。智能变电站实现

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等的高度融合,使得智

能变电站系统变得更为先进性。智能变电站的成功构建,其

中还应用到虚拟电厂技术与微网技术, 使得在数据采集上

更具实效性,使得数据采集工作变得更为简单、便捷。通过

多种技术的共同融合与集成, 打造了更为完善的电网信息

化平台,通过该平台能实现对电网系统的合理控制、实时监

控、智能化调节与制定决策等,为变电站的运行奠定了信息

数据基础。(2)可靠性特征。传统变电站主要依靠人工与计算

机技术相结合来进行工作, 而智能变电站主要依靠智能化

设备的运行来进行工作,相比较而言,智能变电站在效率、数

据处理、多方监测及环保等方面都具有较多优势。由于智能

变电站的先进性使得人力资源得到了大大的解放, 也消除

了数据处理方面的误差, 也说明了智能变电站具有更高的

可靠性。智能变电站的可靠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智

能化设备具有相对较好的稳定性, 就使得变电站及其设备

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能够对有效应对外部的干扰；二是智能

变电站自身具备对设备的预警机制, 能够进行诊断和自我

诊断,防患于未然,三是即便发生故障,智能变电站具有更快

的反应速度,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3)环保性特征。

智能变电站系统是将传统电缆进行转换, 将电缆更换为光

纤,选择耗能低的电子元件,并将传统变电站中的充油式互

感器转变为电子式互感器。在此过程中可看出,资源消耗问

题得以解决,节省大量的能源消耗,能有效减少变电站工程

建设所耗费的成本。与此同时,智能变电站的构建,能适度减

少噪音污染、辐射以及电磁污染和干扰,使得整个变电站的

电磁环境得到不断的优化与净化, 大大增强了变电站的运

行性能,进而达到环保的效果。(4)交互性特征。智能变电站

建设是以智能化技术为基础, 能够通过这些智能化技术为

电网提供准确、可靠、及时的信息, 夠保证电力系统能 正常

运行。智能变电站的主要作用是为电网提供信息,因此信息

的采集速度、范围都是智能变电站工作的考核指标,只有能

够与电网实现良好的交互性,才能在运行中采集到需要的、

足够的信息,并及时、充分地共享给电网,从而确保电网系统

的安全。

2现有智能变电站建设的主要模式分析

智能变电站作为智能电网的基础设施, 将网络化的通

信平台、数字化的全站信息平台、以及标准化的信息共享作

为基本运行要求,通过低碳环保、先进可靠、集成的智能设

备,可自动完成相关信息的计量、测量、控制、保护和采集等

多种智能工作任务,并可根据智能电网的实际需求,提供协

同互动、智能调节、在线分析决策、自动调节控制等较高级

别智能功能。就目前我国智能变电站建设基本模式而言,主

要包含两种基础建设模式, 其一是智能变电站数字化建设

模式,其二是智能变电站分散分布式建设模式。具体表现为:

(1)智能变电站数字化建设模式分析。智能变电站数字化建

设,是指在通信规范的基础上,借助变电站内部智能化一次

设备和网络化二次设备, 实现变电站内部的多种电器间的

操作、信息互享的变电站建设模式。数字化智能变电站内部

结构较为复杂、需求智能设备数量较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达到智能变电站的相关要求, 但其建设成本相对较为

高昂。并且此类变电站在建设过程中,要求每个间隔中的设

备满足功能相互要求,且可完成保护测控相关工作。此外,还

要求其故障录波、保护、计量等能够质量分析等工作,也要

相互独立。总而言之,数字化智能变电站在一定程度上可实

现智能变电站的运行要求, 但对建设设备和技术要求较高,

建设成本相对较高。(2)智能变电站分散分布式建设模式分

析。智能变电站分散分布式建设模式,是我国电力公司针对

110KV级以上电压级别的变电站推出的标准建设模式。分

散分布建设模式在建设过程中选用“直采直跳”的形式,采

样数据同国规定标准传送,基于间隔进行保护,并通过面向

对象相应通用的时间方式,完成状态量的传输工作。分散分

布式建设模式使用网络化数据相关站级完成对控制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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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5千伏智能变电站是电网智能化的关键性设备之一,在智能电网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 35千伏智能变电站

规模相对较小、分布较为广泛,故而对运行敏感性和建设经济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还应兼顾设备可靠、安全、智能等运行

特点。为了充分发挥其有效性,本文概述了智能变电站,阐述了智能变电站的主要特征以及现有智能变电站建设的主要模式,

对 35千伏智能变电站的集成化建设模式进行了探讨分析。

[关键词] 智能变电站；特征；35千伏；集成化建设模式

39- -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水电水利
第 2卷◆第 10期◆版本 1.0◆2018年 10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护,并在线监测间隔层设备。使用智能变电站分散分布式建

设模式的优势表现于, 可使自动化系统相关间隔层整体实

现测控两套系统以及自动化保护的功能, 并且这种保护功

能无需网络维持其可靠性。但从实际应用角度分析,此类建

设模式及其优势, 更适用于电压等级相对较高的智能变电

站建设。此外该建设模式的建设成本同样高昂,与 35千伏

智能变电站建设的经济性要求相悖。

3 35千伏智能变电站的集成化建设模式分析

智能变电站是智能电网的重要基础组成之一, 不同电

压等级的智能变电站在智能电网中发挥着不同作用, 从而

保障智能电网正常、平稳运行。其中 35千伏智能变电站作

为智能变电站的基础, 其建设成功与否将对智能电网建设

产生巨大影响。文章所述智能变电站集成化建设模式,在设

计时仍沿用三层设备和两层网络的相关标准进行, 并相应

设置监控、管理、五防一体的站控层,辅以视频监控、环境监

控以及安防系统实施协同管理。在间隔层使用两台主机替

代全站进行保护,并可灵活扩展录波、计量、备自投、接地选

线、母差、智能后备保护、电压无功控制等功能。此外,其就

地智能化装置, 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智能终端、状态检测

组、合并单元等设备。

3.1智能变电站集成化建设模式的相关站控层设备分

析

结合电网公司要求,35千伏智能变电站相关的站控层

设备,主要包括对时系统、运动服务器和监控主机等设备。

其中监控主机主要承担电能质量分析、设备检修管理、故障

波形分析、以及五防一体化管理等功能,并且还能相应完成

记录历史记录、管理变电站运动信息报表、显示以及控制等

功能。监控主机主要是由单机配置、双机配置或多功能工作

站配置。对时系统及运动服务器,则是依据实际变电站运行

状态在站域集成,从而达到保护主机内部的目的,并相应实

现内部信息调度互换、站内设备接入及时钟全站式维护等

功能。对于站控层的网络选择,既可使用双网设计,也可选用

单网设计。

3.2智能变电站集成化建设模式的相关间隔层设备分

析

结合电网公司要求,35千伏智能变电站相关间隔层设

备需包含集成站域保护主机相应的数字式电能表。集成保

护主机在功能上, 不仅要满足全站故障录波、电能质量检

测、VQC等部分站域后备智能保护以及系统优化控制相关

要求,还需满足变电站保护间隔的实际需求。在实际建设过

程中,应配备两台主机同时运行,并相应使用双机冗余配置

方式,以确保系统运行的独立性,避免数据间出现干扰,从而

保障系统安全。数字式电能表除正常进行累积电量的记录

外,还应具备接受网络数据的功能,并满足同变电站内设备

间信息互换的实际需求。

3.3智能变电站集成化建设模式的相关过程层设备分

析

结合电网公司要求,35千伏智能变电站相关过程层设

备应包含就地智能化设备、检测设备或状态传感设备,其中

状态传感设备应满足系统实时对一次设备进行在线健康监

测的实际需求。就地智能化设备则应实现合并单元、状态监

测、以及智能终端相关主 IED功能。就过程层网络而言,既

可选用 GOOSE 和采样值独立组网。也可采用采样值与

GOOSE联合组网进而形成双网冗余的组网方式。此外,如

需变电站时钟出现异常时, 仍保持保护系统相关功能正常

使用,则需使用光纤点到点的形式对其进行处理,以达到同

步对时网络的目的。

4结束语

综上所述,35千伏智能变电站作为智能电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且通过集成化的手段,35千伏集成化的智能变电

站建设模式不仅降低了变电站的投资、增加了变电站的可

靠性,也有效地实现了智能变电站所应具有的功能。因此对

35千伏智能变电站的集成化建设模式进行分析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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