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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电网整体战略部署下,当前电网的网架结构日渐复杂、设备规模持续扩大,相应对于电网设备

的故障处理和实时调度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虽然现阶段各级调度中心均已配备面向电网运行的能量管

理系统,但仍沿用传统“人工分析型”模式进行电网运行状态调控,高度依赖于人力,智能分析处理能力

不足。尤其面对电网中紧急事故下的海量信号分析、复杂电网接线等情况难以做出实时决策,易增加

调控人员的工作负担,不利于提高故障处置及恢复效率。基于此,亟需建立一种适应一体化调控模式、

满足输变电设备集中监控需要的调控智能分析辅助决策系统,为调控人员分析判断与决策规划提供辅

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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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overall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power grid, the grid structure of the current power 

grid is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the equipment scale continues to expand, with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fault handling and real-time dispatching capacity of the power grid equipment. Although the dispatching 

centers at all levels have been equipped with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for the power grid operation, they still 

use the traditional "manual analysis" mode to regulate the power grid operation status, which is highly 

dependent on man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capacity is insufficient. In particular,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real-time decisions in the face of massive signal analysis and complex power grid wiring under 

emergencies in the power grid, which is easy to increase the work burden of regulatory personnel,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ault disposal and recovery. Based on this,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 

intelligent regulation analysis and auxiliary decision system that meets the integrated regulation mode and meets 

the needs of centralized monitoring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so as to provide 

auxiliary support for the analysis, judgment and decision and planning of reg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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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地区对自身电网技术进行

了充分的优化,不断地完善了智能电网的相关内容,对智能电网

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电力资源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来说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保障人们生产生活的高效性,有关人员

要加强电力资源的供应,保障电力资源的正常使用。基于此,对

电网调控技术支持系统中设备监控大数据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1 智能电网发展现状 

在时代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我国电力技术也逐渐实现

智能化,现代电网在运行的过程中广泛采用先进的现代化技术,

例如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通信技术,将相关技术融入电

力技术当中,有效提高电网的智能化水平。当下智能电网已经成

为该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智能电网

的建设,提高电网的兼容性以及灵活性,为电力能源高效输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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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便利。实现电网的智能化运维可以进一步节省运行成本,有效

落实节能减排理念,并且有效节省电能在运维过程中的消耗,运

维质量也显著提升,进而保证用户的各项需求都得到有效满足。

当前配电企业已经在积极促进智能电网运维一体化建设工作的

实现,进而实现对资源配置的优化,有效提升配电企业的生产水

平,大大提升了配电网的生产效率。 

2 智能电网输变电设备监控需求分析 

在传统电网故障处理模式下,监控中心将接收到从设备处

反馈的故障信息,由值班员对故障特征进行识别与快速分析,完

成故障原因判定、生成故障维修方案,保障迅速恢复用户正常供

电。但在此过程中,主要依赖值班员进行故障类型判断、故障原

因分析,所需调阅的文档、预案、规程均较为复杂,且耗时较长,

无法适应电网规范化管理模式下的故障处置要求,现有调度自

动化系统已难以满足设备监控要求。现有计算机辅助决策模式

主要以SCADA系统中的告警信息为基础,从中挖掘故障表象,但

其监控范围局限于系统主参数,缺少对设备健康状况的监测,影

响到故障发生时值班员决策及处理效率。智能电网建设对于系

统的故障自愈功能提出现实需求,要求SCADA系统支持对全网电

力设备状态数据的实时监测与故障处理。在此背景下,亟需引入

数据挖掘技术建立调控智能分析辅助决策系统,采集电网实时

SCADA告警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定位故障原因,并生成应急处理

措施,为调度人员故障处置辅助决策支持。 

3 智能电网监控技术的作用 

3.1灵活性高 

在智能化水平上看,智能电网监控技术其自动化程度是非

常强的。因此,如果在电网的运行中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相关设

备出现了故障,此技术可以及时发现,并且在紧急情况状态下,

智能电网还可以维持相关设备的稳定运行,不会对供电状况等

带来影响。在对智能监控电网本身进行分析时,具有可变性,能

够在一些复杂和极端环境中,更安全的运行,从而对电网运行的

全过程进行监控,实现对信息的双向采集。 

3.2安全性高 

电网系统在运行中的安全系数会受到供电能力等因素的影

响。然而,智能电网监控技术本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就非常好,

其在电网系统运行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电网供电能

力差等问题,还能够实现对供电全过程中的监督,及时发现其中

的问题,或者是设备在运行中的故障,在保证各级设备之间有效

连接的基础上,提前对一些危害紧急情况进行更好地预防,只有

这样才可以将故障的发生概率及其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中,

预防事故出现连锁反应,进而保证电网系统运行的安全性。 

4 智能电网输变电设备监控设计目标 

一是对电网整体运行方式进行合理分析；二是提高设备信

号辨识能力,在电网运行过程中支持对故障信号的识别、判别处

理,生成故障分析结果；三是引入调度运行缺陷预警快速响应技

术,将实时消息技术与实际故障处理流程进行整合,建立集“故

障核心信息收集、多站端自动汇总、故障记录生成、故障信息

通报、检查要求通知、检查结果反馈、消缺工作安排、故障设

备恢复、信息汇报考评、故障汇编与故障查询统计”等功能于

一体的全套闭环故障信息流；四是运用调度运行智能辅助决策

技术,结合电网模型与实时数据进行电网大数据的收集处理与

智能分析,生成结论性结果并提供预案,实现对调度运行数据的

横向对比、纵向分析,为电网决策提供辅助支持。 

5 设备监控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5.1规范电网控制流程 

构建地区电网调控一体化安全体系,必须加强对电网生产

和管理相关流程的控制。制订电网调控中心基本标准,进一步强

调控制中心的职能职责,明确各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加强调控中

心的服务及管理能力,不断提升整个电网的调控质量。提升电网

调控的安全管理效益,调控中心的技术人员要随时注意调控步

骤的合理性,要依据作业标准规范调控,及时制止和处理违规操

作者。加强对调控系统设备的检验核查。相关技术人员在日常

工作中要加强对调控设备运行状况的监管,要定期检验设备的

运行状态。要指派专人进行调控设备维护和检修,对存在的重大

风险问题要及时处理,严禁拖拉和隐藏。同时,要及时纠正违规

操作等不规范调控行为。调度技术员要全面记录调度工作环节,

可采用比对核查的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 

5.2电网质量的优化 

质量优化技术在智能电网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有

关人员要利用质量优化技术做好电能的评级工作,对供电的基

本情况进行综合性的评估,并了解供电的内容,采取相关的措施,

积极地完善供电体系,保障供电质量,实现供电活动的顺利开

展。在智能电网具体建设的过程中,要想充分地发挥出各项技术

的性能,满足日常工作的需求,相关人员需要分析和评价相关的

电网技术,了解电网技术,在经济、质量、技术等方面的具体体

现电网技术的作用,做好评估体系的完善工作,同时也需要及时

地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充分地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促进供电质

量的优化,推动智能电网的综合发展。 

5.3电子式互感器的分析应用 

电子式互感器属于智能电网监控系统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其质量直接影响着智能电网监控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这

种设备结合电磁感应原理等多部分内容,可以保证电流运输的

安全性,实现对继电保护。在对其进行应用时,需要注意互感器

传变性能的提升,然后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改善继电保护的效果,

强化互感器的输出信号。在此过程中,还要时刻注意保护装置的

采样方式变化,应用测量频率跟踪方法对其中的电流情况等进

行计算。同时,如果在智能电网继电保护角度对此设备进行分析,

发现其对继电保护的影响是比较明确的。因此,在对智能电网监

控系统进行建设时,需要科学安装电子式互感器,在最大程度上

发挥此装置的效果。 

5.4电网故障智能告警单元的分析应用 

该单元主要提供事故/缺陷智能诊断、事故/缺陷逻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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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监视、历史事故/历史缺陷/频发信号查询、分段分类统计、

实时报文接收监视功能。面向设备缺陷信号和重要信号建立分

析程序,从变电站集中监控应用模块中获取前置采集的二次信

号、缺陷设备配置、重要用户配置等信息,对系统中输入的调控

操作序列实行设备信号匹配校验,并通过调阅信息库获得具体

操作方案,借此实现对告警信息的智能分析判断,及时向调控人

员发出提示及解决措施等信息。同时,为解决电网中发生复杂故

障情况下海量信息分析与处理问题,通过对主网故障智能诊断

技术进行研发,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多平台数据分析处理、完

成故障事件推理,在此过程中排除扰动事项,对故障损失负荷、

故障等级判定进行智能分析,并生成复电方案,实现信息全局自

动扁平化、对象化发布,有效提升电网事故应急协同水平、发挥

辅助决策价值。此外,面向不同类别信号分别建立针对性研判与

分析处理机制,例如对于一、二类信号,综合考虑网架结构、挂

牌、开关数据、刀闸状态等信息进行研判,生成科学的处置方案,

并将处置要求推送至相关人员处；对于三、四、五类信号,选取

一定时间范围进行信号检索,判断有无漏发信号,并生成对于越

限信号、信号越限设备电压的动态监视机制。 

5.5做好过渡工作,确保调控一体化有序推进 

调控过渡工作是促使旧系统向新系统过渡,旧技术向新技

术转化的重要手段。在实际工作中,电力企业既要确保现有系统

运行的稳定性,又要保证调控系统及电网设备的正常运行,要不

断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体系,提升系统的运行效率,提高电

网调控的安全性。建立电网调控一体化过渡平台,对引入新技

术、新设备的使用功能、运行效率、运行质量进行检验,以保证

新的技术和设备能满足调控一体化的需要。要做好集控站的移

交工作。加强集控站的移交工作有利于对电网调控进行集中化

监管。在实际工作中,要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验收细则,要确保

电网设备在交接过程中运行稳定和数据传输的完整。在工作之

初必须对各类数据信息进行核对,查明存在问题的信息原因,并

进行及时处理。工作要有针对性对策,分析和预判各类设备及系

统存在的问题与风险,提前防范电能耗损过大、电网调控不及

时、设备运行故障等问题,避免发生严重的电网事故。 

5.6电网风险智能评估单元的分析应用 

该单元主要提供电网实施运行风险、限电策略序位评估、

负荷预警、操作序列风险评估与设备健康水平展示功能。在具

体功能实现上,对电网主设备建立不间断扫描机制,动态分析引

发失压现象的成因及其可能诱发的事故事件等级,并结合风险

等级生成相应管控方案,保证实现风险可视化处理；在当前网架

中对关键设备负荷、潮流与稳定水平等数值进行模拟,对限电序

位、操作序列等进行评估；引入专家规则库、机器学习、BP神

经网络、自然语言识别等技术,建立电网48h负荷曲线,实现分钟

级预测功能,并批量化生成转供方案,自动消除安全隐患。 

5.7一次设备的智能化分析应用 

在对智能化的一次设备进行分析时,发现对继电保护影响

最大的是其中的智能断路器。当前断路器智能化的主要方式为:

传统断路器+智能终端。这种智能模式,不仅创新了断路器的操

作方式,还优化了断路器的操作流程,并继电器也实现了数字化

和智能化,能够在保证电网系统运行的基础上,及时发现保护装

置在运行的问题。 

6 结束语 

通过引入数据挖掘算法、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调控智能分

析辅助决策系统的结构框架与功能模块设计,可实现对电网整

体运行状态及各输变电设备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控与智能预警,

帮助调控人员直观了解电网整体运行情况,及时发现网架结构

的薄弱环节、精确定位设备缺陷及故障点,对智能电网设备状态

监测数据的实时处理、辅助决策,更好地维护电网系统的安全稳

定运行,也为其他调度中心及电网设备运行中的监控信息分析

及应用处理提供良好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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