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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发展进程。在社会大力发展过

程中,各行各业对于电力的需求量和要求也在不断的增加,不仅要提高供应的电量,而且还要确保供电过

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所以,在电力系统中对于配电网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电力系统中的智能配电

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配电网运行的智能化,使电力行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良好的电力系统智能配网

设计,能够给智能配网系统的运行提供良好的基础保证。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了电力系统中的智能配网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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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i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industry to a great exten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mand and requirements of all 

walks of life for power are also increasing. We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power supply, but als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power supply process. Therefore, in the power system, the requirements for 

distribution network are also improving. The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the power system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intelligence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power industry. 

Good power system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design can provide a good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operation 

of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syste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design in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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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为了有效的保证电力系统整体的

安全和稳定,就需要加强对配网工作的重视。现阶段,电力系统

配网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信息传输不及时、无法确定信

息来源的准确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

运行。为了更好的解决电力系统配网的这些问题,就要注重在进

行配网设计时更多的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电力系统配网达

到智能化的程度,从而更好的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质量,为我国

电力行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电力系统中的智能配网体系组成 

1.1分布式电源并网系统 

与区域总电源相比,分布式电源的电力传送范围较小,并且

只能够满足短时间内区域的用电需求。目前,电力系统智能配网

中的分布式电源并网体系一般有微电网和即插即用两种类型。

微电网是一种新型网络结构,其能够实现自我控制,并且能够单

独进行工作。智能电网内部有着非常强大的配电功能,所以其可

以容许各种不同发电形式的接入,更利于配网系统的稳定运行。 

1.2用户入口体系 

用户入口体系是连接用户和电网的主要介质,可以有效的

实现两者间的交流和沟通。一方面,用户可以根据利用用户入口

体系,及时了解用电的价格以及电量,从而对用电量进行合理的

管理和控制,实现了对自己用电情况的把控。另一方面,电力公

司通过对体系内各类资源的分析,也能够了解用户对电量的实

际需求,并且及时了解用户用电高峰是什么时间,从而更好的进

行日常的供电调控。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使用户用电更加方便,

而且还能够有效的实现电力公司对用电量的合理调控,有效的

提高电力公司的经济效益。 

1.3新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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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智能配网中应用了先进的高科技技术,从而实现

配网系统的智能化。其中新技术体系包含高级配电自动化、柔

性配电技术、故障电流限制技术、保护控制技术等等,这些高新

技术的综合,使得智能配网的运行模式更加智能化、规范化,从

而有效的保证了智能配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为整体电力

系统的安全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电力系统中智能配电网存在的问题 

2.1建设水平过于落后 

现阶段,从智能配网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智能配网的建设

水平较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

衡,有些地方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智能配

网的建设,从而给当地的电力系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而有些地

方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很难有精力和资金投入于智能配网的建

设中来,仍旧采用传统的配网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用户

用电需求的满足,而且还会严重阻碍当地电力行业的发展。 

2.2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 

电力系统智能配网建设工作的完成,并不代表着配网系统

就能够始终保持在安全、平稳的工作状态下,还需要对其进行科

学的管理。但是往往有很多电力公司不够重视对智能配网的管

理,从而使得智能配网的功能很难全面发挥出来。科学的管理方

法能够将电力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从而降低电能的损耗,并且

减少用电故障的发生,因此,要加强对智能配网系统的管理。 

2.3技术上存在问题 

智能配电网是电力系统中配电环节的重要技术之一,其关

乎整个电力工程的发展和运作情况。智能配网作为一种新兴技

术,其已经逐渐代替传统的配电技术,而且还有效的提高了配电

过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智能配网使用过程中,技术上存在的

问题一直是作为严重的问题。首先,互操作性体验较差。互操作

性是智能配网的主要功能之一,该功能可以将电力系统的所有

设备进行协调,实现同时工作。但是该功能在技术上还存在一些

问题,无法使各设备间获得良好的相互协调性。其次,计算机的

安全问题。智能配网的使用主要依靠计算机完成,但是在应用计

算机时就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无法确保配电网用户端的信

息的安全性。 后,能源的选择上面存在问题。能源匮乏已经成

为我国甚至全世界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选择与智能配网更

加相适合的能源已经成为智能配网在技术上的重大问题。目前,

我国智能配网还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技术也在不断的完善和

创新,很难明确 适合智能配网使用的能源,这也是目前技术方

面存在的重大问题。 

2.4人为管理上的问题 

目前,我国智能配网还处于不断更新和完善的阶段,在其使

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人为管理的问题。智能配网管理工作的专

业性较强,对于人才的要求也就较高,但是现阶段专业技术性智

能配网人才相对来说较为短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智能

配网的发展。而专业技术人员的短缺,就会使得智能配网管理方

面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甚至还会违反一些规范和标准,对职

能配网的运行造成很大的影响。 

3 电力系统中的智能配网设计要点 

3.1智能配网的设计目标 

智能配网设计目标的制定是智能配网设计工作的基础和前

提,只有制定了明确、符合实际的设计目标,才能够使智能配网

的设计方案更加科学、合理,更好的适应当地的用电需求。在进

行智能配网设计目标的制定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确

保设计目标符合当地用户的实际需求,使电力系统智能配网的

设计能够顺利的执行。第二,提高智能配网系统故障监测的质

量。故障是影响智能配网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只有及时的

掌握配网发生故障的地点和原因,才能够尽快解决故障,为用户

提供平稳的配电过程。这就需要在进行配网设计时,要注重对报

警、控制、监控等系统的设计,实现对智能配网的全程监控,有

效的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3.2规划配电系统功能 

在电力系统智能配网中,有着非常多样的系统功能。所以,

在进行智能配网设计时,还要加强对配电系统功能的规划,全面

发挥出智能配置的功能性,为电力系统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其

中,数据监测功能、数据存储功能、数据传输功能、故障监测功

能是配电系统功能中 基础的功能。只有对这些系统功能进行

良好的规划和设计,才能够使智能配网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因

此,在进行智能配网设计时要注重对这些系统功能进行规划和

设计。 

3.3智能配网调控主站设计 

智能配网调控主站是由各种高性能的硬件设备组成的,在

对其进行设计时则离不开对这些硬件设备的应用。并且硬件设

备的质量对于智能配网的运行效率有着直接的也影响,因此在

进行智能配网调控主站设计时,要尽量选择性能较高、兼容性较

高的设备,为智能配网的运行质量提供良好的条件。智能配网调

控主站系统的硬件设备主要有智能数据采集设备、历史信息的

存储设备、实时信息的存储设备、智能配网调控中心以及安全

装置等。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智能配网的主要通信方式有光纤通

信和无线通信两种,为了更好的保证通信系统的持续运行,在进

行智能数据采集设备设计时要确保一台主机能够配备一台备机

的方式进行,这样在主机出现故障时,备机完全可以代替其正常

工作,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在进行历史信息存储设备和实时信

息存储设备设计时,要确保主机和备机都具有报警功能,并且还

有具备一定自愈的能力,避免出现信息的丢失。智能配网的调控

中心是全面掌握设备运行状态的装置,其能够实现对故障设备

的运程调控,保证整个系统的平稳云顶。安全装置主要就是利用

防火墙、密码锁等方式运行的,该装置有效的保证数据信息的安

全性。 

3.4做好电网调控一体化的应急事故的处理 

电网运行安全关于国计民生,为了确保电网调控一体化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在进行电力系统智能配网设计时,要注重加强

对应急事故处理的设计,为构建调控一体化的安全体系打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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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基础。首先,电力公司要根据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科

学的应急处理预案,并根据应急处理预案进行事故演练,及时发

现预案中的不足之处,确保每次应急事故的处置都能够做好。其

次,用电高峰期也是电网发生故障的主要时期。为了避免用电高

峰期出现应急事故,影响用户的正常用电,就要加强对用电高峰

期事故的处理。明确划分用电高峰期,并提前做好事故处理准备,

大大降低用电高峰期发生用电故障的概率,即使发生也能够在

很快时间内解决,降低电网运行发生事故的概率。 

3.5培养专业性综合型人才 

设计人员对于智能配网设计质量来说是 基础但是影响

大的因素,其专业技术对于整个设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为了提高智能配网设计水平,就要注重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

培训。在进行人才的培养时, 重要的就是进行实际操作的培训,

只有不断的提高工作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综合素质得到锻炼,

才能够使工作人员以沉稳的心态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并尽快

解决各项问题,确保整个电网系统的稳定运行。另外,工作人员

还要自觉的进行自我提升,积极学习更加先进的知识和手段,为

智能配网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电子系统中的智能配网系统能够在很大程度提

高电力系统的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智

能配网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要不断的进

行智能配网的研究和分析,注重对电力系统智能配网的设计,使

智能配网能够取得更加好的应用效果。在进行智能配网设计时,

首先要结合当地的用电情况制定一个设计目标,加强对各类高

科技技术的运用,使智能配网的智能化得到提升。其次,还要从

多个方面进行智能配网的设计,确保智能配网的运行更加安全、

稳定,从而为电力系统的升级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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