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电水利 
第 2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18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技术之我见 
 

陆坚芬 
广西容县电力有限公司 
DOI:10.32629/hwr.v2i12.1768 

 

[摘  要] 众所周知,想要实现社会的工业化,电气工程极其自动化是毋庸置疑的先决条件,现如今,我国工业化建设发展十分迅

速,与此同时,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技术也得到了质的飞跃,令人欣喜,本文先分析了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紧接着阐述了电子技

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电力系统自动化进步,最后本文论述了当前电力系统自动化依赖 IT 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热点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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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都已经离不开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

自动化已经成为一门多功能的学科,在这门学科里,包含了

很多的内容,其中就有电子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以及网络

方面的技术,最为重要的是机电一体化的应用,其功能不仅

强大,而且涉及范围也比较广泛；电气自动化的主要特点是

“三大结合”的应用,强弱电结合、机电结合和软硬件结合

的应用。 

1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1.1 电网调度自动化 

所谓电网调度的自动化,其主要运行模式是由电网调度

控制中心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服务器、工作站、大屏幕显示

器、打印设备等,经过网络、专线方式连结下级电网调度控

制中心、调度范围内的发电厂、变电站端设备(如测量控制

等装置)等形成。电网调自动化能在电力生产过程中实时采

集与监控相关的数据、还能对电网运行进行安全分析和估计

电力系统状态,另外它还可以预测电力负荷和调度控制自动

发电系统,适合于当今电力市场的科学运作。 

1.2 变电站自动化 

变电站自动化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可以提升电力部门的

工作效率,不需要人为时刻的去监控,省下了大量的人力资

源,并且其监控的能力远远超出人为的控制,使得变电站的

安全指数大大提升。变电站自动化的主要任务是有效的监控

站内运行的电气设备,使其能够正常的工作。主要特征是随

着科技的进步改善了传统的监控设备,向数字化监控的方向

发展,譬如利用计算机电缆或光纤代替以往的电力信号电缆,

使得管理、记录、操作等方面变得简便而实用,数据也更加

具体精确。科技带动进步,现如今变电站的自动化已然是电

力生产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改革。 

1.3 发电厂分散测控系统(DCS) 

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DCS)是电力系统技术化发展最前

沿的一项科技。无论是其组建过程还是分布结构都是科技进

步的产物。能够快速的计算、统计并分析出相关的运作数据,

然后及时的反映给在岗的工作人员以及维护工程师,便于他

们针对不同的数据做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保证发电厂的正

常工作。 

2 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电力系统自动

化进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电力系统使用了当时最先进

的单片机技术,使得电力化设备得到良好的改善,更好的服

务大众。在当时,我国工业生产中使用的计算机和 PC 机技术

备受青睐,当时的设备可以快捷的完成电力系统实时数据采

集、分类、汇总、分析、显示、存档、打印、报警、完成操

作控制等任务。但是也存在着不足,解决不了工业快速发展

所产生的一些新问题。譬如系统结构、功能、通信协议等方

面都不够完善,还有操作起来也比较的繁琐,欠缺灵活性。直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系列的缺点才有所改善,科技的进

步带来福音,在信息归纳处理,服务器运行速度和承载负荷

等各方面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变电

站自动化和发电厂分散测控系统都得到很大的改善。与十年

前相比,不仅大幅度减少了电力电缆、通信电缆的用量,还降

低了设备的建设成本,最主要的是提高了系统的技术性能,

使得操作变得灵活、维护工作变得简单快捷,系统运行更加

安全稳定。 

3 当前电力系统自动化依赖 IT 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热

点技术 

现如今,我国的电力系统自动化主要是靠先进的电子技

术和计算机技术来完成相关的工作的,并随着这些技术的不

断更新,自动化的程序将会更加完美,当前其主要发展的内

容有一下几点,下面作出逐一分析。 

3.1 电力一次设备智能化 

一般而言,在电力局设备机组中,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

的安装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在它们之间,使用的是强信号电

力电缆和大电流控制电缆进行连接,而电力一次设备智能化

是指一次设备结构设计时考虑将常规二次设备的部分或全

部功能就地实现,省却大量电力信号电缆和控制电缆,通常

简述为一次设备自带测量和保护功能。如常见的“智能化开

关”、“智能化开关柜”、“智能化箱式变电站”等。电力一次

设备智能化主要问题是电子部件经常受到现场大电流开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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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起的高强度电磁场干扰,关键技术是电磁兼容、电子部

件的供电电源以及与外部通信接口协议标准等技术问题。 

3.2 电力一次设备在线状态检测 

对电力系统一次设备如发电机、汽轮机、变压器、断路

器等设备的重要运行参数进行长期连续的在线监测,不仅可

以监视设备实时运行状态,而且还能分析各种重要参数的变

化趋势,判断有无存在故障的先兆,从而延长设备的维修保

养周期,提高设备的利用率,为电力设备由定期检修向状态

检修过度提供保障。近年来电力部门投人了很大力量与大

学、科研单位合作或引进技术,开展在线状态检测技术研究

和实践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技术难度大,专业性强,检

测环境条件恶劣,要开发出满意的产品还需一定时日。 

3.3 光电式电力互感器 

电力互感器是电力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设备,其作用

是按一定比例关系将电气设备的高电压和大电流数值变换

到可以用仪表直接测量的标准数值,以便用仪表直接测量。

其缺点是随电压等级的升高绝缘难度越大,设备体积和质量

也越大；信号动态范围小,导致电流互感器会出现饱和现象,

或发生信号畸变；互感器的输出信号不能直接与微机化计量

及保护设备接口。因此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研究出新型光

电式和电子式互感器,国际电工协会已发布了电子式电压、

电流互感器的标准。国内也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正在加紧

研发并取得了可喜成果。目前主要问题是材料随温度系数的

影响而使稳定性不够理想。另一关键技术是,光电互感器输

出的信号比电磁式互感器输出的信号要小得多,一般是毫安

级水平,不能像电磁式互感器那样可以通过较长的电缆线送

给测控和保护装置,需要在就地转换为数字信号后通过光纤

接口送出,模数转换、光电转换等电子电路部分在结构上需

要与互感器进行一体化设计。在这里,电磁兼容、绝缘、耐

环境条件、电子电路的供电电源同样是技术难点之一。 

3.4 适应光电互感器技术的新型继电保护及测控装置 

电力系统采用光电互感器技术后,与之相关的二次设备,

如测控设备,继电保等装置的结构与内部功能将发生很大的

变化。首先省去了装置内部的隔离互感器、MD 转换电路及

部分信号处理电路,从而提高了装置的响应速度。但需要解

决的重要关键技术是为满足数值计算需要对相关的来自不

同互感器的数据如何实现同步采样,其次是高效快速的数据

交换通信协议的设计 

4 结论 

对于信息时代和科技时代来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在

不断地发展,这方面的技术也需要不断革新。21 世纪科技发

展重在人才的培养,只有高科技人才才能促进经济的进步,

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去迎接挑战,加强电

气自动化方面的人才培养,为我国塑造一批高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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