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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电力计量系统中低压载波通信输入阻抗、信号衰减及噪声干扰等特性，系统性研究其干扰机理，通过硬件结

构、扩频通信、程序优化的设计，增强低压载波通信抗干扰性能，并对其性能仿真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案通

信成功率100%，误码率6.76×10-7~2.40×10-2，不同干扰源通信成功率≥95%，满足电力计量系统抗干扰要求，

增强了系统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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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put impedance，signal attenuation and noise interference of low-voltage carrier 

communication in the power metering system，the interference mechanism is systematically studied.Through the design 

of hardware structure，spread spectrum communication and program optimization，the anti-interference performance of 

low-voltage carrier communication is enhanced，and its performance is simulated and verif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unication success rate of this scheme is 100%，the bit error rate is 6.76×10-7 to 2.40×10-2，and the 

communication success rate of different interference sources is ≥95%.It meets the anti-interference requirements of the 

power metering system and enhance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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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LVPLC，Low Voltage Power Line 

Carrier Communication）是以电力线为主要传输媒介，实现

信息交换与数据传递，多用于电力计量系统中，形成电力网，

准确采集各终端用户用电情况。但是，LVPLC 运行中，属

于非规则信号传输，容易受各种因素干扰，存在噪声干扰强、

负载多、信道衰减大等特性，难以保证计量系统数据准确性。

因此，在电力计量系统中，应当深入研究 LVPLC 干扰机理，

优化其抗干扰性能，从而提高系统传输可靠性。 

1 低压载波通信干扰机理 

1.1 输入阻抗 

LVPLC 输入阻抗是通信重要参数，可影响信号耦合效

率，特别是载波耦合电路、特性阻抗之间相匹配，能提高能

量传输效率[1]。但是，电力计量系统中，次级内阻随信号频

率变化不断变化，或是受网络结构、导线特性影响，阻抗各

有不同。 

1.2 信号衰减 

低压电力线自身阻抗较为稳定，主要是电力线并联负

载，特别是调整系统功率的电容影响其衰减特性[2]。电力计

量系统通信中，衰减特性导致电力计量系统降低了接收信号

电平，导致接收端难以接收信息，需增加发射功率，克服信

号衰减。 

1.3 噪声干扰 

LVPLC 背景噪声属于高斯离散型，受通讯线路介质温

度影响，伴随介质温度提高随之增大。以性质干扰而言，

可将其分为周期性脉冲干扰、周期性连续干扰、突发性干

扰与时不变连续干扰等，干扰强度与频率不同时刻均有差

异，存在多变形，需提高其自适应力，对电力计量系统运

行造成挑战[3]。 

2 电力计量系统中低压载波通信抗干扰设计 

2.1 硬件结构设计 

在 LVPLC 以调制、解调载波信号为核心，选用 PL3105

专用通信芯片，指令周期 1T，采取 PQFP 封装，9.6MHz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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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内部集成载波通信模块，使得扩频、解扩时能够以内部

电路直接实现。而载波收发电路，需考虑其抗干扰性，具体

如下： 

第一，功率放大与整形滤波。芯片管脚载波调制信号输

出幅值较小，需采取功率放大器放大信号，进而与电力线耦

合。考虑发射电压对发射功率具有直接影响，能够提高电源

幅值，选用 12V 电压[4]。并采取 PVP 复合管（Polyvinyl Chloride  

and Polyurethane Composite Pipe），增加晶体管电流放大系

数，吸收低压尖峰干扰，减少电网谐波污染。 

第二，接收电路。隔离发送、接收电路，需安装滤波器

进行滤波，避免谐波对数据接收造成干扰，提高载波通信灵

敏度。该系统采取无源滤波器，与谐振回路进行并联，围绕

扩频信号对其设计，避免尖峰信号破坏接收电路。 

第三，耦合电路。载波信号以耦合电路作为输入/出通

路，能够发送信号至电力线，也能接收信号向通信板耦合[5]。

瞬态一致二极管使用 P6KE30CA，双向钳位最大 30V，需做

好电路浪涌保护，以防电流突然增大影响后级电路。 

2.2 扩频通信技术 

扩频通信（SSC，Spread Spectrum Communication）是扩

展频谱进而传输的方式，可对独立码序进行编码、调制，不

破坏传输数据[6]。该通信抗干扰性强，以香农信道容量对其

描述。如下： 

ܥ ൌ ܹ log2ሺ1 
ܵ
ܰ
ሻ      （1） 

其中，C 是信息传输速率，bit/s；N 是噪声功率，W；S

是信号功率，W；W 是信号带宽，Hz。信噪比≤0.1 时，需

增加系统传输信息速率，或增加一定带宽，保证信息速率无

差错传输。以直接序列扩频可准确将信源、扩频码序列等，

采取恰当调制模式发送信号频谱，便于接收端按照相同扩频

码还原信息，原理见图 2。DSSS 即便在高斯噪声干扰下，

信号相关性也十分理想，满足通信抗干扰要求[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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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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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直接序列扩频原理 

电力计量系统通信中，以扩频通信方式设置伪随机码，

对传输数据进行调制。具体流程如下： 

（1）生成 m 序列。M 级线性反馈移位最长寄存器 2m-1

周期，可产生码序列最长是 N=2m-1。以此确定本源多项式，

构造 m 序列移位寄存器，确定 m 序列码长度 15 位。 

（2）通信同步。发送、接收段采取同步技术，保证信号

相位、频率一致性，避免电力计量系统出现异常。以伪随机

码同步，接收机同步扩频序列前，搜索接收信号，不断滑

动本地序列码，确保发射机、接收机码序列处于相同扩频

码内[8]。 

（3）精确同步。同步跟踪根据 PL3105 芯片要求，采取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进行同步，设置延迟锁定环电路，将接收

伪码、超前伪码相关性相加，获得“S”曲线，过零点则是

伪码同步点[9]。 

2.3 软件优化设计 

在电力计量系统 LVPLC 运行中，将系统初始化，清理

寄存器与串口缓冲区等，以此设置载波模式，使其能够准确

接收指示灯、数据，上传数据至电脑。程序依次检查串口中

断、载波接收中断等，如有载波数据，将其输入载波缓冲区；

串口数据按照协议取出，完成数据发送。 

在串口通信中，PC 机作为通信发起端、目的端等，利

用 RS-232 串行口发送数据至载波通信模块，接收扩频信号

对其解调，解调后数据向 PC 机传输。此时，PC 机、单片进

串行通信，上位机为 PC 机，下位机为单片机，利用单片机

对任务、数据等独立控制、处理、传输等，完成数据通信任

务。此过程中，PC 机应设置串行参数，按照协议约定，发

送数据，使其能够显示出来，可设置 2400bps 波特率。而端

口设置参数后，打开串口，发送数据，自动发送至数据区。 

在载波通信中，在 PL3105 初始化后，设置工作状态寄

存器，准确控制接收门限、通信速率，注意读写时序之间的

配合。还要设置其收发状态，适当开放终端，便于接收方工

作，进而让发送方接收，否则容易丢失数据。同时，通讯程

序设计中，明确载波收发模式，使得上位机数据接收后，采

取透明转发方式传输数据至载波信道，数据量较大且程序运

行稳定，可借助中断程序，转移部分数据至缓冲器内。在载

波发送中，每隔 2ms 产生 1 次载波同步信号，由 CPU 检测，

将发送数据传输至相应引脚；载波接收中，接扩有效数据存

锁至引脚，生成载波同步信号，确定发送/接收时序图，完

成通信传输。 

3 电力计量系统中低压载波通信抗干扰性能分析 

3.1 载波信号波形 

该系统采取示波器测试 LVPLC 扩频载波信号波形，从

PL3105 芯片输出载波信号，波形是 0~5V 方波，涵盖丰富谐

波，通过功率放大电路对其测试，确定输出波形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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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带通滤波处理，可获得选频特性良好信号波形，对比芯

片波形输出前后较为吻合，验证正常传输时，其抗干扰能力

较强。 

3.2 通讯可靠性 

在载波通信模块测试时，需考虑其通信正常与否，设置

实验板，插入 220V 电网，2 板连接时，火线接火线，零线

接零线，上位机串口连接实验板，以串行口对控制数据进行

发送。并配置打印机、PC 机等，测试 1000 次通信情况，测

试 5 次，失败次数为 0，成功率 100%。并开展误码率测试，

衡量系统传输可靠性，确定不同距离误码情况，见表 1。可

见，误码率随距离增大不断增加，需控制系统通信距离。 

表 1  不同通信距离误码率 

发送比 

特数/bytes 

布线长 

度/m 

接收失误比特 

数/bytes 
误码率 

3000000 50 2 6.76×10-7

750000 100 4 5.23×10-6

550000 150 5 9.18×10-6

85000 200 3 3.35×10-5

65000 300 5 7.96×10-5

4500 400 4 8.89×10-4

2000 500 3 1.50×10-3

500 600 12 2.40×10-2

此外，考察载波通信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传输距离，选

择郊区、住宅区、商业区的白天（10：00~15：00）、夜晚（20：

00~22：00）测试，连续测试 3 天，确定通信距离见表 2。

可见，相比夜晚白天衰减较大，郊区衰减最大，商业区衰减

较小，合理利用规律可增强通信系统抗干扰性。 

表 2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通信距离 

白天 夜晚 
区域类型 

1 2 3 1 2 3 

商业区 445 460 450 525 550 520

住宅区 320 345 330 390 360 370

郊区 280 290 260 260 230 250

3.3 人为干扰 

低压电力线噪声干扰对通信质量具有直接影响，特别是

电热器、甩干机等人为设备干扰，选择密集住宅开展测试，

采取不同干扰源进行通信成功率测试，每个干扰源开展 500

次测试，明确电视机（工频异步周期噪声）通信成功率 99%；

电热器（脉冲干扰）通信成功率 96%；甩干机（平滑功率谱

噪声）通信成功率 97%，均超过 95%，满足电力计量系统

通信要求。 

结论： 

综上所述，低压载波通信中，特性阻抗、噪声、信号衰

减等影响。特别是智能电网发展下，光伏、风能等新能源引

入，使得输配电网更为庞大复杂，非稳定负载增加，用电负

荷动态化。因此，电力计量系统中，应当从硬件、通信、软

件等多方面出发对其进行优化，增强电力计量系统低压载波

通信抗干扰性能，从而满足系统要求，提高计量效率与质量。 

参考文献 

[1]胡亮.基于电力载波通信的精确定位读卡器设计[J].化工自动化及仪表，2025，52（2）：283-288. 

[2]佟文涛，葛威，殷敬伟，等.水声单载波通信中的块稀疏均衡器[J].声学学报，2025，50（2）：511-524. 

[3]梁薇，王丹丹，陈亚天，等.低压电力线路载波通信干扰耦合抑制系统设计[J].电子设计工程，2025，33（5）：178-181+187. 

[4]唐秋杭，李涛，陈华东.基于载波通信的电力终端数据采集检测技术研究[J].电网与清洁能源，2022，38（3）：74-79. 

[5]谢志远，陈冠宇，胡正伟.一种基于电力线通信的高可靠自适应台区拓扑结构识别策略[J].电力信息与通信技术，2025，23

（1）：10-17. 

[6]徐辛昌，王慢丽.基于电力载波通信的电能计量数据远程传输方法[J].自动化应用，2025，66（2）：247-249+260. 

[7]戴文骏，王康，夏凌，等.基于 PPDA 技术的电力线宽带载波抗扰通信方法[J].电子设计工程，2025，33（2）：86-89+96. 

[8]李佳欣.基于 HPLC 的智能电能表通信模块状态监测技术研究[J].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术，2024，8（12）：84-87. 

[9]王俊融，徐宏伟，熊萱，等.基于电力载波技术的电力计量通信终端远程控制方法[J].长江信息通信，2024，37（9）：92-94. 

作者简介：张倩（1993.1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本科，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电气自动化，智能化； 

田卓璐（1988-01），女，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电力系统计量设备故障诊断与预警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