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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电力事故风险评估与控制研究 
邵峰 

（华能山东如意巴基斯坦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威海） 

摘要：本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方法，对电力事故风险进行评估与控制。通过收集和处理大量的电力系统数据，建立电力事故风
险评估模型，并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旨在为电力系统运行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依据，为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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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ig data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evaluates and controls the risk of power accidents. By collecting and processing a large amount of 

power system data, the power accident risk assessment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strategy is put forward. It aims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power system operation managers and decision makers of power system,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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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电力系统的规模不断扩大和复杂程度的增加，电力事
故的发生频率也逐渐增加，给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严峻挑
战。因此，对电力事故风险进行评估与控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大数据分
析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和方法，可以从海量的电力系统数据中挖掘有价
值的信息，为电力事故风险评估与控制提供支持。 

2 电力事故风险评估的数据来源和处理 
2.1 数据收集和整理的方法 
数据收集一般包括收集和整理过往发生的电力事故案例，包括事故

类型、时间、地点、原因、后果等信息。利用电力系统中的监测设备，
如传感器、测量仪器等，收集电力系统运行状态的实时数据，如电压、
电流、频率、负荷等。电力系统的运维和检修记录包括设备的维护、保
养和修复情况，以及定期巡检、测试和校准的结果。收集与电力系统相
关的环境和气象数据，如温度、湿度、风速、降雨量等。进行现场调查
和询问相关人员，收集关于电力系统运行、维护和管理方面的信息。在
数据处理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数据清洗、数据转换、特征选
择、特征工程、数据集划分和数据可视化。 

2.2 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选择 
数据挖掘。使用数据挖掘算法，可以对电力系统数据进行分类、聚

类、关联规则挖掘等分析，从而得到有关电力事故风险的相关信息。 
机器学习。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对电力系统数据进行预测、分

类、回归等分析，从而得到电力事故风险的预测和识别结果。 
深度学习。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可以对电力系统数据进行特征提取、

模式识别等分析，从而得到更准确和全面的电力事故风险评估结果。 
时间序列分析。使用时间序列分析技术，可以对电力系统历史数据

进行趋势分析、周期性分析等，从而预测未来的电力事故风险。 
2.3 数据质量控制和预处理 
在进行电力事故风险评估时，数据质量控制和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步骤，可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常进行数据清洗、数据
归一化、特征选择、数据平滑、数据插补、数据采样。在进行数据质量
控制和预处理时，需要综合考虑数据的特点、评估目标和具体需求，选
择适合的方法和技术。 

3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电力事故风险评估模型 
3.1 模型建立的原则和方法 
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电力事故风险评估中，模型建立的原则是确保

模型能够准确预测电力事故的发生概率和可能影响，并具有可解释性和
可操作性。模型建立应遵循数据驱动、特征选择、模型可解释性和可操
作性的原则。常用的建模方法包括机器学习、时间序列分析、数据挖掘、
深度学习和集成学习等。选择合适的建模方法需要根据数据特点和实际
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并与领域专家和决策者密切合作。建立的模型应经
过验证和优化，以提高预测准确性和稳定性，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2 特征选择和特征工程 
特征选择和特征工程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电力事故风险评估模型

建立中的重要步骤。特征选择是从原始数据中选择与评估目标相关的特
征变量，去除冗余或不相关的特征，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和泛化能力。
特征工程是对选定的特征进行处理和转换，以提取更有价值的信息。常

见的特征选择方法包括统计方法、信息论方法和机器学习方法，如方差
阈值、互信息、L1 正则化等。特征工程可以包括数据归一化、数据平
滑、数据插补、特征组合等技术。 

3.3 常用的大数据分析算法和模型 
常用的大数据分析算法和模型包括：关联规则挖掘、聚类分析、分

类算法、回归分析、决策树、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神经网络、深度
学习等。这些算法和模型可以用于从大规模数据集中挖掘隐藏的模式和
规律，进行数据分类、预测和优化。根据具体问题和数据特点，选择合
适的算法和模型进行建模和分析，可以提高对电力事故风险的评估能力
和精度。 

4 实施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电力事故风险评估与控制 
4.1 技术实施方案和流程设计 
数据采集：收集供电设备状态、气象数据、供电负荷等相关数据。

数据预处理：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去重、缺失值处理等，确保数
据质量。特征工程：根据需求和目标选择合适的特征指标来描述供电系
统的状态和环境因素。模型建立与训练：选择合适的机器学习算法或统
计模型，并使用训练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和调优。模型评估与验证：使
用验证数据对建立好的模型进行评估，检验模型的性能和准确度。风险
评估与控制决策：利用建立好的模型对电力事故风险进行评估，并根据
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和决策。持续监测与改进：对实施效
果进行监测和评估，并根据反馈信息不断改进和优化模型和控制策略。 

4.2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考虑 
采用加密技术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和传输。限制数据访问权

限，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和使用数据。采用匿名化或脱敏技术
对个人身份信息进行保护。建立严格的数据备份和灾备机制，防止数据
丢失和泄露。合规性审查和监管，确保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隐私政策。 

4.3 监测与反馈机制的建立 
建立监测与反馈机制的关键是实时监测供电设备状态、气象数据等

指标，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并根据预设的风险水平触发预警与报
警。同时，及时向相关人员提供预警信息，为他们提供决策支持，以控
制和降低潜在风险。定期评估监测效果和预警准确性，并根据评估结果
优化机制。 

5 结束语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电力事故风险评估与控制将进一步发展。随着物

联网和智能电网的不断推进，数据的规模和多样性将进一步增加，这将
为电力事故风险评估和控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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