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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策略探索 
贾永林  薛飞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供电分公司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750306） 

摘要：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为电力系统的运行、监控和管理提供更高效、可靠的解决方
案。本文将从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定义、发展历程、应用现状等方面入手，深入探讨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
策略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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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pow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w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ich can 

provide mor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solutions for the operatio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power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electric pow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will deeply discus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electric pow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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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电力信息技术是指通过信息化手段对电力系统进行管理、监

控、调度和优化等方面的技术。其目的是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可

靠性，降低电力系统的运行成本，提高电力供应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电

力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智能化技术等。 

电力通信技术是为了电力系统的监控、调度、控制和保护等目的，

建立在电力系统上的通信系统。它是电力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电力信息的传输提供了基础保障。电力通信技术包括数据通信技术、传

感器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光通信技术等。通过这些技术手段，电力系

统中的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之间进行传递和共享，从而实现电力系统

的远程控制和监测，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是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技术，两者

相互融合可以实现电力系统的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进一步提高电

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为保障电力供应的质量和可靠性提供了重

要保障。希望为此提供参考。 

一、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 
（一）电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 

电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那时，电力

行业开始采用计算机技术，用于电力系统的计算、设计和仿真等方面。

80 年代初期，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电力系统的监控和调度

等领域。90 年代以后，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力信息技术的

应用也进一步扩展到电力市场、电力交易、电力负荷预测和能源管理等

领域。目前，电力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电力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 

电力通信技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电力系统

开始使用通信技术，以便实现电力系统的远程监测和控制。60 年代末

期，数字通信技术开始应用于电力系统中，使得电力通信技术的功能和

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80 年代后期，无线通信技术开始应用于电力系

统中，这使得电力系统的监测和控制更加灵活和高效。21 世纪初，随

着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光通信技术也开始应用于电力系统中。目前，

电力通信技术已经成为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的应用现状 
（一）电力信息技术的应用现状 

电力信息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在电力市场方面，电力信息技术已经实现了电力交易的自动化和电力价

格形成的智能化。通过建立电力市场交易系统，电力信息技术可以自动

匹配电力供需双方的需求，完成电力交易的过程。此外，电力信息技术

还可以通过对电力市场的数据分析和电力合同管理，实现电力市场的智

能化管理和运营。 

在电力负荷预测方面，电力信息技术可以利用历史数据、天气预报

数据、节假日因素等多种数据进行负荷预测，从而为电力系统的调度和

运行提供参考依据。同时，电力信息技术还可以对负荷预测的误差进行

分析和修正，提高负荷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能源管理方面，电力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能源消耗分析、节能

管理、能源成本管理等方面。通过对电力系统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和监

控，电力信息技术可以为电力系统提供有效的节能和能源管理方案，降

低电力系统的能源成本，同时还可以实现对能源消耗情况的实时监测和

管理。 

此外，电力信息技术还被用于电力系统的监控、调度和优化等方面，

以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通过对电力系统的实时监测和管

理，电力信息技术可以预测和处理电力系统中出现的故障和异常情况，

及时进行调度和优化，从而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二）电力通信技术的应用现状 

目前，电力通信技术也已经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中的各个领域。在

电力系统监测和控制方面，电力通信技术被用于远程监测、远程控制、

故障诊断等方面。在电力保护方面，电力通信技术被用于保护信号传输、

保护动作同步、保护信息共享等方面。在电力调度方面，电力通信技术

被用于电力调度指令的传输、电力调度信息的共享等方面。此外，电力

通信技术还被用于电力系统的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等方面，

以保证电力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除了以上提到的应用领域，电力通信技术在智能电网建设中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智能电网需要对电力系统进行精细化管理，通过电力通信

技术，可以实现对电力设备状态、电力负荷、电力质量等信息的实时监

测，同时也能够实现对电力系统进行实时调控。此外，电力通信技术在

新能源接入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电力通信技

术可以实现新能源发电设备的远程监测和控制，实现对新能源电力的有

效管理和利用。另外，在电力安全和保障方面，电力通信技术也有广泛

的应用。通过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监测和预警，电力通信技术可以实现对

电力系统安全风险的有效控制，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性。电力通信

技术已经成为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对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

效率和可靠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的意义和作用 
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可以实现电力系统的信息化

和智能化，从而提高电力系统的可靠性、经济性和安全性。具体来说，

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可以实现以下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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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 

1、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 

通信技术的融合，可以实现电力系统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从而提高

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例如，通过远程监测和控制，可以及时

发现电力系统的异常情况，快速响应和处理故障，从而减少停电时间和

维修成本。同时，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还可以实现对电

力系统的实时监控和调度，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质量。 

2、优化电力系统的负荷调节和能源管理 

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可以实现电力系统的智能化

负荷调节和能源管理。通过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支持，可以

实现对电力系统负荷的预测、预警、控制和优化，从而实现对电力系统

负荷的合理调节和优化。同时，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还

可以实现对电力系统能源的实时监控和管理，提高电力系统能源的利用

效率和经济性。 

3、实现电力系统的智能化管理和优化 

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可以实现电力系统的智能化

管理和优化。通过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支持，可以实现对电

力系统的实时监控、预警和控制，从而实现对电力系统的智能化管理和

优化。同时，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还可以实现对电力系

统运行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处理，提高电力系统的数据处理效率和质量，

为电力系统的智能化管理和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4、促进电力系统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和协同发展 

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可以促进电力系统与其他行

业的融合和协同发展。例如，通过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支持，

可以实现对电力系统和交通、环保、安全等行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协同

发展，从而实现各个行业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 

四、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的策略探索 
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和措施

来实现。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加强电力 

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整合是实现两者融合的关键。为了

实现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需要将两者整合起来，形成

一个完整的电力信息通信技术体系，以实现电力系统的信息化和智能

化。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合： 

1、制定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整合规划和标准，明确两者

整合的目标和方向，以便在整合过程中保证两者的一致性和兼容性。 

2、建立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统一平台，将两者的技术

资源整合起来，以实现数据和信息的交换和共享。 

3、优化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设备和系统，使其具有更

高的互操作性和灵活性，以便更好地适应电力系统的需求和发展。 

4、建立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管理和运维机制，确保两

者的运行和管理的协同性和高效性。 

（二）加强技术研究和创新 

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需要在技术研究和创新方面

下足功夫。首先，要加强基础研究，深入探究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

技术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规范，为技术的融合提供理论指导。其次，要加

强应用研究，探索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场

景和方法，推动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此外，还需要加强技术标准化和规

范化的工作，为技术的应用提供标准和规范，促进技术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发展。 

（三）加强人才培养和交流合作 

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需要具备专业的人才支持和

技术交流合作。因此，需要加强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相关专业

的人才培养，提高人才素质和技术能力。同时，还需要促进电力信息技

术和电力通信技术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进步。 

（四）加强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为了实现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需要加强两者的研

发和应用。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1、开展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联合研发，以提高两者的

集成水平和技术水平，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 

2、探索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建立

相应的应用模型和标准，以实现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和信息化。 

3、加强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建

立相关的技术交流平台和人才培养机制，以促进两者的共同发展和进

步。 

（五）加强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安全保障 

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涉及到大量的信息和数据传

输和交换，因此需要加强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安全保障。具

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1、建立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安全保障机制，包括对电

力系统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加密和安全、安全审计和安全漏洞管理等。 

2、加强对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网络安全监测和威胁情

报分析，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的安全威胁，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 

3、加强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安全培训和管理，提高电

力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水平，减少安全风险。 

4、加强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为了实现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需要加强两者的推

广和应用。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1)推广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建立

相应的应用示范和标杆，以推动电力系统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2)加强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促进两

者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3)积极探索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如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以拓展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

术的应用领域。 

（六）提高电力信息安全保障水平 

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需要注重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在建设电力信息与通信一体化平台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信息安全技术的

应用和防护措施的采取，保障电力信息的安全可靠。同时，还需要加强

对电力信息安全的监管和管理，促进电力信息安全保障水平的提高。 

（七）推动电力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型通信技术也在不断涌现，如 5G、物联

网、卫星通信等。这些新型通信技术在带宽、传输速度、数据安全等方

面都有了更大的提升，因此也为电力信息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提

供了更好的条件。因此，推广和应用新型通信技术，也是实现电力信息

技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的重要策略之一。 

结语：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是电力系统信息化和智

能化的必然趋势。为了实现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需要

建立统一的整合规划和标准，建立统一的平台和管理机制，加强两者的

研发和应用，加强安全保障，推广和应用两者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通

过以上探索和研究，电力信息技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将为电力系统

带来更高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为电力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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