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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营配数据整合分析 
索朗多吉  许江伟  宋泽涵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林芝供电公司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  860000） 

摘要：城市电网规模持续扩大，相应增加电网系统的复杂度，特别是电网负荷不满足应用需求。在数据整合管控
中，营配分离方式很难充分利用信息，所以要引入 GIS 系统，有效结合生产、管理过程，加大数据信息的关联性，保
证电力信息管理系统的完整性。本文研究中，基于 GIS 系统，深入分析营配数据整合问题，仅供参考。 

关键词：GIS 系统；营配数据；整合分析 
 
供电企业要为客户提供完善的电能服务，参考活动

需求建立管理系统，传输用户需求信息。但为了优化人
力资源配置，必须缩短整个活动过程，第一时间响应需
求。优化整合专业系统资源，能够及时响应客户需求，
保证数据处理效果，同时提升资源服务水平。 

1、建立营配数据管理系统 
1.1 系统架构 
在分析系统架构时，涉及到技术层、应用层、数据

层，通过不同视角，详细阐述数据治理与管控内容。在
建立信息管理平台时，应当将数据资源作为基础，保证
项目管理系统、数据应用系统的整合效果，提升配电运
行水平。将数据管理作为主要业务，提供必要的数据接
口，保障数据共享模式运行效益。针对实时数据平台，
则要联合变电站信息，优化配置计量自动化系统，保证
实时数据的集成效果。信息集成平台，高效处理数据交
互难题，提升配网运行的优化度，合理配置服务管理内
容。 

1.2 技术模块 
1.2.1 用户交互模块 
在用户交互模块，交互对象包括电网信息、移动接

入。通过系统数据，全面保证内容的可视化效果。利用
多体系、多渠道关联法，保证营配数据的准确性。技术
人员利用检索方式，智能输入各项数据，降低数据信息
的访问难度，并与业务接入需求相契合，保证数据访问
渠道的畅通度。 

1.2.2 服务模块 
在服务模块中，涉及到服务管理、流程处理、事件

处理等内容。基于总线技术，高度集成数据信息。在服
务管理模式的支持下，优化整合跨层级信息。通过事件
处理方式，合理规划营配数据的用途。 

1.2.3 数据处理模块 
在数据处理模块中，涉及到地理信息数据、电网实

时数据、数据资源，以标准化方式管控数据。 
1.2.4 基础体系 
在基础体系中，涉及到通信网络、服务器、服务平

台，加大营配数据的整合力度，凸显出业务系统的各项
功能。 

1.3 应用系统 
在业务内部部署应用系统，描述业务支撑平台、营

配数据的关系，优化分配停电管理、数据信息等内容。

从本质上看，子系统能调控数据信息，触发业务环节。
管理系统受理数据信息后，向子系统转移电子信息资料，
完成移交任务。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功能，实时分
析数据信息，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1.4 数据逻辑模块 
 在数据逻辑模块中，技术人员按照业务需求、应用

场景，建立科学的业务模型。在设定管理范围时，还要
兼顾用户信息、线损数据、配网调度、供电性能等，关
联业务后产生数据。建立营配数据模型，通过统一建模
法表达数据需求，将数据需求定义为数据包，保证数据
模型的完整性。技术人员参考关系图方法，保证数形分
类的合理性，并采用文字描述法。在数据交换层规划过
程中，技术人员应当合理使用 XSD 技术，按照模型的映
射规则，详细描述数据信息。此外，技术人员要明确系
统框架规划的若干问题，分为数据逻辑模型、数据概念
模型。对于逻辑数据模型，即优化概念数据模型。在基
本表、内容体系中，包含数据元素、信息分类编码，只
有科学分解概念模型，提升电力系统资源利用率，才能
准确描述抽象逻辑。对于概念数据模型，则通过归纳、
抽象法描述数据库信息，并采用主体数据库名称、内容
表示。在设置数据模型范围时，应当参考营配业务需求。 

2、基于 GIS 的营配数据整合 
在业务发生、运营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大量营配数

据，比如设备档案、用户档案等。通过 GIS 系统，能够
存储用户信息、拓扑数据、配网设备属性等信息，并形
成完整的设备档案。在 GIS 系统管理中，优化整合营配
数据非常重要，如果数据无法发挥出支持作用，就会增
加后续工作难度。在管理营配数据时，地理信息系统以
原数据、新数据协调法，形成完整的业务处理模式。 

2.1 基础数据建设要求 
针对工程系统管理工作，地理信息数据则为基础层。

利用电子地图描述电网信息，能够涵盖多个构筑物。在
电网体系内部，数据量内容非常多，比如短路器、避雷
器、变压器等中压设备。通过收集器装置，能够收集设
备的出厂编号、类型、额定电压等属性。地理信息系统
可以收集地理信息、设备信息，自动生成配网数据图，
并对配网设备拓扑关系进行协调。基于逻辑角度分析，
应当匹配各类用户资料，通过图像、数据等方式，获得
完整的资料内容。电网营配数据量多，完成基础建设后，
派遣专人统计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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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管理流程 
如果设备出现变更问题，营配数据也会改变，通过

GIS 系统集成法，对营销管理数据进行更新处理。在电网
设备体系中，包含多个业务类型变更情况，比如用户表
动、业务扩展、基础建设等，均会引起拓扑关系变化。
因此，营配数据更新操作中，应当将各流程集成在一起，
加大固化数据的维护力度，全方位检验数据质量。比如
在建设配网基础设施时，技术人员应当提交、审核电子
资料。审核人员负责管理提交内容，以标准要求编制电
子资料。当审核工作结束后，及时传输数据资料，同时
在系统内触发电子移交单，绘制接线图纸，上传设备台
账信息。如果数据资料不满足标准，审核人员应当及时
修正，并将正确数据上传到电子资料库。发布数据之后，
技术人员向项目管理系统发送信息，基于营配模式，全
面更新拓扑内容。业务扩展、移交的各个环节，都要实
行严格的管控机制。上述管理功能多是通过营销管理系
统、安全生产系统实现。 

3、主要功能应用 
采用软件平台体系后，数据治理、管理的效果比较

理想，多体现在空间分析、应用开发、数据传输等领域。
电网运行状态下，各地区用户可以同步操作，系统不会
出现延迟、卡顿等情况。通过安全生产子系统、业务管
理系统，能够保证数据互通渠道的畅通度。合理使用配
网 GIS 系统，确保用户享受到项目管理功能，同时在项
目库管理、统计规划、资金管理等流程中，充分发挥出
营配数据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衔接集成平台、营销系统，
必须保证各项功能应用的稳定性。 

3.1 分析系统的稳定性 
营配数据系统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应当重视指标

管控、可靠性分析、数据维护，从根本上提升系统运行
的稳定性。按照多元数据类别，掌控各部门的运行状态。
同时要联合供电可靠性标准，细化各项指标的计算内容，
以加强待执行事件、数据事件、审批事件的可靠性。预
期目标值、计算结果，都能为计划审批提供参考。此外，
技术人员参考用户类型、管理单位、地理数据特征，追
溯目标数据内容，保证数据的可调阅性。 

3.2 系统扩展功能 
当电力企业接收到用电申请时，应当派遣专人勘察

现场，核对用电类型、容量、性质，掌握不同等级的电
源位置，制定科学的电费计量方案。此外，参考用户申
请的地址范围，细化工程具体位置。在检索电源点之后，
比较数据分析与存储功能。通过上述根系可知，全球定
位系统的地理信息功能完整，可满足日常工作要求。 

3.3 整改不同存量数据 
分析数据结构，对比营销系统、配电 GIS 系统的线

变关系、站线关系、变压器信息，检索营配不同的数据，
整改不一致数据，确保线变关系、站线关系、变压器信
息的一致性。 

3.4 合理把控增量数据 
营销系统、配电生产系统的运行关联性低，容易引

发营配数据不一致问题。在数据电子化流程中，营销与
生产关联属于重要环节，由双方把控增量数据的准确性。
在规划过程中，应当遵循企业 IT 规划、战略规划、数据
规划。在建设过程中，将数据开发项目作为子项目。在
建立架构时，应当按照企业数据架构，保证数据共享效
果。在设置标准时，应当参考企业数据管理标准。在实
行管理时，保证业务流程、管理制度的统一性，科学管
理数据开发。 

3.5 开发相互闭锁功能 
对于客户工程，营销系统建立工单时，触发工单发

送至配电生产系统，科学管理和维护增量数据信息，同
时将数据信息传回到营销系统，全面确认数据信息。同
时要增加操作闭锁功能，如果生产信息未回传，则很难
归档营销工单。针对配电工程，生产人员要严格把控增
量数据质量，将中低压用户同步到营销系统内，确保营
配系统数据的一致性。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 GIS 的营配数据整合工作，应当合

理使用信息技术，保证数据服务模式的统一性，从根本
上提升信息资源的开发效率。同时要建立管理系统的流
程，提升数据整合质效，提升系统数据的应用效率，共
享数据信息，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同时减少数据工作量。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持续加强业务成果共享、数据共享
力度，加强应用功能，开发全新的整合管理模式，保证
营配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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