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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力工业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命脉产业，和每个行业的发展、居民的生活工作都息息相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电力行业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管理水平也在不断进步。在高压电器智能化工作中，配电网保护自动化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有效保障了高压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应用效果非常显著。本文主要是从电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分析高压电器智能化与配电网保

护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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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中，电力工业发挥着功不可没的巨大

作用。现在的时代对电力需求非常大，人们的工作、生活已经完全

离不开电力。因此加强电力行业发展受到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电力企业也围绕提高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性，进行着大量卓有

成效的研究和工作。其中，顺利时代发展变化，利用现代化、智能

化、自动化技术进行电网管理改造，是一项迫切需要推进的任务。

基于自动化、智能化设备，促进电网配电系统的性能不断提高，减

少设备运行中的冲突，保证用户的用电安全，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

容和方向。 

一、高压电器智能化技术和配电网自动化技术 
智能化技术在高压电器中的应用，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

高压电器智能化设备的功能已经比较完备，能较好地满足高压电网

的运行管理需要。高压电器智能化技术，主要是利用智能化控制技

术，对采集到的电网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借助人们事前设定好的评

价方式和标准，控制设备进行自主操作运行。高压电器智能化技术

带来了电力工业的一次革命，彻底改变了传统变电工程的建设和运

行维护方式，利用电器智能化设备的较少成本投入 ，获得了电网

更好的经济产出效益。高压电器智能化技术以高效率、高效益、高

安全可靠性推动着电气设备朝着系统化、网络化发展。目前，通过

智能化技术可以将接触器、启动器、保护用电气和断路器、重合器

等众多设备进行系统化网络管理，在一个独立的局域网或者以太网

里，进行及时有效控制。众多小型网络联合组成更为开放的网络系

统，从而实现对电网的整体控制。高压电气智能化技术主要包括自

动化控制、传感器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等。 

配电保护自动化技术，是构成配电自动化系统控制和管理的主

要组成部分。配电保护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为实现以下功能：第一，

将电网突发的故障区域进行隔离，减少故障时间和发生更大事故的

风险，为排查故障创造条件。第二，全面监控电力系统网络的负荷

情况，对于突发负荷过大等情况采取及时控制措施。第三，实施调

整和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让电网和负荷始终相匹配，安全稳定运行。

第四，提高为用户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效减少电能损耗，在降低

电网总体造价的同时，减少后期配电网的检修维护成本，从而有效

提高供电质量和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效率。配电保护自动化技术，主

要包括配电网运行工程中的自动化技术，变电站及其中配电网的馈

线自动化技术，对配电系统进行自动化监控、保护和管理技术。 

二、高压电器智能化与配电网保护自动化的必要性 
高压电器智能与配电网保护自动化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一是利用自动化技术能实时发现配电网及其网内相关设备的

动态运行状态，对其进行监控和管理，改变传统电网管理中存在的

“盲管”现象；能及时发现配电网及其设备运行中存在的故障隐患，

增加检修的针对性，避免电网发生事故，减少故障发生率。二是利

用自动化技术更好地组织进行负荷转供操作。电网在进行扩装、设

备检修、故障应急中，经常会安排停电。传统停电计划组织中，主

要是安排电工到现场进行倒闸门操作。在现场对环网柜、柱上开关

进行道闸门操作，因为需要逐一进行操作，往往会造成停电时间过

长，对用户影响大，采用自动化技术后，不再需要人工在现场进行

操作，倒闸操作全部在计算机上远程控制，更加精准和快速，有效

降低了停电带来的影响。三是自动化技术提高了日常电网巡护的效

果，增强了电网工作的安全可靠性能。传统的电力抢修，主要是安

排电工到现场巡线，对发生故障的区域进行隔离操作，故障排除的

时间比较长。采用配电自动化技术后，能迅速找到电网的故障点，

自动隔离故障区域，安排进行检修，有效降低了故障带来的影响范

围，让抢修的人力物力工作效率更高、效果更好。四是自动化配电

技术能增强电网运行的安全可靠性能。电网运行中的安全可靠是最

首要需求。传统电网管理中人为影响因素过多，面对突发情况，人

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制约了对故障的排查排除效率和效果。自

动化技术能有效改变这一现状，促进电网实现持续、长时间的可靠

运行，在突发问题解决上更有效率。 

三、高压电器智能化与配电网保护自动化系统设计原理 
高压电器智能化与配电网保护自动化系统一般都是由主站、子

站和终端组成。 

在主站系统设计中，要突出对其他子站系统的控制管理。主站

是配电网的整体调度中心，是整个自动化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主

站必须具有稳定、良好的数据处理能力，对配电网中发生的任何事

件都能进行过程记录，全程采集电网数据变化情况。这些数据是主

站系统进行控制的基础。在配电网自动化设备发现故障时，会自动

启动故障隔离功能。主站系统必须具有良好的网络数据分析能力。

要通过利用先进的数据库技术，实现对配电网动态数据的交换，这

样当数据资源实现互联网共享后，就能实现和地信系统的联系，从

而优化和增加新的配电网设备。 

在子站设计中，要突出对任务的实时操控管理。子站的软件平

台必须有可靠、实时性能，能保证主站对电网的远程管理。配电网

子站系统建设需要配备大量的监控设备和传感器，要实现对电网全

方位、全过程的覆盖。面对配电网范围大、控制节点多的情况，子

站的数量要进行科学合理分布。既要保障主站通过子站对电网有较

强的控制权，又要减少子站的建设数量，降低电网的建设成本。子

站系统主要是实现保护 SCADA 功能，实现对故障区域的检测、定

位和自动隔离。因此子站系统，要和主站之间建立分层分级管理模

式，通过不同等级数量的配电站来保障远程管理的有效性、经济性。 

随着社会对电力需求越来越大，电力系统要进一步加强对高压

电器智能化与配电网保护自动化技术的研究，不断提高设备智能化

水平，增强配电网保护自动化技术的安全可靠性能，利用先进的互

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传感器技术等，构建更加科学可靠的配电

网自动化保护系统，从而为国家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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