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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工程建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强电力工程技术研究对于强化电网运行稳定性

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电力建设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在电力自动化技术方面,电力系统内综合融入自

动化技术大幅提升了系统运行的智能化程度,减少了人工操作,提升了运行精度,减少了不必要的能量损

耗和故障损失。变电站作为电力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在电能输送过程中起到调整电流电压的重

要功能,随着自动化技术与变电站的整合发展,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与监控系统成为了当前智能电网建设

的重要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提升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与监控系统的建设水平,本文将以变电站综合自动化

为切入点,分析相关系统的具体内容并针对软件开发方面的相关技术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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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stability of 

power grid operation. At present, my country's power construction is developing rapidl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power auto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power system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intelligence of system operation, reduced manual operations, improved operation accuracy, and 

reduced unnecessary energy loss and fault loss.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subst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adjusting the current and voltage in the process of power transmiss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substations, substation integrated autom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of smart grid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substation integrated autom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this paper will take 

substation integrated autom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related systems and research 

related technologies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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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与监控系统是智

能变电站、数字化变电站的核心系统,

当前电网建设过程中由于各种数字化、

网络化技术应用层次不断加深,电网整

体的运行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传统变电

站缺乏必要的感知能力,无法完成数据

搜集、数据同步、数据分析以及自动化

执行等功能,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强

化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建设,提升一

次设备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通过改

善通信技术和控制模块来强化二次设备

的自动化水平。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与监

控系统是保障变电站运行过程中能够整

合多方向数据进行自我调控的关键,也

是目前电网建设中追求低能耗、高稳定

性、低人工干预目标的重要实现手段。

软件系统是整个系统逻辑运行的基础,

因此在相关技术研究过程中应将软件开

发作为重点项目,加深对技术的认知程

度、做好软件的开发与功能实现,这些对

于提升我国电力系统现代化水平有关键

意义。 

1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分析 

1.1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定义 

作为智能变电站的核心内容,综合

自动化的含义即在系统运行的各方向上

实现自动化控制,因此可以通过分析现

代化变电站的实际运行需求来明确变电

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定义,从这一方面

看,可将该系统既定目标总结为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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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第一是自动化信息处理,包含信息搜

集、信息整合以及信息参数对应的指令

下行。第二是自动化系统监控,其主要作

用是结合系统参数分析系统运行状态,

对异常情况进行告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

示问题原因[1]。第三是自控技术,强大的

信息处理能力需要与具体的执行单元配

合才能发挥相应的自动化功能,自动计

数包含多系统的执行模组,在强大的信

息处理功能之下执行模组接收动作指令

并完成相应的调控动作。最后是通信系

统,包括光纤、SV网等通信系统以及相应

的通信规约共同组成了可以满足高频通

信的信息通道,同时建立不同设备之间

的通信连接。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是一种

实现了变电站与电网整体系统互联互通

且具有高感知能力、高度自动化执行能

力的综合控制系统[2]。 

1.2特征分析 

从整套系统的技术特征上来看,综

合自动化与监控系统具备以下几方面的

特征。第一,智能化管理。相较于需要广

泛人工操作的传统变电站,应用综合自

动化系统的智能变电站极大的减少了对

人工操作的依赖,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可

知,传统220KV中大型变电站需要6-10人

值守,而同等级别的智能变电站甚至可

以实现无人值守,各种参数的自动整理

和自动调控凸显了系统的高度智能化水

平。第二,功能模块化。更高的兼容性和

可调整性是该系统的重要特征,其在开

发过程中即考虑到不同变电站的不同需

求,在模组设计方面采取了模块化形式,

实际应用过程中根据具体需求进行模块

选择即可,而且模块化设计也大大增加

了系统的拓展能力[3]。第三是可视化。可

视化包括由视频监控系统提供的视讯画

面,同时也包括系统方针模拟功能构建

的二维或三维模型。在该系统中,工作人

员不仅可以直观的通过视频监控系统观

察变电站各部分的实际运行情况,也可

以在仿真系统构建的模型中对系统整体

运行态势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各系统的

运行关系。第四是互通与独立。采取综

合自动化与监控系统的变电站其各系统

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互通,但同时

其系统结构也呈现明显的分散化特点,

各个子系统本身都拥有相应的处理单元,

正常运行过程中可以保障稳定的互联共

通,而需要进行系统隔离时也可进行分

块隔离,各系统之间不会受到明显的相

互影响[4]。 

1.3技术分析 

系统下辖技术内容相对较多,其中

信息采集处理、保护技术以及远程监控

技术属于核心技术。信息采集包括开关

量采集、温度、电流、电压参数采集等,

整个采集过程需要通过站控层系统联通

交换机并与测控装置进行通信,通过SV

网络、GOOSE网络来进行参数通信,而底

层设备包括各种互感器和采集器。保护

技术包括继电保护、综合告警系统等,

保护系统不仅能够获取并处理当前变电

站的各项参数信息,而且能够结合动态

变化情况对告警定值进行调控,一旦出

现异常参数保护系统将对其进行分析,

明确其对系统运行的不利影响并根据数

据库应对策略发出相应的控制指令,通

过切断隔离、参数调节等对系统加以保

护,避免故障出现或避免故障加剧。远程

监控技术包括各种监控设备,涵盖环境

数据采集单元、空调控制器、通信服务

器、传感器(互感器)、门禁控制单元、

视频监控系统等[5]。 

2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与监控软

件开发 

2.1设计方案分析 

以某110KV变电站为例,该变电站在

综合自动化与监控软件开发过程中选择

了分布式系统结构,以数据处理中心为

核心点,围绕其搭建数据参数识别、数据

参数同步、数据参数分析以及数据参数

存储体系。在系统设计过程中根据不同

层级设置两层控制,站级控制包括SCS、

SMS、EWS以及RTU。其中SCS属于站级监

控系统,负责对全站参数信息进行分析,

过程中不仅进行事件记录同时也为保护

系统提供相关参数信息。SMS主要针对二

次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包括通信

连接、二次设备的运行参数等。EWS负责

结合站内参数信息进行维保工作。软件

模块方面采用高拓展性的组件模式,针

对本站35MVA的总容量设置相应的通信

网络拓扑结构,保障交叉通信的顺利进

行。对动作单元的不同状态进行定义,

以I/O离散型单元状态进行辨识,结合不

同动作单元的功能性动作进行命令语言

的编写[6]。 

2.2软件开发方向 

该软件需要实现的功能目标即为软

件开发方向,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

方面。首先是对远端设备的实时监测和

实时控制,这里就需要实现五遥,具体来

讲包括遥感、遥控、遥信、遥调以及遥

视。这其中又以遥感、遥测以及遥控为

主。满足三遥追求五遥是当前变电站综

合自动化与监控软件开发的重要标准。遥

感和遥测是保障对远端设备各项参数有

动态了解的基础,而遥控则是对远端设

备进行调控操作的核心功能,实现三遥

即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远程故障分析与

处置、远端设备操作等功能,而增加遥信

和遥视则能够进一步强化远程操控的可

视化能力以及多样化操控需求。其次是

主动监控,这一方面主要包括结合于软

件系统之中的各种传感器以及互感器设

备,同时还需要在软件开发过程中通过

遍布于全站的监控摄像设备来实现对全

站整体的立体监控。主动监控软件系统

根据监控内容的不同实时进行相应的信

息分析,包括视频监控的人员分析以及

传感器互感器方面的参数分析,异常参

数将触发报警系统并指明报警内容[7]。保

障软件的电力专业化水平也是相关系统

软件开发必须实现的目标,电力系统软

件应符合电力设备以及电力工作需求,

软件界面以及软件整体架构需符合软件

对应的具体工作内容,确保逻辑架构合

理。最后,软件开发需要注意软件的拓展

性以及硬件系统与软件的整合拓展能力,

针对发展态势预留相应的组件模块,同

时也为手动操作预留更多空间,保障系

统的灵活性和可升级性。 

3 结束语 

本文针对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与监控

系统进行了详细分析,明确了变电站综

合自动化的具体含义以及技术特征,深

入研究了相关系统的软件设计内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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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方向,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我

国智能变电站及智能电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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