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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智能化配电应以配网调度为应用主

体，以面向整个配电网为基本出发点，采

用各种手段和措施，尽可能扩大配电信息

覆盖面（包括实时数据、准实时数据、非

实时数据），重点解决配网的“盲调”问

题。在此基础上，可扩大配电自动化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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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供电企业为了进一步满足配电生产指挥和运

行管理的需要，扩大配电自动化的应用范围。

因此,许多国家开始着眼于建造智能化的配电

网。文章介绍了智能化配电网自动化基本结

构及各种功能要求, 包括对主站、终端 / 子

站、通信系统、信息换总线等在配电网中分析,

并给出智能化配电网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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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进一

步满足配电生

产指挥和运行

管理等需要。

配电自动

化的建设与改

造应与智能电

网的规划实施

相适应。在条

件具备时，可

选择主站的智

能化应用功能

和相应的配电

终 端 配 置 方

案。尤其应注

重 在 自 愈 控

制、分布式电

源/ 储能装置/

微电网系统的

接入、与智能用

电系统互动等

方面的应用。

1 、配电自

动化系统基

本结构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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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总体架构图

见图1。

1.2系统描述

配电自动化系统由主站、终端 / 子

站、通信系统组成；上级调度自动化系

统、地理信息系统、故障报修系统、营

销管理系统、负荷管理系统、配变采集与

监测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等为外部系

统。配电自动化系统主要实现配电

S C A D A 、馈线自动化（F A ）和电网分

析应用等功能。配电自动化系统借助多种

通信手段，实现数据采集、远方控制，通

过就地型或集中型馈线自动化，实现故障

区段的快速切除与自动恢复供电。通过信

息交换总线，与外部系统进行互连，整合

配电信息，外延业务流程，建立完整的配

网模型，扩展和丰富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应

用功能，支持配电调度、生产、运行以及用

电营销等业务的闭环管理。可以扩展对于

分布式电源/ 储能/ 微电网等接入，通过

电网分析应用软件实现配电网的自愈控制

和经济运行分析，实现与上级电网的协同

调度以及与智能用电系统的互动。

2 、配电主站

配电主站必须满足国家、行业的相关

标准和要求。具备可靠性、可用性、可扩展

性和安全性，并可根据各地区配电网架结

构、配电自动化应用基础以及供电企业的

实际需求，选择和配置软硬件系统。

2.1基本功能

配 电 主 站 的 基 本 功 能 包 括 配 电

S C A D A 和电网分析应用，其中配电

S C A D A 为必备功能；电网分析应用为选

配功能，可根据数据完备情况和实际需求

进行选配。

配电主站在保证图形、拓扑来源的唯

一性的前提下，具备下列功能：数据采

集、状态监视、远方控制、交互操作、

智能防误操作、图形显示、事件告警、事

件顺序记录、事故追忆、数据统计、报

表打印和配电通信网络工况监视等。

电网分析应用软件包括：模型拼接、拓

扑分析、故障判断及处理、解合环潮流、负

荷转供、状态估计、网络重构、短路电流计

算、快速仿真、负荷预测、预警分析、经济

优化运行和可视化调度操作等。

2.2扩展功能

配电主站通过与其它应用系统的相关

信息交换和业务流程交互而实现的扩展功

能,包括：模型/图形信息交互、停电管理、

保电管理、双电源管理、计划检修作业、供

电可靠性统计、事故紧急处理和一次设备

状态监测等。

2.3与其它系统的互连

配电主站与其它系统之间的互连，应

采用基于IEC 61968 标准的信息交换总线

来实现，若有综合数据平台，可作为基于

数据库方式的应用系统接入信息交换总

线 。

数据的唯一性要求：配电主站应充分

利用其它系统中已有的数据，通过信息交

换总线整合“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共

享，保证数据的唯一性。

数据的完备性要求：配电主站根据应

用的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和约束，通过

信息交换总线对输入 / 输出信息进行转

换、映射、校验、过滤等，保证数据的

完备性。

接口的单一性要求：配电主站采用单

一的接口通过信息交换总线从其它系统获

得相关服务或对其它系统提供服务。

2.4智能化功能

智能化功能包括：分布式电源/ 储能

装置/ 微电网接入和监控、配电网自愈控

制、输/ 配电网的协同调度、多能源互补

的智能能量管理以及与智能用电系统的互

动等。

3、终端 / 子站

3.1配电终端

配电终端主要指用于开关站、配电室、

环网柜、箱式变电站、柱上开关、配电变压

器、线路等配电设备的监测和控制装置。配

电终端应采用模块化设计，具备较高的稳

定性、可靠性、可扩展性及维护的方便性。

配电终端的配置应满足《城市配电网

技术导则》的要求，配电终端的功能应能适

应不同可靠性、不同接线方式的一次网架。

故障隔离和恢复供电方案应充分考虑不同

于一次设备的特点。

3.2配电子站

配电子站放置在变电站或开关站中，

负责该站供电区域内的配电终端的数据集

中与转发。按功能需求分为通信汇集型子

站和监控功能型子站。配电子站功能应满

足《配电自动化系统功能规范》的相关要

求 。

3.2.1通信汇集型子站基本功能

（1）终端数据的汇集与转发。

（2）远程通信功能。

（3）终端通信故障检测与上报。

（4 ）远程维护和自诊断能力。

3.2.2监控功能型子站基本功能

（1 ）应具备通信汇集型子站的基本

功 能 。

（2）在所控制的配电线路范围内发生

故障时，子站应具备自动故障区域判断、隔

离及恢复非故障区供电的能力，并将处理

情况上传给配电主站。

（3）信息存贮功能。

（4）人机交互功能。

4 、通信系统

配电通信网的建设应综合考虑配电自

动化、计量、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等系统的

多种需求，统一规划设计，提高基础设施

利用率。根据配电自动化系统的不同实现

模式，合理设计、建设配电自动化通信网

络。配电主站与配电子站之间的通信网络

为骨干层，配电主站、子站至配电终端的

通信网络为接入层。

配电通信网应采用多种通信方式相结

合的原则组建，对于需要实现馈线自动化

的区域宜采用光纤专网通信方式；对于实

时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具备遥控功能的

配电终端，优先采用专网通信方式，采用公

网通信方式时必须符合相关安全防护规定

要求。光纤专网通信方式可应用到所有类

型的配电自动化系统，宜选择以太网无源

光网络、工业以太网等光纤以太网技术。配

电线载波通信技术是光纤专网通信方式的

补充，配电线载波通信系统使用频率、发送

功率和组网方式等应符合DL/T790相关规

定。选用适合配电自动化业务的无线专网

技术，应充分验证技术的成熟性、标准性、

开放性和安全性。无线公网通信方式以

GPRS/CDMA/3G 通信方式为主，可用于

不需要遥控功能的配电自动化终端通信需

求，应用时应符合电监会《电力二次系统安

全防护规定》相关要求。

5、信息交换总线

5.1总体描述

信息交换总线应遵循IEC 61 9 6 8 /

61970标准，以松耦合方式实现主站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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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导数法

十一、建模法

例12 某市出租车的计价标准是4km 以内为10 元（含10

元），超过4km 且不超过18km 的部分1.2 元/km，超出18km 的

部分1.8 元/km；如果不计等待时间的费用，建立车费与行车里

程的解析式。

解：设车费为f(x)元，里程为xkm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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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支持标准的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统

一融合的全CIM模型和IEC 61968消息交换模型，并可采用适

配器将非标准私有协议转换成标准协议，实现符合面向服务架

构（SOA）的数据集成。

5.2功能要求

具备61970模型/61968模型/扩展模型的动态集合管理功

能 。

具备61968 消息模型管理功能，包括消息定义、消息规

则定义、消息版本定义等。

具备61968 适配器接入、适配器管理及监视功能等功能。

遵循电监会二次安全防护规定，支持安全Ⅰ/ Ⅲ区的信

息交换。

支持任务流程化和业务流程化的服务（数据）共享。

支持消息的路由、转换、映射、校验、过滤等功能。

实现应用系统和交换总线之间的单一性接口。

6 、结束语

智能化配电网研究适应国网公司精益化管理需要，满足实

施配网调控一体化管理对技术支持体系的需求。按照“统一平

台、统一标准、统一设计、统一开发”的原则，统一配网调控

一体化技术支持系统功能标准进行设计，确保配网生产运行的

安全可靠和经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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