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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旺新城配网自动化项目涉及户外开关35台�环网柜9台�箱式变电站63台�采用了ＰＣＳ－9002配网自动化
管理系统。配网自动化功能完成后�实现了全网的配网监控、馈线自动化功能�提高了汉旺新城配网自动化的运行水
平和供电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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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绵竹供电局2010年对汉旺新城进行了配网自动

化的试点运行�涉及户外开关35台�环网柜9台�箱
式变电站63台�采用ＰＣＳ－9002配网自动化管理系
统。配网自动化功能完成后�将实现汉旺新城配网
ＳＣＡＤＡ功能、馈线自动化功能、配电管理应用功能和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配网管理功能�能够达到提高配
电网供电可靠性�改善供电质量的目的。

1　系统结构及通信设计
1．1　系统结构设计 ［1］

汉旺新城配网自动化系统为二层结构。
第一层：主站�是整个配电自动化系统的监控管

理中心�主要负责汉旺新城所有10ｋＶ的线路、设备
及用户的运行监控和配电运行管理。

第二层：配电终端�是用于中低压电网的各种远
方监测、控制单元的总称。包括柱上开关监控终端
ＦＴＵ、环网柜监控ＤＴＵ�配电变压器监测终端ＴＴＵ等。

第一层主站系统位于调度中心�主站从各个终端
获取配电网的实时信息�从整体上对配电网进行监视
和控制�分析配电网的运行状态�对整个配电网络进

行有效的管理�使整个配电系统处于最优的运行状
态。还具有故障诊断、定位、隔离、恢复供电的功能�
实现变电站10ｋＶ出线的馈线自动化。它是整个配
电网监控和管理系统的核心。

第二层配电终端负责环网柜、柱上开关、箱式变
压器和配电变压器监控�具备故障监测、上报功能。
1．2　系统通信设计

配电自动化系统的通信系统按照网络分层结构

进行设计�根据不同的应用环境�综合考虑各主要因
素�采取不同的通信介质和通信方式�提供优化的配
网通信服务。

这里论述的配网自动化系统工程的通信主要分

为两个层次�即：主站－配电终端�配电终端 （ＦＴＵ或
ＤＴＵ）既要实现 ＤＡ功能�同时对线路、开关、所内配
电变压器等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根据通
信网络设计原则�采用光纤以太环网作为通信主网
架�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通信故障的自愈能
力。

由于配电变压器远动终端 （ＴＴＵ）主要是对配电
变压器的电压、电流、功率、电能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保存历史数据�为负荷管理提供真实直接的参考
数据�对通信的实时性相对配电终端 （ＦＴＵ或 ＤＴＵ）
要低一些�大部分数据只要定期召唤或抄读即可�且
配电变压器的数量是柱上开关的几倍�地理分布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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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且不规则�配电变压器台区的增加或改造相对频
繁�因此采用ＧＲＰＳ／ＣＤＭＡ通信 ［2］。

2　主站设计
主站系统是整个智能配电自动化监控和管理系

统的核心�是基于ＩＥＣ61970和ＩＥＣ61968国际标准
的新一代配网自动化管理系统�主站系统不仅具备数
据采集、报警、事件顺序记录、事故追忆、远方控制、计
算、趋势曲线、历史数据存储和制表打印、事件记录等
常规ＳＣＡＤＡ功能 ［3］�还具有配电网络故障诊断、故
障隔离、网络重组�线路动态着色等功能。整个系统
主要包括配电网 ＳＣＡＤＡ子系统、馈线自动化系统
（ＤＡ）、配电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和配电管理系统
（ＤＪＭ）等内容。
2．1　配网主站硬件体系结构设计

主站系统采用多个交换机形成的分流／冗余的双
网机制�遵循 ＩＳＯ／ＯＳＩ七层网络参考模型、ＴＣＰ／ＩＰ、
Ｘ25、ＰＰＰ等。服务器采用了支持 ＲＩＳＣ技术的 ＳＵＮ
系列服务器�工作站则采用了 ＤＥＬＬ系列 ＰＣ。主站
采用了ＬＩＮＵＸ、ＷｉｎｄｏｗＮＴ和ＵＮＩＸ多操作系统的混
合平台�主站服务器采用高实时性、高可靠性的ＵＮＩＸ
操作系统�前置服务器采用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系统以满足
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所有工作站采用性能价格比高的
ＰＣ机�安装Ｌｉｎｕｘ系统�其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配电主站硬件体系结构示意图
　　此设计配电主站具有如下特点。

（1）系统可靠性高�系统的重要设备或设备的重

要部件均为冗余配置�保证了整个系统功能的可靠性
不受单个故障的影响。

（2）系统具有良好开放性�主站系统遵循国际标
准�满足开放性要求。全部选用通用的或者标准化的
软硬件产品�包括计算机产品、网络设备、操作系统、
网络协议、商用数据库等均遵循国际标准和电力工业
标准。

（3）系统具有高度的安全性能�主站系统构筑了
坚固有效的专用防火墙和数据访问机制�最大限度地
阻止从外部对系统的非法侵入�有效地防止以非正常
的方式对系统软、硬件设置及各种数据进行访问、更
改等操作。
2．2　馈线自动化 （ＤＡ）功能

ＦＴＵ检测到配网一次故障�提供实时故障信息给
主站分析软件�主站根据网络拓扑情况�结合故障区
域判断逻辑和 ＦＴＵ上送的故障信息�对故障发生区
域做出准确判断�同时提出合理的负荷转移、非故障
区域停电恢复策略�提供两种方式完成自动化操作。

（1）半自动模式：主站将策略提供给在线监测主
站调度人员参考�由调度人员在主站远程遥控10ｋＶ
配电开关完成一系列控制�最终完成故障区域判断、
故障隔离、非故障区恢复供电一系列动作。

（2）全自动方式：由主站自动下发遥控令进行远
程控制�在自动操作同时实时监测当时系统及开关的
状态�每次开关操作都予以确认�最终完成故障区域
判断、故障隔离、非故障区恢复供电一系列动作。

以上两种操作都应具有详细的记录�并记入数据
库。详细过程如下。

①ＦＴＵ的故障处理：柱上 ＦＴＵ采用 ＤＳＰ技术来
满足高速故障检测要求�实时分析采样电流和电压�
判断故障性质 （瞬时性故障和永久性故障 ）、故障类
型�完成故障录波、故障信息上报�并执行主站的故障
处理控制命令。柱上ＦＴＵ在馈线自动化故障处理中
充当检测故障及故障处理执行机构的角色。

②主站的故障处理：主站的故障处理主要有两大
功能�一是对ＦＴＵ的故障参数管理�二是实现故障定
位、隔离和恢复供电。ＦＴＵ的各种整定值 （电流、电
压、时间 ）及其他运行参数�均通过主站进行参数的
维护。隔离完毕之后�主站启动故障恢复程序�分析
网络的实时遥测、遥信�提供恢复非故障区域的供电
的建议方案�并具有方案模拟预演的功能�如潮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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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操作开关、失电线路等。确定采纳方案后�可以通
过手动遥控或批处理遥控实现方案的实施。
2．3　配电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功能

配电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包括图形功能�设备管
理功能等。这些功能均是基于ＡｒｃＩｎｆｏ平台基础上的
地理信息系统上实现的。

（1）ＧＩＳ图形功能 （ＡＭ）。此项功能是配网管理
的基本功能�在ＧＩＳ背景基础上�可实现：

电子地图导入；
图形、图符编辑；
自动布置杆塔；
图形分层显示；
图形选择、漫游、缩放 “鹰眼 ”功能；
图形定位：可以根据ＧＩＳ对象对ＧＩＳ图形进行图

形定位；
图形信息的疏密效果协同矫正；
网络拓扑着色、供电电源分析、供电范围分析、停

电范围分析；
图形测量：包括图形距离测量和面积测量；
图形打印：可以打印有地理背景的ＧＩＳ图。

图2　配电管理应用功能组成
（2）ＧＩＳ设备管理 （ＦＭ）�此项能够对配电设备�

包括线路设备和变配电设备�进行管理和维护�并提

供设备台帐的查询、统计和报表功能。
2．4　配电管理功能

配电工作管理子系统 （ＤＪＭ）是配网自动化系统
的核心子系统�是配网自动化系统发挥配网调度管理
自动化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配电工作管理子系统基于表单和工作流引擎驱

动�其结构如图2所示�与实时系统紧密相连�辅助电
网调度计划人员完成各种纸张表单的审核处理过程�
如设备检修申请单管理、调度计划管理等业务�将配
调日常工作的大部分内容真正实现计算机管理�实现
配电管理全过程的自动化�降低工作强度�提高工作
质量。

3　结　论
该系统自2010年3月正式挂网投入运行以来�

经过详细全面的系统测试�证明系统功能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大大提高了绵竹地区汉旺新城的供电可靠
性�在保证电压质量、降低电网网损起到了一定作用。
汉旺新城配网自动化的投入运行�标志着四川电网配
网自动化实用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其他电力
部门在实施同类型工程时�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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