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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104 规约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措施。介绍了 104 规约的设置，网络通道的调试流程，

变电站数据总召及死区值设定、遥控操作、关键参数设置等内容。通过举例方式列举了基础数据维护中的常见缺陷，

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为电网运行提供准确数据，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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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ccurring in commissioning procedure of protocol 104，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ro-

posed． The settings of protocol 104 are introduced as well as the commissioning flow of network channel，the deadband and

critical parameter setting，total data requirement and remote control． The common defects in basic data maintenance are illus-

trated with examples，and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With the use of protocol 104，the dispatching automation system

can provide more accurate data for grid operation，which could ensure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power g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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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智能电网建设的不断推进，对电力通信规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循环式规约已经不能满足

智能化变电站通讯的需要，电力调度数据网的成功

建设，为智能变电站的通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IEC 60870 － 5 － 104 规约在调度自动化系统中

开始广泛运用，相比于以前的远动规约，更加灵活、
简单、经济、可靠。

目前 104 规约有 1997 版和 2002 版之分，2002
版对 1997 版的地址段进行了扩充，更好地满足智能

化变电站信息量的需求，扩充比较如表 1 所示。成

都地调 EMS 所使用的 104 版本为华中 2002 版。
表 1 1997 版与 2002 版 104 规约地址分配

类别 1997 版 2002 版
遥信 1H － 400H 1H － 4000H
遥测 701H － 900H 4001H － 5000H
遥控 B01H － B80H 6001H － 6100H
电度 C01H － C80H 6401H － 6600H

1 通道测试

EMS 系统中建立对应的厂站，填写 IP 地址及

RTU 号，选择对应的规约( IEC － 104 规约) ，厂站端

也做相应的配置，104 规约配置如图 1 所示。
若通道配置无误，则主站端发出激活报文帧功

能码 07，远动设备端应答帧功能码 0B。已建立的链

接会通过发送测试 APDU( TESTFR = 激活) 并得到

接收站发回的 TESTFR = 确认，在两个方向上进行

测试。

图 1 104 规约设置

通常通道测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可

以 ping 通远动设备网关地址，不能 ping 通远动设备

IP 地址，或者通道时通时断，误码率高，这个时候需

要检查网关配置，查看是否开放 2404 端口，检查网

络硬件设备运行情况等。远动设备应确保配置文件

中添加了所有主站前置机的 IP，以防止主站前置机

·94·

第 36 卷第 3 期
2013 年 6 月

四 川 电 力 技 术
Sichuan Electric Power Technology

Vol． 36，No． 3
Jun． ，2013



切换时通道中断，链路建立的一般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104 链路建立的一般流程

2 总召唤与死区值设定

104 规约中规定，远动设备端主动传送至主站

的遥测遥信均为变化数据，若数据一直不变化，则不

主动上送，为了防止大批量的数据不刷新状态出现，

需要定期对远动设备的全数据进行召唤。主站端总

召报文如图 3。

图 3 总召报文

从报文中可以看出，主站下发 06，远动设备端

响应( 07 ) 正常。在调试 110 kV 桐梓林站、110 kV

红旗站、220 kV 三圣站时出现主站端不能主动下发

总召命令，经检查为站端变化遥测的死区值设定较

小，有大量的变化遥测( 一级数据) 上送，导致主站

不能有效地响应总召命令，修改站端死区值后正常，

通常变化遥测的死区值设定为采样精度的 5 /1 000，

系统自动总召周期设定为 15 min。

3 基础数据缺陷

基础数据包括开关刀闸位置、保护信号状态、遥

测数据。
EMS 主站端与远动设备调试时，一定要注意基

础数据的起始点号，一般远动设备端从“1”开始，而

主站端从“0”开始，在变电站改造涉及运行设备，此

点尤为重要。

3． 1 基础遥信缺陷及处理

核对主站信号状态，可能出现和远动设备端状

态不一致，包括开关刀闸位置不一致、保护信号状态

不一致、开关双位置错等，处理方式为核对遥信点

号、极性、所选通道，若点号极性无误，则为远动设备

端故障，通知相关人员处理。
3． 2 基础遥测缺陷及处理

遥测数据常见缺陷为数据不刷新，曲线为直线，

导致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通道保持畅

通，数据没有上送，保持在最后一次变化的状态; 二

是远动设备端设定死区值较大。针对上述两种情

况，第 1 种需要重启站端总控机，第 2 种情况需要修

改死区值。另外常见遥测缺陷为站端更换一、二次

设备，更换线路 TV、TA，系数变化未及时通知主站

值班人员导致系数不对，这种情况需要和站端核对

系数并做相应的修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缺陷为某一个厂站所有遥

测数据均无小数，104 规约遥测传送可以采用归一

化值、标度化值、短浮点数传送，通常采用归一化值，

但有个别站( 如 220 kV 苏场站) 采用短浮点数传

送，若此时规约设置仍选择归一化值，则会出现全厂

站无小数的问题。
3． 3 报文正常显示，SCADA 显示不正常

报文正常显示，也能够被正确解析，但与实际值

核对不上，这是调试 104 常见故障之一，造成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主站与远动设备端关于

遥测、遥信、遥脉、遥控的起始地址定义不一致，造成

了“错位”; 二是远动设备传送的信息量超过了主站

预设的信息范围，对于超出的部分，主站做了丢弃处

理。对于第一种情况，处理方法为核对主站与厂站

端的规约设置; 第二种情况更改主站端对应厂站的

最大允许传送遥测遥信的设定值。

4 遥控操作

104 规约有单点遥控和双点遥控两种模式可供

选择，调试前应与远动设备端仔细核对相关设置，通

常选用单点遥控。
主站下发典型单点遥控预置报文如下。
68( 启动符) 0e ( 长度) 20 00 ( 发送序号) 06 00

( 接收序号) 2d( 类型标示) 01 ( 可变结构限定词) 06
00( 传输原因) 01 00 ( 公共地址即 RTU 地址) 0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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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信息体地址，遥控号 = 0x6005 － 0x6001 = 4) 80。
如果遥控选择但是没有返回，首先要确认厂站

是否允许遥控，其次认真核对遥控号，一般情况自动

化主 站 遥 控 号 从 0 开 始 ( 对 应 104 规 约 中 的

0x6001) ，变电站远动设备的遥控号从 1 ( 对应 104
规约中的 0x6001) 开始。

如果有返回，但返回失败，如图 4 所示。

图 4 遥控失败界面

图 5 遥控失败报文

图 5 为返回遥控失败时的报文，可以看到主站

发出遥控选择( 06) ，而远动设备应答( 47: 未知的信

息对象地址) ，从而遥控失败。首先核对遥控对象

号，其次与远东设备端核对 104 规约版本号，另外智

能站( 如 110 kV 新牧马山、110 kV 威灵站) 对于同

一个开关，30 s 内的第 2 次遥控也会报类似的结果。

5 几个关键参数

在通道建立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建链超时，可以

核对超时参数设置进行检查，超时参数详细说明如

表 2 所示。
表 2 超时参数说明

参数 默认值 / s 说 明

t0 10 连接建立的超时

t1 12 发送或测试 APDU 的超时

t2 5 无数据报文时确认的超时，t2 ＜ t1

t3 15 长期空闲状态下发送测试帧的超时

t4 8 应用报文确认超时

104 规约对于报文的安全传输也做了特别的规

定。在创建一个 TCP 连接后，发送和接收序列号都

置 0，两个序列号在每个 APDU 和每个方向上都应

按顺序加一，发送方增加发送序列号，接收方增加接

收序列号，当未确认 I 格式达到 k 个时，发送方停止

发送，在接收方接收到 w 个 I 格式时就必须给确认，

同时还需要遵守表 2 中 t1 和 t2 的超时限制，原则上

w ＜ k，w 与 k 值详细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报文安全传输关键参数

参数 默认值( APDU) 取值范围( APDU)

k 12 1 ～ 32 767

w 12 1 ～ 32 767，w ＜ 2 k /3

6 结 论

通过对 IEC 60870 － 5 － 104 规约接入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故障现象分析解决，提高了自动化人员处

理相关故障的能力，使调度自动化系统运行更加稳

定，提供更加准确的实时数据，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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