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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电网调控一体化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与传统的电网系统管理相比，创新型电网

调控一体化管理模式更加智能化、高效化和集成化，能够对电网输电过程的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提高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

【关键词】：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管理；创新分析；措施研究

1 电网调控一体化系统的技术特点

1.1 系统架构

在电网调控一体化系统运行过程中，针对硬件部分，需要

选择兼容性较高、性能优异的计算机系统，使其在计算机系统

出现故障时能充分发挥硬件保护作用。同时，针对调控一体化

系统运行需求，对硬件的容量、结构和功能的可扩充性进行着

重选择，使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对软件环境变化具备更好的

应对能力。除此之外，需要配备相应的软件应用系统，为电网

调控一体化技术提供良好的支撑能力，帮助操作人员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扩充应用功能，提高整体电网调控一体化软件结构的

拓展性和兼容性。

1.2 系统功能

针对电网调控一体化系统运行过程，其数据采集和数据处

理功能占据整体系统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采集主要针对

系统运行中相关模拟量、数字量以及状态变化等数据的实时采

集。数据处理则指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对各项数据进行有效的

监测和控制，使其充分满足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管理需求。在

现代化的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过程中，其系统内部还具备相应

的故障报警功能，在发生运行故障时，能够对故障的部位进行

自动化的搜索，将故障数据进行真实的反馈，提高工作人员对

于电网调控一体化系统运行的控制效果。故障报警功能能够在

实际的电网开关控制、分合控制过程中得到有效应用，帮助工

作人员对可能发生的故障进行有效的预测，从而提高重合闸远

方投停工作效率。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如果电网部分地区发生故障，电网调

控一体化系统能够对故障区域与正常运行区域进行有效的隔

离，帮助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恢复区域供电情况。除此之外，

还能结合电网调控一体化系统，建立整体的应急处理机制，利

用系统的重构方案功能对电网配电设备运行的状况进行有效

的评估和管理，并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将评估和监

控结果以饼状图、曲线图等直观方式进行展示，为工作人员进

行故障解决提供极大的便利。

1.3 系统操作要求

除此之外，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系统还具备相应的远程控

制和远程调节功能，能够在电网运行过程中，

对电网实行远程闭锁、解锁、人工置数等功能，实现电网

远程的调度和监控。该系统功能需要与实际的电网工作人员相

配合，根据不同电网调控的要求和范围进行有效的划分，从而

提高电网运行效率。

2 目前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调控管理水平不足

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过程对于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具有

较高的要求，并且运行过程受信息化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水平的

限制程度较高。如果工作人员对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过程没有

进行有效的管理，会增加电网发生大面积停电等故障问题的概

率。在实际的电网管理过程中，往往一个工作人员需要管理一

个或多个变电站，并且变电站之间的距离较远，管理流程较为

复杂，整体工作量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电网调控一体化管

理工作埋下了安全隐患。除此之外，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过程

中发生的故障对于时间要求较高，需要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进

行有效的处理，如果管理人员的故障处理技术水平不能与实际

的故障发生时间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电网调控一体化

运行创新水平的发展。

2.2 调控一体化技术水平较低

电网调控一体化技术随着现代科技水平地提高，也在不断

地创新和完善。如果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电网系统没有得到

及时的升级和改造，会使得老旧的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设备与

实际的电网运行要求和标准不能进行良好的匹配，不利于电网

调控一体化监控系统、数据收集系统和数据处理系统等功能的

良好实现。除此之外，调控一体化技术创新水平需要与实际的

电网管理水平相配合，二者之间不能存在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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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管理创新对策

3.1 采用创新型信息分层管理模式

为了对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管理进行有效的创新，可以在

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对信息进行有效的分层管理。在电网调控一

体化运行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系统信息定义不规范、信息分层

出现差错以及外部信息干扰等问题，对整体的管理效果造成负

面影响，也降低了工作人员对于电网实际运行故障的判断效果。

因此，可以结合实际的电网运行管理要求，对整体的调控一体

化系统采取信息分层管理方式，将整体变电站数据搜集、数据

处理以及数据监控等信息进行科学的分层，按照不同分层内的

信息要求，为实际的调度管理工作提供真实依据，从而降低电

网运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概率。

3.2 进行电压分等级监控管理

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过程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针对不同地

区的电网监控管理标准，可以将实际的电压等级要求作为实际

管理工作的出发点。首先，需要对不同地区的监控和调度范围

进行有效的划分，比如针对 220kv终端系统、110kv电网和

35kv变电站的不同电压等级，将监控范围划分为：①上级调

度 220kv变电站的集中监控，对管线范围内的所有设备进行监

控与管理；②结合实际信息责任区的调度范围，将地调监控主

要负责 220kv、110kv的监控范围；③在城区范围的公用系统

监控中，主要负责 35kv的变电站监控管理工作。

3.3 促进管理人员集约化

为了使得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管理的效果得到充分发挥，

需要对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的调整，可以应用创新型集约化管理

模式。结合电网运行的实际要求，建立不同的岗位职责，对电

网运行调度、监控等工作范围进行优化调整，安排相应的管理

人员和监督人员。在实际工作开展前，进行专业的管理人员知

识培训，提高工作人员对电网调控一体化运行管理的认识水平，

从而提高电网调控效果。

3.4 充分利用数据采集技术

数据采集技术就是通过云端的控制行为将电网调控一体

化系统运行过程中应用变送器技术和 A/D转换技术，在应用

过程中对解决控制 SV以内的信号，通过 TTL电平信号转换来

实现。电网调控一体化系统一些设备具有明显的特征，其电压

和功率都较高，因此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需要

使用变送器中的对照功能，对电力设备运行参数进行科学的转

换，从而达到解决远动控制装置数据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

把电网调控一体化系统中的所有电流及电压数据转化成 TTL
电平信号，然后通过 A/D技术把模拟的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

技术人员对编码 YX信息数据进行搜集，将 YC信息数据进行

有效转化。通过数字多路型开关的实际应用，把数据传输到接

口电路中，使得到的信号通过铝箔进行调整，发现和分析高次

谐波。通过这种数据传输和收集模式，使得电网调控一体化系

统中的数据信息得到全面收集，提升数据信息的效率和准确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电网调控

一体化技术的创新优化变得更加重要。因此，相关电力工作人

员需要加深对于电网调控一体化技术的认识水平，积极应用先

进的调控设备和管理技术，提高管理人员自身职业素养，促进

我国电网稳定性、可靠性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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