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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智能变电站生产辅助系统中视频监视系统的应用情况，对视频监视系统和变电站监控系统的智能联

动应用情况进行了介绍。探讨了目前视频监视系统和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联动采用的主要方式，提出了 5 种可行的

智能联动模式，对不同模式实现研究分析，从实现智能联动的输入方式、应用方式、经济性、可靠性、适用性等方面进行

分析，提出了不同联动方式的适用前景，并对智能变电站的视频联动高级应用提出了一种实用性良好的组合联动方

式，并成功应用于 110 kV智能变电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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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to the auxiliary system in smart substation is introduced，and the applica-

tion situation of intelligent linkage between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and substation supervision control system are introduced

too． The main way at present adopted by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and supervision control system in smart substation is dis-

cussed，and 5 feasible intelligent linkage modes are given． The different ways are studied and analyzed as viewed from the in-

put mode，the application mode，the economy，the reliability and the applicability and so on，and thus the application pros-

pects of different ways of linkage are put forward． A combined linkage with good practicality for the advanced application of

video linkage in smart substation is proposed，which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110 kV smart sub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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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智能变电站的生产辅助控制系统作为智能变电

站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视

频监视系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2］。一体化系

统设计是目前生产辅助系统的发展趋势，目前视频

监控系统与其他辅助系统的结合较为紧密，也实现

了一些联动，如门禁系统、通风系统、照明等［3］。为

适应智能变电站的高级应用，目前有一些视频监控

系统和变电站的监控系统 SCADA 系统进行了一些

联动，实现断路器操作、隔离开关操作时能够将视频

监控系统的摄像头进行联动进行监视，实现顺控等

的联动监视。

变电站监控系统与视频系统的智能联动对于无

人值班变电站和智能变电站的运维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智能变电站的顺控操作，虽然 SCADA 系统能够

通过各种位置信号判断操作是否正确，但对于监控人

员而言如果能够在顺控操作或者远方操作时直接能

通过视频看到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分合位置信号，甚至

分合过程，这无疑能提高操作的安全性。同时，对于

事故跳闸后，如果能够快速定位于故障断路器，或者

相关故障设备，则便于监控人员更快、更准地对事故

进行分析确认，提高事故处理速度和准确度。

1 目前监控与视频联动模式介绍

目前监控与视频联动的主要模式是针对智能变

电站，利用监控系统的 GOOSE( generic object orien-
ted substation event) 信号进行信息沟通实现联动，文

献［4］将变电站遥视系统和数字化变电站的 GOOSE

通信网络结合在一起，详细介绍了通过中间件或通

信服务器实现与遥视系统联动的两套方案。文献

［5］则对 方 案 中 的 关 键 技 术 如 映 射 关 系 的 建 立、
GOOSE 报文的捕获、GOOSE 报文的解析和信息安

全防护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智能联动的关联内容目

前主要有两大类: 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变位联动; 事故

变位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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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控系统与视频智能联动方式探讨

变电站监控系统与视频系统进行联动方式，根据

作用形式可分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直接方式是指

监控系统直接和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信息交换实现智能

联动，间接方式指视频系统通过其他信号间接与监控

系统进行关联联动，如通过测控装置、通过 GOOSE 相

关信息、通过 MMS 相关信息、五防系统等等。以下对

各种联动方式可能的实现方法分别进行分析。
2． 1 硬接点关联方式

对于一些不具备数字化信息采集的视频监控系

统，或者对于常规变电站，采用硬接点方式通过开入

变化关联实现间接联动是一种最简单、经济的实现

方式。
对于断路器变位联动，将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

位置辅助接点通过二次电缆接入视频监控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通过预设位置与硬接点开入进行关联，

这样在监控系统进行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操作时则能

够将视频画面直接与断路器和隔离开关进行联动。
对于事故变位联动，则将需要进行视频联动监

视的事故动作信号硬接点接入到视频监控系统，如

油温高告警、漏油告警等可将相应的摄像头进行关

联设置，在发生上述信号时摄像头可直接显示相关

油温、油位等情况，实现方式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硬接点联动方式

2． 2 智能终端 GOOSE 关联方式

采用硬接点方式，将增加许多二次电缆，因此接

线复杂，一些信号可能需经过重动扩展，增加了系统

实现的难度，降低了可靠性。对于智能变电站而已，

由于断路器位置、非电量信息等等是通过各间隔的

智能终端或者本体智能终端采集，以 GOOSE 信号

的数字化方式通过光纤通道发送给需要的智能设

备，如测控、保护等等，从而实现了信息的有效共享

和数字化、光纤化、网络化传输。对于视频监控系统

而已，作为智能变电站的一种智能装置，只要具备

GOOSE 接口，则能够通过 GOOSE 网络接收到硬接

点一样的变位信息，就可以实现相同断路器开关变

位联动和事故联动。实现方式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智能终端 GOOSE 联动方式

2． 3 测控及保护等 GOOSE 关联方式

变电站监控系统进行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远方

遥控是通过测控装置发送 GOOSE 控制命令来进行

的，因此通过测控装置的 GOOSE 信息可实现遥控

的智能联动。对于保护动作的断路器变位跳闸，其

动作命令也是通过 GOOSE 命令到智能终端的，因

此也可以通过保护的 GOOSE 跳闸命令实现断路器

跳闸的智能联动。

图 3 测控装置 GOOSE 联动方式

此种方式需视频监控系统接收测控装置或者保

护的 GOOSE 遥控命令或者 GOOSE 跳闸命令，并与

相关的断路器或隔离开关对象相对应的摄像头进行

预设关联。由于目前保护跳闸多采用点对点方式，

因此该方式并不适合于进行保护跳闸联动。实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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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采用此种方式相对于采用智能终端通过断路器

位置或者隔离开关位置 GOOSE 信息进行联动能够

在断路器或者隔离开关进行分合前就将摄像头提前

将位置调整好，这样能更好地监视到分合过程，尤其

对于隔离开关很直观，但这种方式对于不通过测控

装置的手动操作则不能实现，另外对于保护分合闸

也不能进行监视。
2． 4 通过 MMS 关联方式

监控系统与测控及保护进行通信通过 MMS 网

络，通过 61850 报文方式进行信息交换。因此，视频

监控系统如果具备 MMS 的 61850 相关的通信能力，

则可以通过 MMS 网络接收测控装置的位置遥信信

息或者监控系统的遥控信息以及保护的动作遥信信

息等等。
此种方式根据接收的 MMS 信息类型，可实现位

置变位联动、事故关联联动，也可以实现与监控系统

通过 MMS 的直接联动，这种方式是实现监控系统和

视频系统直接联动的最易实现的方式，也是目前监

控和视频系统直接联动的主要方式。

图 4 通过 MMS 联动方式

采用此种方式，需要视频系统同测控、保护进行

MMS 通信，一些视频系统不具备 61850 的通信接

口，因此该种方式在通信接口上需进行开发。
2． 5 监控系统与视频系统一体化关联方式

目前，智能变电站的一体化设计成为一种趋势，

采用此种方式，监控系统直接和视频监视系统进行

信息的交互，并根据需要进行联动的内容进行联动

控制，由于监控系统是遥控的发起方，亦是各种信号

收集的平台，因此能够很方便地实现如前所述的遥

信( 位置和告警) 变位联动、遥控联动及其他高级联

动。其示意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一体化关联方式

采用此种方式，需监控系统和视频监视系统进

行信息交互，由于监控和视频监视系统往往为不同

厂家，因此需进行协同开发，开发难度较大。

3 各种方式比较

根据上述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和视频监视系统

的 5 种实现联动方式分析，对各种方式的优缺点进

行比较。
接口方式比较: 除硬接点外，其余 4 种方式均采

用数字化、信息化接口方式。接口通用性方面，采用

GOOSE 通信方式通用性最好，宜实现; 采用 MMS 和

一体化进行通信方式，通用性较差，需单独进行开

发，较难实现。

可靠性比较: 硬接点方式采用电缆方式，由于电

缆经过开关场，易受干扰，可靠性较差; 采用 GOOSE

方式，经过的中间环节较少，且 GOOSE 采用光纤进

行数字信号传输，因此可靠性较高。采用 MMS 和一

体化联动方式，涉及到多个环节和系统，因此可靠性

比 GOOSE 方式稍差。

功能扩展应用: 采用硬接点方式最不灵活，难以

扩展和维护，且只能实现位置和信号变位联动; 采用

智能终端的 GOOSE 和测控装置的 GOOSE 联动方

式只能分别对应遥信变位联动和遥控联动，扩展性

一般; 采用 MMS 和一体化联动能实现多种方式联

动，扩展性良好。

经济性比较: 采用硬接点和 GOOSE 方式经济

性较好，开发难度小; 采用 MMS 和一体化方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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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大，投资较大。
适用性比较: 硬接点适合于常规站或者不具备通

信能力的视频监控系统; GOOSE 联动方式适用性好，

能应用于任何监控系统与视频监控系统; MMS 联动

适用于具有 61850 通信能力的视频监控系统; 一体化

联动方式则适用性较差，对于已经建成的智能站不适

用，适合于新建智能站并采用一体化设计的系统。

4 一种组合式智能联动方式应用

根据上述联动方式的比较，考虑到目前智能变

电站的发展情况，采用 GOOSE 联动方式是较为灵

活、可靠性较高、易实现、投资较少的一种方式，并且

适用性广，可适用于任何智能站不同的监控和视频

监控系统。为了实现更强的功能，可将智能终端

GOOSE 联动和测控 GOOSE 联动进行组合联动，这

样既可以实现断路器和隔离开关位置变位联动( 如

因保护跳闸等) ，也可以实现遥控时预先进行摄像

头定位，从而实现监控系统和视频监视系统的联动

高级应用，目前该种联动方式已在 110 kV 实训智能

变电站得到了良好应用，实现了顺控联动( 预先定

位) 、仿真培训变位联动、油位告警联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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