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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在电力系统电气工程自动化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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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技术应用特点及必要性分析

二、电力系统电气工程自动化的智能化设计

三、智能化技术在电力系统电气工程自动化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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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实现电力系统运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四、电气工程中智能化技术的有效应用

（一）在智能控制的具体应用分析

目前，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控制过程中有效的对智

能化技术进行应用，通过该技术可达到无人化管理及远程管

理的目的，进一步对管理实效性进行提升，降低了出现问题

的机率，也保证了工作质量。在高压以及危险系数比较大的

工作中，科学地对智能化技术进行选择，其与传统的控制工

作相比具有非常大的优越性。比如：在控制过程中，科学的

利用智能化技术能合理开展参数调节工作，且灵活性也非常

强。在调节阶段不需相关人员进行人工操作，减少了对人力

的需求。2020 年元旦长安东南地区受到“煤改电”负荷影响，

负荷增长大大超出前期研判，大年三十晚上出现区域负荷

裕度不足问题，110 千伏引镇变 1 号主变过载，急需进行 10

千伏侧的负荷转移，如果人力前往现场操作线路开关，一是

路程远时间来不及；二是夜晚行车安全问题。此时利用线路

上的智能化开关，通过远程操作及时开展了负荷转移，确保

了主变设备稳定，实现了区域电网的平稳运行。

（二）PLC 技术的应用与智能控制

顺序控制，是 PLC 技术所拥有的基本功能之一，在电

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可有效地实现顺序控制过程。经长期发

展后，PLC 的顺序控制功能也变得更加具有可靠性，且可有

效满足我国目前所提出的关于节能控制方面的要求。数据控

制可具体分成有序的若干部序或者说若干阶段，每一个阶段

都具有独立性，同时每一个阶段又相互关联，它们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在 PLC 层面，其会借由系统的实际情况还有输

出量情况去区分对应的环节，但在不同环节相应的输出量会

保持一致。借由对 PLC 控制能非常好地达到控制标准，而

在可靠稳定性上也会表现得更好。开关量逻辑控制，这方面

的工作主要借由编程实现，从而达到较佳的逻辑运算状态，

可对工业生产里不同的工程运转情况展开逻辑运算，举例来

讲，借助 AND、OR 等控制指令对继电器串联、并联、串并

联结合等各种连接方式的开关进行控制。在工业自动化中用

PLC 控制技术能实现一对一也可实现一对多的控制，实际应

用中 PLC 能实现超过十个节点的同步控制，以此为基础设

计工业开关，能直观地反馈开关量的控制作用。为满足工业

生产变化需求，PLC 控制程序直接在接入模块、输入 / 输出

模块中的检测信号及输出信号中建立中间变量，将硬件输

入、输出测点转换成数据块中的“位”，实现输入、输出测

点与数据块中“位”一一对应的关系，增加了 PLC 系统的

可读性和维修的简便性。

（三）电气故障诊断

电力系统内部电气设备处在运行状态下，因为诸多因

素影响可能会产生运行故障，这些故障在形成之前必然会有

相应的预兆。如果采用智能化技术实时扫描电力系统，可以

及时发现故障预兆，将其在未发生之前解决，维护电力系统

的稳定运行。电力监控系统内部采用智能化技术，一旦系统

运行过程中产生电气故障，也可以及时加以识别与处理，最

大限度地降低故障可能带来的损失。例如，变压器运行期间

存在故障，技术人员采用智能故障诊断技术，及时识别变压

器故障，并且将变压器渗漏分解，将故障检修范畴缩小。如

此一来，不仅变压器的故障得到解决，还提高了该电气设备

的运行稳定性，保证了最佳经济效益。

（四）电气设计

电气工程中开展自动化控制需要对现有电气设备进行

优化设计，然而电气设备内部结构所具有的功能具有复杂性

特点，设计人员需要深入掌握电气基础常识、电路特征等知

识，不仅提高了电气设计工作的复杂性，还为电气设计工作

人员带来更为严格的要求。以往进行电气设计工作，主要是

以实验、实践融合的形式为主，首先工作人员展开设计，参

考实践经验，优化设计方案。该模式效率比较低，还可能会

在设计与实践过程中产生失误，并且这种失误要想在后续更

正存在难度。鉴于此，建议应用智能化技术进行电气设计。

例如可以采用遗传算法，加强电气设计实用性，发挥遗传算

法优势，利用数学与计算机仿真运算，解决复杂的设计问

题，采用常规优化算法获得准确的优化结果。对于电气设计

优化、机器学习、信号处理以及自适应控制等有重要作用，

另外还有利于优化电力系统。

（五）系统远程控制

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一般会采用遗传算法，首先展开

系统控制的优化设计。尽管遗传算法能够将系统内部多功能

模块集中于相同的处理器，但是也会在运行期间导致相应的

问题，降低电力系统运行效率与速度，还有可能会出现故障。

运用智能化技术进行系统远程控制，可以实现电力设备的控

制与监督，节省材料的耗损，同时也使电力系统电气工程自

动化控制工作更加稳定的实施。另外，采用智能化技术代替

传统的人工操作，也真正实现了电力系统电气工程自动化这

一发展目标。

结束语：

总之，将智能化技术应用其中可摒弃原有的控制模型

指导，以统一规范的数据处理为标准，全面提升系统运行的

效率。需要全面的对智能技术展开深入研究，将电气工程的

现有运行状况展开分析，制定有效的应对技术方案，确保电

气工程能够正常、高效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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