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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约型配电自动化终端网络化检测技术在配电网馈线监控中的应用,大幅度提高了配电网馈

线监控终端测试装置集约化、自动化及网络化水平,使得测量工作无需繁琐的人工操作,进而大幅度提高

了测量的精准度。本文围绕集约型配电自动化终端网络化检测技术展开分析,从测试平台概述、网络化

检测技术、应用三方面来具体论述,以期为相关人员的具体工作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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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电网馈线自动化监控是配电网

建设中的关键内容之一,也是保障配电

网系统安全系统的重要举措之一。而馈

线监控终端作为馈线自动化监控中的重

要智能设备之一,应具备多项功能,才能

保证馈线自动化及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应

用效果。而当前配电网馈线监控终端设

备应厂家生产缺乏统一技术规范,且存

在技术指标、接口规范等不一致问题,

使得设备安装、调试等操作具有一定的

难度,且会制约配电自动化终端检测装

备的功能的发挥。因此,为了大幅度提高

配电自动化终端检测水平,应重视检测

技术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配电

自动化终端综合测试平台,具体分析网

络化检测技术及其应用效果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1 配电自动化终端综合测试平

台概述 

1.1综合要求 

配电自动化终端综合测试平台的建

设以提高配电自动化终端检测过程的集

约化、自动化和网络化程度为主要目的,

以期实现终端检测的自动化和检测报告

一键式生成。首先,集约化。基于通信顺

序来高度集成各项控制功能,同时辅以

多核CPU的协作处理功能来实现配电网

馈线监控终端的高程度的集约化检测。

其次,自动化。测试平台以多核CPU为基

础来高效处理多类功能单一仪器的通信

规约,在此过程中各项控制操作主要以

触摸屏或者上位机的一键式控制方式来

实现。自动控制功率源多种状态量的输

出,应按照预设测试项顺序来确定,并将

测试结果生成报表,如此实现配电自动

化终端综合测试平台的全程自动化操

作。 后,网络化。配电自动化终端综合

测试平台的搭建,并非单纯地实现了一

台终端的测试,而是可以满足多个综合

测试装置的测试,具体是在装置中安装

GPS/北斗双模,可以在网络的支撑下实

现系统管控。另外,配电自动化终端综合

测试平台功能强大,除了上述应用至外,

还可广泛应用在分布式终端的通信和故

检测中,且具有良好的效果。 

1.2配电自动化终端综合测试软件

系统 

软件系统中具体包括上位机软件、

PLC内置程序等。首先,上位机软件,主要

以Delphi为主要开发工具,面向用户的

主要功能众多,具体包括通信、数据分析

与操作、报表生成等。关于软件系统的

具体构成包括用户层、数据访问层和应

用层三部分,一是用户层。在用户层中,

软件系统中人机界面功能众多,具体包

括终端信息登记、三遥信息配置、报表

管理、通信配置、历史测试记录管理、

系统管理。二是数据访问层。在数据访

问层中,软件系统功能主要包括数据解

析、数据计算分析,并与用户层和应用层

相关联。三是应用层。在应用层中,软件

系统功能主要有以太网通信、串口通信。 

2 集约型配电自动化终端网络

化检测技术 

配电自动化终端综合测试平台中所

包括的网络化检测技术,总结包括三方

面的内容,具体如下： 

2.1多机双模分布式协同控制的配

电网络化检测技术 

在具体的应用中,主要是在测试装

置中内置SIM卡,并予以加密手机通过短

信方式来实现多台装置分布式协同控

制。同时,在配电自动化终端综合测试装

置中,采用双模自适应检测技术即可实

现不同场合下的自适应双模块授时。另

外,此项检测技术在手机的支持下可以

实现远程设定控制对象,同时可以将故

障类型予以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对

时间进行定时,从而为提高检测效果和

便捷性提供了可能。 

2.2多Agent双核协作控制的智能集

成检测技术 

此项检测技术的作用在于实现标准

源、各通信接口设备等的协作管理。具

体检测流程为主CPU接受上位机控制指

令后将其转发给标准源,并由标准源进

行与之相对应的操作。同时,主CPU接收

上位机设定的指令后,应发出通知从主

CPU中读取相应数据,并将返回到主CPU

进行数据上传回上位机的操作。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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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CPU应对通信接口、并和标准源、

标准表等多个通信设备进行协同管理,

具备多协议规约职能转换和协同合作功

能。 

2.3多态虚量注入的全自动托管检

测技术 

在多态虚量注入技术的应用支持下,

实现了虚负荷、多点检测等,弥补了传统

现场负荷测试条件不足、问题发现不及

时等缺陷。同时,多态虚量注入的全自动

托管检测技术的应用支持下,检测注入

量增多,在原有的电压、电流量的基础上

增加了功率、频率、分辨率等状态量,

这样一来就可以因注入量的拓展而不断

提高检测结果的可靠性。除此之外,多态

虚量注入的全自动托管检测技术可以应

对传统多测试项、计算繁杂等难题,原因

在于此项技术的应用,可以让测试装置

具备多协议智能转换功能,并在上位机

软件的支持下进行测试参数、测试全过

程的设定,进而可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

集、存储及误差计算等,并通过一键方式

来自动生成测试报告。 

3 集约型配电自动化终端网络

化检测技术应用效果分析 

集约型配电自动化终端网络化检测

技术在配电网馈线监控中的应用,除了

实现了遥测、遥信、遥控等功能之外,

还具有故障信号的捕捉功能。以ZY-F30B

的遥测功能测试为例来具体说明集约型

配电自动化终端网络化检测技术应用效

果。首先,遥测测试。ZY-F30B的遥测测

试接线方式主要以星型方式为主,从中

任意选择一路电压、电流来充当测试的

输入通道,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来接好

线路,后无需在测试中进行线的更换操

作。在测试模式选定之后,上位机应给标

准源发送预置参数,待标准源输出稳定

之后读取标准表数据和终端的遥测数据,

上述操作完成后将自动完成误差或者变

差计算,整个过程都是自动化操作,且全

程耗时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其次,应用成

果。馈线监控终端安装在配电网馈线回

路中,常见开关柜、开闭所等位置,具有

遥信、遥测、故障信号捕捉等功能,决定

了其与配电系统稳定性息息相关。因此,

配电自动化终端综合测试平台必须保证

可靠性和实时性。而馈线监控终端综合

测试平台的研发,实现了集约化、网络化

配电自动化终端网络化检测,并可以自

动化完成数据处理和一键报告生成,大

幅度提高了检测精准度和效率。 

4 结语 

通过本文分析可知,在传统的配电

网馈线监控中,存在集约化、自动化、网

络化程度不高的缺陷,且测量全过程由

人工完成,不具备高效率和高精度。因此,

为了整体提高配电网馈线监控终端综合

监测水平,应重视技术研究与创新。而在

集约型配电自动化终端网络化检测技术

应用支持下的配电自动化终端综合测试

平台可以大幅度提高检测效率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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