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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力体制与供给侧结构改革有效促进供电企业的的快速发展，因此降低电网运行成本目前已经成为电力系统运行的

具体需求。下面本文对电调控一体化技术的相关概述、技术保障和优势特点进行分析，以此提出其在电力系统中的主要技术应用，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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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于用电依赖性不断增强，

并且对于供电质量的要求在逐渐提升。在此背景下电力系统的

安全运行被赋予了更高的标准，并且对于电力系统相关工作人

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电力生产过程中，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负责指挥和协调等任

务，以此来保证整个电网的安全运行。电网调控一体化技术在

我国的电力系统应用中已经十分广泛，在该技术应用期间有效

的简化工作流程，提升电力生产效率，为人们提供更加高质量、

高效率的电力服务。

1 调控一体化技术内容分析

目前所应用的调控一体化技术模式其主要将各个地区的

电网运行监视、操控进行整合，将该技术在电力事故处理方面

的价值和作用有效体现，并且承担着电力运行调整和电力指挥

的重要工作职责，实现设备与调度运行的相关业务有机融合目

标，资源整合力度加大，缩短工作环节应用时间与流程，最终

提升电网运行的效率和质量以及控制水平[1]。目前在调控一体

化技术的应用中，其主要的应用方式在于对电力系统运行实施

集中监控、分区监控与操作、不同班组的调度与统一监控等方

面。并且在每一个地区内部只需要设置一个调控中心，分为多

个运维项目操作站，有专业调控人士来对调度相关内容和设备

进行有效监控，同时实现远程监控和评价等相关工作内容。而

运维操作站的相关工作人员则需要负责设备或者调度期间的

巡视、缺陷处理和现场突发施加的应急处理等，保障整体电网

运行的安全与稳定。

2 调控一体化技术保障分析

（1）要想精准实施调控一体化技术，则必须要要建立监

控集中一体化平台和自动化调度系统，并且相关的硬件设施和

软件设施都需要满足实际电网运行需求和发展需要。另外需要

结合资源集控系统与自动化系统的有机融合优势，来实现对变

电站相关设施与设备的远程遥测、遥控、遥调、遥信以及遥视。

同时采取有效的整合与优化措施来实现地区调度和监控一体

化运行的相关要求[2]。

（2）在调控一体化系统的应用中，必须要结合其数据传

输的实际要求来完善数据传输通道的通信宽带，并且需要保证

每一个集控站都具备光纤通道，而在数据传输期间其主要通道

需要采取地区调度数据接入网，结合调控中心对变电站实现的

五遥技术内容来采用数据专业调度通行网络，而其他的常规筑

专线通道则作为备用使用。

（3）建立地区电网的故障报警和处理系统，同时需要保

证其能够对远程集控站实现自动安全装置功能、继电保护功能

和故障信息采集功能以及信息分析与统计功能等。并且需要利

用变电站的遥视功能将信息统一整合和上传到地区的调控中

心，以此来实现远程设备操控和运行装备的同步视频监视。

3 调控一体化技术优势分析

3.1 实现高效管理

调控一体化技术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电网的运行管理方

面，其能够将设备运营与调度相互融合，以此来有效简化电网

调度的运行流程，将一些无用或者多余的管理环节去除，提升

相关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而在智能电网调控一体化应

用中，相关管理人员和机构能够更加明确各个变电设备的工作

运行状态和情况，以便于在相关设备检查和维修期间能够更加

快速和有效[3]。另外在智能一体化调控电网期间，监管作用能

够得以全面体现，结合现代化设备和相关科学技术可以进一步

保障电网调控的智能化与自动化水平，以此实现电网的稳定运

行。

3.2 促使技术水平提升

在电力调控期间，传统电网管理主要是基于后台的监控和

维护，并且主要的工作流程相对较为复杂和繁琐，难以明确整

个作业中的工作重点和难点，进而导致相关设备和用户端不能

实现全面、精准连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电力

和电能的要求逐渐提升，这样促使电网的扩张速度过快，技术

落后较为严重，对于整个电网运行和管理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响。而在调控一体化技术的应用中，其不仅实现了电网调度系

统和变电控制系统的互联与互通，并且实现了电网调度和设备

维护的功能体现，其与传统模式相比较而言，对于技术人员的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第 2卷第 6期 2020 年

67

需求量有所减少，管理工作内容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有效的减

少故障和问题的发生概率。

4 电力调度监控一体化系统的告警信息优化研究

4.1 对于数据信息采取分别的处理

电力调度监控一体化系统需要进行分級的电网调度，电网

监控以及电网的运行维护等工作，各工作职能之间存在着较大

不同，各自接收到的告警信息本身的性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基于此需要对于与监控系统的数据信息进行分别的处理工作。

电力单位可以利用电网系统把上传到系统中的告警信息进行

分类工作，在告警信息的实际上传时采取分区管理的方法，防

止不同区域的告警信息被上传至其他的区域内，及时在同一个

变电站的设备中也需要把告警信息有效区分开。可以把告警信

息分为 6个阶段的处理，把全部的告警信息相对应的上传到同

性质的告警窗口中，第一阶段是对于电网系统中的故障信息向

事故信息的告警窗口上传，有利于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电网在

运行中出现的故障有一个较为标准的判断；第二阶段是对于开

关的变位信息向开关变位告警窗的上传；第三阶段是将设备异

常等相关的报警信息向异常信息的告警窗上传；第四阶段是把

电压、电流等遥测越限信息向遥测越限的告警窗上传，有利于

对于电网的实际运行数据进行实时的监控；第五阶段对告知信

息的处理阶段，主要是监控人员调出监控画面核实告知信息的

准确性；第六阶段是对于系统的运行信息进行处理的阶段，把

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信息存储与告警的数据库中。

4.2 对于告警信息中的干扰信息进行过滤处理

对于电力监控系统中的抖动信息进行延时处理后上传到

时序告警窗，当抖动信息出现延时过长时，已然没有恢复正常，

需要向相对应的告警窗进行上传工作，这样一来监控的效率有

明显的提高。实际的现场作业与维修作业，需要在监控的后台

中挂设屏蔽的指示牌，防止全部的现场作业的过程中产生的信

息直接向时序告警窗作上传信息的工作，对于不重要但是还未

解决的信心可以进行封锁，做好历史告警枯的信息记录，在问

题解决后解除信息的封锁。

4.3 对于监控画面进行优化

利用监控系统的导航做好光字牌动作的设置，能够实时的

掌握电网系统中的事故异常的信息，及时对监控系统中的监视

画面进行合理的调整与更新，有利于监控员能够最监控系统进

行重点的监控工作，促进监控系统效率的提高[4]。

结语：

在电力系统实施调控一体化技术之后，电网的相关工作将

变得更加“扁平化”和“垂直化”，这样不仅有效减少了工作

流程和工作时间，并且有效缩短了事故的处理时间，提升了电

力企业的供电可靠性，以此来为人们提供更加稳定、更加高质

量的电力与电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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