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抄表系统的现状及应用

杨　娟

（成都电业局�四川 成都　610021）

摘　要：介绍了各种应用方式的自动抄表系统的构成�并对其特点和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合笔者参与建设和
运行维护的居民户表应用实例�对自动抄表系统的现状进行了剖析�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居民户表自动抄表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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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抄表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ｔｅ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ＭＲ）是集
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用电及计量技术于一体�利用
微电子和计算机网络�采集、传感、传输等技术自动读
取和处理表计数据�将城市居民的用水、电、气信息加
以综合处理的系统。具有抄收速度快、计算精度高、
抄表同时性好、可直接与营业计算机联网等突出的优
点。采用自动抄表系统可以缓解抄表人员的劳动强
度、降低人为因素造成的抄表误差�从根本上解决了
入户抄表收费给用户和抄表人员带来的麻烦�避免了
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不但能提高管理部门的工作效
率�也适应现代用户对用水、用电、用气缴费的需求。

1　自动抄表系统的种类
最常见的远程自动抄表系统是采用分线制集中

抄表方式�即由数据采集器采集单只或多只计量表计
的数据进行处理、存储�各数据采集器之间采用总线
方式连接�最后连接至集中控制器上�通过Ｍｏｄｅｍ方
式远程传输至计算机。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并非千篇一律�从中派
生出许多种应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1　红外抄表系统

系统由计算机管理主站、红外手持抄表器、数据
采集器和电能表构成�数据采集器完成对某一表箱中

图1　系统结构
的所有电表的电量采集�不需要集中控制器�也不需
要通信线路�抄表时由工作人员到现场�用手持抄表
器抄收数据采集器中存储的电能表数据�然后返回计
算机管理主站�将手持抄表器中已抄收的电能表数据
通过ＲＳ232口�传送到主站计算机。

该方式的特点：①组网简洁、投入成本低�一般在
居民楼道的一个单元只安装一台数据采集器即可；②
一台手持抄表器可以抄读多台数据采集器；③无其他
运营费用；④如果加上集中控制器�可以直接实现远
程自动抄读。

该方式的不足之处就是�抄表工作人员需要到数
据采集器跟前抄读。
1．2　无线抄表系统

这里所说的无线�主要指近距离 （通讯距离一般
在几十米到几百米 ）无线抄表系统�其组成、应用方
式与红外抄表系统几乎相同�唯一差别就是手持抄表
器是通过近距离无线方式从数据采集器中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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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红外抄表方式是通过红外方式而已。
无线抄表系统和红外抄表系统一样�省去了集中

控制器�抄表工作人员需要到集中表箱跟前或附近才
能抄表�实现的是半自动抄表。
1．3　低压载波抄表系统

该系统利用四通八达的低压电力线路实现载波

信号传输�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充分利用电力线资源�
无须重新布线�实施简单、方便。

低压电力载波传输最大的缺点表现在：①高频载
波信号只能在一个低压台区内传输�无法跨台区传送
信号；②电力网络的阻抗特性及其衰减�制约着信号
的传输距离；③噪声干扰�决定着数据传输的质量。

低压载波抄表方式分为：单表载波模块抄表方式
和多表一个采集器的载波抄表方式。
1．4　485总线抄表系统

485总线抄表系统的组成与多表一个采集器的
载波抄表方式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就是数据采集器与
集中控制器之间采用的是总线作为传输通道。

该方式的显著特点就是：①传输可靠性高、传输
速度快；②可以不受台区变压器的限制 （可跨台区变
压器集中抄录 ）。

其缺点也很明显：需要敷设专用的485总线�实
施难度更大；需要采取防雷击措施。
1．5　Ｍｏｄｅｍ和ＧＰＲＳ远程自动抄表系统

Ｍｏｄｅｍ远程自动抄表系统和 ＧＰＲＳ远程自动抄

表系统�只是基于集中控制器与数据管理计算机中心
之间远程传输数据的方式�它可以分别与上面介绍的
低压电力载波、485总线抄表方式进行搭配�派生出
更多的应用方式。
1．6　光纤传输远程抄表系统

光纤传输采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应用于远程抄
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传输可靠性和稳定性更高、传
输速率更快。缺点是成本高、施工难度大。
1．7　其他特殊自动抄表系统
1．7．1　超窄带 （ＵＮＢ）载波抄表系统

该方式可以实现跨台区载波抄表。
1．7．2　工频抄表系统

工频抄表系统类似于超窄带抄表系统�不过它使
用的是通过工频过零点进行调制的载波通信技术�与
超窄带抄表系统相比�易受谐波干扰的影响�且需要
较大的注入功率�但传输速率比超窄带抄表系统高。

2　居民户表应用实例
龙泉驿供电局采用485总线抄表系统�以Ｍｏｄｅｍ

（电话调制解调拨号 ）的方式实现远程集中管理和控
制�主要对集中居民户表进行自动抄表。系统具有数
据冻结功能�满足线损管理的需要；具有远程自动停
送电控制功能�为解决拖欠电费现象的发生提供强有
力的手段；系统具有 “两率 ”监测功能�满足供电质量
管理的需要等等。
2．1　主要设备构成
2．1．1　集中控制器

用途：负责集中控制所管辖的数采器。
1）通过总线方式�按照设定的任务自动从数据

采集器中提取电能表的各种数据�并予以存储；
2）通过Ｍｏｄｅｍ通道方式向数据采集中心传递数

据；
3）接受来自管理控制中心的各种操作指令 （如

立即抄读当前数据、冻结数据、台变供电质量、台变供
电可靠率、停送电操作指令等 ）�并向数据采集器或
关断控制器传达指令�向控制中心返回执行结果。
2．1．2　数据采集器

用途：负责集中采集电能表的各种数据�传达和
执行各种操作指令。

1）自动采集电能表的各种数据�包括实时数据、
冻结数据、各种事件记录等；

2）接受来自控制中心的停送电操作指令�并进
行解码和纠错�将执行结果予以存储和传递；

3）通过总线方式向集中控制器传输电能表的各
种数据信息。
2．1．3　停送电控制器

用途：与数据采集器配套使用�接受来自控制中
心的停送电操作指令�进行解码和纠错�向关断继电
器传送指令对电能表执行分合闸控制�并将执行结果
返回控制中心。
2．1．4　停送电继电器

用途：与停送电控制器配套使用�对电能表进户
电源线执行停、送电控制。
2．2　实现的功能

1）实现了集中抄读电能表的数据�提高了抄表
效率：在居民楼道的每一个单元内安装一台数据采集
器�以完成对整个单元内的所有户表进行集中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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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居民小区内安装一台集中控制器�通过总线方
式将该小区内所有数据采集器所采集的户表电量集

中抄读并存储�通过 Ｍｏｄｅｍ自动将数据传输到供电
部门�实现远程无人集中抄表。

2）实现了对用户远程进行停送电操作：在居民
用户的每只电能表的入户电表后接一只关断继电器�
由一台停送电控制器集中控制�配接到数据采集器上
实现远程控制。通过上位机软件对欠费用户发送批
量停、送电或指定停、送电指令�系统自动执行远程
停、送电操作。

3）实现数据冻结。将冻结数据传回供电部门�
消除抄表时间误差�进行准确的线损计算�实现最基
础的 “分台区 ”线损管理。

4）实时监测。集中控制器通过对10ｋＶ台变低
压侧进行实时监测�定时将各种监测数据传回数据中
心系统软件进行分析�形成报表供管理部门使用。
2．3　应用现状分析

截至2002年初�由龙泉驿供电局直抄到户的居
民用户数为3916户�分管的用户较分散�距离供电局
最远的有近20ｋｍ。全靠人工方式�抄表人员需要4
人�每月抄表周期至少需要10天；数据录入时间至少

需要2天。对严重拖欠电费的用户采取停电措施时�
抄表人员必须到现场进行停电操作。

2002年10月龙泉驿供电局逐步在新建小区开
始试点推行远程集中抄表系统�先后在龙泉驿区洪河
镇新建小区恋日家园 Ａ、Ｂ区进行试点�经过一年多
的运行�基本达到预期效果；随后又将恋日家园Ｃ、Ｄ、
Ｅ、Ｆ、Ｇ、Ｈ区、丽阳家园、金山花园等新建小区全面推
广实施。

截至2008年底�由龙泉供电局直抄到户的居民
用户数已经达到16867户�由于选用带远程停送电的
自动抄表方式�目前抄表人员降至3人�每月抄表时
间只需10天即可完成；对需要停送电的客户�可以远
程进行操作。目前系统运行可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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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曲线�而这些曲线之间相位之差均为零�表明各
出线特征一样�应判为母线故障。
3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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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完全相同�而故障线路由于电感电流的原因使之与
正常线路之间存在一衰减电流的差别�通过复小波变
换可以发现这一差别体现在相位上表现为相位的延

迟�据此形成了一种新的选线算法�该算法对当前过
补偿系统下各出线相位关系难以确定的难题给出了

一种新的解决方案�通过仿真验证了该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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