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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文章首先对故障系统总体设计要求进行阐述,从主站功能、子站功能两个方面,对故障信息系统功能设计要点进

行解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继电保护与故障信息软件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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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力系统出现故障以后,通过故障数据分析,精准定

位故障发生位置,能够减少故障带来的影响,有效节约各项

资源投放,降低造成的损失。现阶段,电力系统正朝着高参

数。大容量趋势发展,超高压电网已成为了当前我国电网主

要网架结构。加强对超高压电网继电保护,建设完善的故障

信息系统,对促进我国电网事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故障系统总体设计要求 

1.1开放性和兼容性 

要想对当前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计进行保护,需要和其

当前及今后系统相互操作性进行综合思考,也就是和当前运

行的MIS系统、管理系统及数据系统等充分连接,确保原有用

户依旧按照习惯的操作方式进行,促进原有数据库信息的充

分协调和应用,思考系统和今后系统改革发展兼容性,保证

系统自身功能。 

1.2可扩展性 

应该凸显系统可拓展性和系统规模之间没有太大关联,

许可系统接入新的系统,或者增添新的功能。也就是在综合

思考电力超高压电网运行发展效率及趋势的情况下,不会给

增加变电站等带来影响,思考新元件接入给系统带来的影响,

如特高压电网、超高压直流线路等。 

1.3可维护性 

组件化结构体系具备的主要作用在于“即插即用”,在

软件系统的作用下实现电网运行维护,和物理通信介质没有

直接关联。通过可视化视窗,实现对电网维护管理。 

2 故障信息系统功能设计要点 

2.1主站功能 

该系统采取面向对象的设计理念,提供专门对象建模工

具,能够实现交互模型定义和管理。面对对象系统建模时,

和传统关系型数据模式进行比较,其特点更接近于满足用户

物理模型概念要求。每个对象和现实中物理客观实体之间有

着一定关联,如开关、变压器及线路等。 

2.2子站功能 

因为系统数据在物理环境中呈现出分布状态,要想让数

据可以得到集中管理,在进行子站设计过程中,需要具备主

站系统提供直连或者非直连厂站的子站系统功能。所以,在

设计过程中,需要子站做好本站数据采集工作,并和其他主 

 

这是保证防汛决策正确的基础。由于参与防汛工程的工作人

员都是在异地的,这样大大增加了商榷的难度,但是,随着水

文信息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商榷难度会大大降低。尤其是

视会商系统的应用,为防汛工程会商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

很强的基础保证。各个级别的防汛工程部门可以利用可视会

商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将防汛工作恰当的部署。可视会商系统

是典型的交叉技术系统,它将通信技术与多媒体技术有效地

融合起来。是目前最为先进的多媒体通信技术。该系统借助

先进的数据通信技术以及先进的视频传输技术,以高速宽带

通信网络为依托,全方位覆盖所有的防汛工程部门的信息系

统,在这基础之上可以进行远程异地视频和传递大量的图文

声像,也能够进行异地会商。 

3.4卫星定位系统在防汛工作中的应用分析。卫星定位

系统促进了防汛工作的发展。卫星定位系统将能够在防汛灾

情发生时可以在第一时间把灾害的位置判断出来。这为工作

人员提供技术支持,使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具体的部署

工作。应有效地结合通信网络技术和卫星定位系统,以确保

系统在发生威胁时发出警报。这对提高救援效率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卫星定位系统已应用于中国许多河流防洪工程中,

卫星定位系统为我国水利信息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4 结束语 

总之,合理使用水文信息技术对于防洪至关重要,它不

仅有助于控制水情灾害,还有助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促

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强水文信息技术在防洪

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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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充分连接,实现信息传递和共享。要求构成系统的主站、

分站以及子站产品在通信过程中都要满足国家通信要求。 

2.2.1数据采集及处理 

子站系统能够实现接入保护,配备录波器、安全自动装

置等,可以随时对装置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对其进行动作

保护,记录各个设备运行情况,把采集的数据保存到子站系

统中。子站系统在接收信息以后立即分析,响应主站下发的

指令,把历史数据传递给主站,由主站进行具体分析。 

2.2.2事件通知 

在系统出现故障以后,或者传递预警信息,子站能够及

时形成报告,并利用事件通知形式传递给主站。主站根据子

站发出的信息进行自定义处理,把指定级别或者指定设备的

报告进行传递。主站能够分配获取事件类型和来源。 

2.2.3远程维护 

子站系统具备远程维护功能,通过电话线或者网线等实

现操作。在上传服务过程中,子站可以提供远程维护功能,

相关人员通过远程对子站运行情况进行考察,并分配参数,

实现数据维护管理。 

3 继电保护与故障信息软件开发对策 

3.1硬件开发 

主站系统设计、开发都采取分布式结构,主站和子站之

间连接采取通信网络连接方式,促进子站数据快速处理和保

存,并将数据传递到主站中。受到管理的子站系统之间可以

相互练习,通过专业通信设备实现。为了可以给其他主站提

供服务,可以通过服务器主站方式,也就是在服务器等设备

作用下,在没有获得用户授权时,不能访问用户系统,系统安

全性可以实现保护。不同工作站分配的功能存在差异,可以

满足各个用户应用需求。在主站系统结构开发过程中,因为

继电保护和信息系统设备类型繁多,且数量规模较大,子站

系统应该综合思考怎样高效的把设备和系统充分连接,在后

期中可以实现对设备保护,包含了远程维护管理。在系统设

计过程中,应该综合思考通信连口问题。如可以应用光电隔

离器及多串口设备连接方式,让串口问题得到处理。一般设

备和工控机连接,利用交换机等设备实现。在子站系统作用

下,设备层收集的信息能够传递给各个主站及后台设备中。

子站后台需要配备人机界面及初步数据处理功能。 

3.2故障信息系统 

3.2.1软件开发结构 

在软件结构设计过程中,可思考分布式结构,整体系统由

多个分布式结构组合,并且分布系统组合包含了独立对象组

件,各个组建安装在对应位置,从而保证在网络范畴内任何一

个设备都可以实现即插即用,让系统更具开放性和可维护性。 

3.2.2操作平台开发 

要想实现操作平台无关性,整个系统应该允许不同操作

平台支持,而独立设计应用的服务器,对象持久化服务器应

该分布在上层应用及数据库服务器之间,通过建立关联性,

让对应程序和数据库可以顺利工作,实现各个故障信息之间

转换和传递。 

3.2.3系统结构可扩展性 

作为人机界面,通过对系统结构进行可拓展设计,能够

确保数据操作的合理性和规范性。通常,结构功能包含面向

方式,对系统图及地理可以进行连接操作,具有基础窗口操

作功能。通过设计人机界面,能够便于人员顺利操作。 

3.2.4二次设备集合与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设备自身具有独立组建程序,是建立于接口服

务器上形成的,具备的功能在对可以实现各项数据信息采集

和整理。数据采集工作开展需要得到服务器的支持,之后选

择对应的传递方式。数据采集和保存都需要在数据库中实现,

并关联对应设施,形成事件日志。 

3.2.5主站数据库 

收集的数据信息需要结合预先设定的方式进行处理,之

后将其保存到数据库中,实现和主站信息交换。在主站数据

交换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关系型数据库,将其当

作数据交换的主要平台、数据库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包含了

表、表和表的索引以及字段。通过索引对设备之间关系进行

描述,表和表之间索引为一一对应的,并可一对多,需要结合

实际综合思考,保证其合理的情况下建立映射,对其关系具

体描述。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继电保护设备在电力系统中发挥着重要意

义,但是在其运行中为了实现故障信息精准预测和处理,需

要做好数据采集工作,找出故障产生因素,并提出对应措施

处理。把继电保护和故障信息收集充分融合,综合思考数据

采集、处理等内筒,保证系统可以发挥现有功能,给电力系统

安全运行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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