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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运行后，变电站的监控职责由站端转移到调控中心，调控中心监控信息维护工作量大大增加。监控信息接入数量，单站

站端达到一万个信号以上，优化后也有5000多个，信息接入质量直接影响了监控运行人员对电网运行情况的有效监视。随着新

建智能变电站的监视信号接入调控中心，监控信息的数量大幅增加，对信号规范性、准确性提出更高要求。如何规范、完整、

准确、快速地从这些站端信号中挑选出调度集中监控需要的信息，变成一个难题。 



第一章 

应用背景 



4个难题 

集中监控信息表编制、审核工作对

专业要求很高，难度大，易出错 

       
1 

未建立信号相关的设备信息、厂家

信息台账，监控信息审核缺乏依据，

所有信息表的编制、审核都是在做

大量重复工作 2 

缺少信息表编制、审核、联调验收、归档等

工作的全过程管理平台， 审核、修改环节

的痕迹难以保留 3 

缺少集中监控信息管理延伸的信息表定值与

实时系统、OMS系统的信息交互、定期校

核、智能分析、辅助决策等高级应用 4 

应用背景 
（一）遇到的问题 



应用背景 

如何从源头上规范监控信息接入 

搜集变电站一、二次设备的厂家、型号及原

始信号，建立设备信息库，对设备信号—站

端信号—主站信号进行优化、规范、统一 

如何确保监控信息接入满足国网规范？ 

结合在运站监控信息表，对国调典型信息规

范进行增补，增加各地区特有的监控信息，

建立典型信息库，对主站监控信息进行规范 

如何实现监控信息全过程管理 

对跨部门、跨专业监控信息业务流程进行梳

理，优化现有业务流程，将信息表编制关口

前移，并在系统中明确分工，保留工作痕迹 

如何减轻信息表编制、审核、分析人员工作压力 

专门针对日常工作性质复杂，工作量庞大的业务环节

开发专业工具，例如为变电站信息表编制、审核、版

本管理、一致性校核、准确性/完整性分析等环节开

发实用功能，提高工作的准确性，减轻劳劢强度 

（二）解决方案 



第二章 

技术内涵和做法 



技术内涵和做法 

列丼所有基础信息 

NO.1 

NO.2 

建立信号规则库 

NO.3 

建立设备信号库 

变电站属性、电压等级、接线

方式、间隔类型、设备类型、

调度端信息 

建立变电站属性-电压等级-接线方

式-间隔类型-设备类型-调度端信

息的关联关系 

搜集新投设备信息、在运变电站

一、二次设备类型等信息，建立

设备、厂站端、调度端三者之间

信号的关联、映射关系 

       研究电压等级、接线方式、间隔类型、设备类型等因素对变电站信息表生成的影响，建立信号规则库；

同时搜集变电站各类一、二次设备的设备信息，建立设备信息库。 

(一) 建立设备信息库 



技术内涵和做法 

(二) 实现信息表全过程管理 

监控信息表 

基础库 

变电站分类信息 

间隔分类信息 

设备分类信息 

审核联调 

审核报告 

规则库 

变电站信号规则 

间隔信号规则 

设备信号规则 

信号库 

设备信号 

设备型号 

厂家台账 

信号智能分析 监控大数据 监控员仿真 

高级应用 

快速 自动 
设计院 

接线图 

设备参数 

信息表 



第三章 

应用情况 



应用情况 

应用
情况 

设备监控智能管理及分析决策技术

已经在全国18个网省公司进行省地

推广应用，取得良好应用效果。 

天津市调及全部地调 

北京市调及全部地调 

山东省调及全部地调 

四川省调及全部地调 



第四章 

取得成效 



取得成效 

1. 为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夯实基础 

 

增强智能化水平，对现有监控

系统设备监控管理业务进行优

化设计 

从设备原始信息库中全面、准确筛选调度

端所需监控信息，并自劢分类，实现设备

信息源端规范、统一 

数据一个源、
电网一张图、
业务一条线 

        从设备原始信息库中全面、准确筛选调度端所需监控信

息，并自劢分类，实现设备信息源端规范、统一，为实现泛

在电力物联网提出的“数据一个源”奠定基础，增强智能化

水平，对现有监控系统设备监控业务进行优化设计，为实现

泛在电力物联网提出的“业务一条线”提供支撑，提高工作

效率，满足调控一体化对监控信息接入的要求。 



取得成效 

监控信息库 

 存量及增量监控信息的规范、统一 

 设备监控运行数据智能分析、评估及决策 

 支撑大数据分析和调度人工智能应用建设 

EMS 
信号规则库 设备信息库 

运行数据 

OMS 

管理数据 

2. 建立统一、规范的监控信息库 



取得成效 

3. 提升信息表编制、审核工作效率 

自动编制
审核 

批量编制
审核 

人工编制
审核 

自动编制、审核 
与规范匹配的 

批量编制、审核 
相似间隔 

人工编制、审核 
与规范有差异的 

30% 

60% 

10% 

信息表编制、审核时间由
2个月缩短至1周（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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