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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与发展

做活“老”创新工作室  引领“新”创新风潮 

——包头供电局调度处工会开展职工创新工作室活动状况的调研 
孙少红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供电局  内蒙古包头 014030) 
 

【摘要】包头供电局闫志刚工作室受到包头市、内蒙古电力公司以及自治区局层面的认定,“老”创新工作室积极引入“新”思路，使推动

职工创新创效、成长成才灵活结合起来、有效扩展开来，激发职工创造活力、建设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职工队伍，先进和技术、技能人才

的榜样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有效促进了电网管理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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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活动就是要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爱岗

敬业、创新争优的积极性，激发职工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包头

供电局从 2011 年开始吹响了职工创新的“集结号”，启动了职工创

新工作室项目攻关、职工培训工作，收效甚丰，该局调度处“闫志

刚创新工作室”已经创建 9 年，收效明显，近日，这个“老”创新

工作室带动职工创新工作的“新”风潮。 

1  目前包头供电局调度处闫志刚创新工作室基本状况 
“闫志刚创新工作室”自 2011 年 7 月创建以来，一直在创新

发展中努力奋斗，现在，创新工作室全体人员继续扎根生产一线，

主要围绕包头供电局电网调度核心工作，对安全生产、电网管理上

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技术攻关、创新活动；围绕降本增效、技术

革新、安全生产等主题，开展技能培训、管理创新、学习交流等活

动，最大限度地影响和带动广大职工提升专业技能水平，培养科技、

专业、管理人才队伍。 

2 包头供电局调度处闫志刚创新工作室创新成果及成果简介 
闫志刚创新工作室重点针对新技术和新方法，结合调度自动化

升级、配网自动化建设和调度数据网建设三大重点工程和包头地区

220KV 电网改造，开展课题研究，取得如下创新成果。 

2.1  包头地区调度数据网网络优化的研究 

目前，包头供电局在电网调度自动化领域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能量管理系统(EMS)、调度员培训模拟(DTS)系统、配网自动化系统、

电能量计费系统、保护故障信息系统、广域相量测量系统（PMU）

等。尽管在应用层面取得了实效，但在数据传输网络化方面，仍然

是局部的、不完整的和初级的。因此，为调度各应用领域数据传输

提供网络平台已成为当前调度系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结合包头电网的结构特点、通讯网络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完

成了网络优化的设计：包头地调数据网采用三层网络结构设计，即

核心层、汇聚层、接入层。能够实现 10 个汇聚站平均分担所有接

入厂站业务量，减少单个汇聚站的负荷压力，增强设备运行稳定性。

不改变网络结构的前提下，较容易实现远期扩容的冗余度，减少远

期扩容所投入的资金。通过 10 个汇聚站点组成了 10G 数据环网，

该环网能够实现自愈能力，单个节点或通讯线路故障后，通过路由

选择不影响业务正常传输。 

2.2  包头地区风电运行管理系统的开发应用 

包头地区风电运行管理支撑系统的构建是伴随着包头供电局

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建设，结合调控中心调度运行人员的需求立项进

行的。面对包头地区百万以上的风电装机，调控中心调度人员需要

一套适合于本地特点的运行支撑系统，该系统在这样的生产需求和

技术支撑的情况下完成的。 

该课题主要是根植与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平台上，在充分利用各

风电场的风电综合通信管理终端、调度数据网络以及与中调气象资

源共享的基础上，完成地区风电总览、监视信息、功率预测、风电

AGC、弃风监测、风电 AVC、系统管理等功能模块的构造和建模。

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的适合包头地区调控中心对风电运行管理的支

撑系统。 

2.3  包头地区配网自动化系统的构建 

本课题是内蒙电力公司内部第一家试点完成的项目，目前已建

立起一套功能强大的配网主站系统并对包头市青山区内 6 回线路进

行配电自动化改造，对青山区棉纺变 6 回出线实现馈线自动化功能。

伴随着配电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和环网线路的形成，可以逐步的将包

头供电局管辖下的配网负荷的监控和管理纳入到配网自动化系统

体系中，形成覆盖较全面的配网指挥和控制系统。该项目建设中的

配电网典型接线形式模型、集中控制、分布智能保护配合模式，全

断路器（重合器）方案模型，全负荷开关方案及集中控制模型以及

配网自动化系统结构、信息采集规范、终端系统和配网自动化系统

通信等关键技术点都是结合内蒙电力公司以及包头地区特点建立

的，在内蒙电力公司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内具有很强的推广应用价

值，将在内蒙古电力公司配网自动化系统建设中推广应用。 

2.4  包头电网安全稳定及措施研究 

随着包头地区电网的发展，高压设备、大容量机组、大型风电

场等新能源系统的不断接入电网，给地区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

来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地区电网发展过渡期，短路电流超标、主

要设备越限运行、电网稳定运行水平较低等情况较为突出。在用电

负荷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如何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证供电可

靠性，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课题的研究结论为包

头地区电网的日常运行与调度控制提供参考和指导，有力的提高了

系统的安全稳定水平。 

2.5  调度自动化系统功能探索 

调度自动化系统功能探索过程中深入探索了结合包头供电局

调控一体化模式下的系统功能，其中调度员仿真培训（DTS）功能，

人机界面规范，信息采集规范的探索研究具有内蒙电力公司范围内

的先进性。在系统综合数据平台中，充分考虑到应用的需求，实现

了一区和三区数据的双向交流，达到了“动静数据结合”的效果。

包头 EMS 系统投入运行后，满足了包头电网调度监控一体化运行

的实际需求，包头 EMS 自动化系统，采用国际标准、先进的计算

机及信息技术，遵循“一体化设计、统一平台、模型共享、统一维

护、组件化建设”的设计原则，实现了数据采集信息分流、支持海

量数据处理的调控一体化平台，变电站集中监控、综合智能告警、

远方操作安全校核、角色定制的人机展示系统以及智能化数据质量

监视等核心功能，可有效提高电网运行和设备运行水平、适应调度

监控一体化运行体系建设需求。 

3  职工创新工作室是资源整合双赢的平台。 
它的成长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智慧的融合。是在原有创新成

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推动整体创新实力的提升。通过开展

专业技术分析、诊断、改进，课题攻关等方式，解决了一线难题，

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马成明.职工创新管理体系构建实践[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类，2019，（30）：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