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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成都城区无人值班变电站的现状和发展�指出了当前无人值班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集中监
控、分区操作 ”的管理模式和实施方案�并论证了其具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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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网的迅速发展�无论是变电站数目还是
值班队伍都在迅速增加�致使电力企业成本上升、经
济效益下降。为此�各电业局都积极开展了变电站
无人值班的实践。无人值班的实施�通过改变变电
站管理模式�使得 “减员增效 ”得以成功实现。但任
何管理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矛
盾�需要在改进中不断完善。如果不彻底地解决这
些矛盾�将会严重影响无人值班变电站的发展乃至
整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1　城区无人值班变电站的现状和发展
1．1　无人值班变电站的现状

2006年年底�成都电业局城区供电局进行了机
构改革�将原来的属地化管理模式改革为专业化管理
模式�在整合原城区4个供电局变电站运行管理资源
的基础上�变电运行管理所正式挂牌成立。作为成都
局唯一的变电运行专业管理车间�承担着成都市区4
个监控中心、9座220ｋＶ变电站、43座110ｋＶ变电
站的运行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

成都电业局无人值班变电站的建设及改造工作

发展较快�自1994年开始第一座无人值班变电站改
造以来�到2008年8月�成都城区的全部43座110
ｋＶ变电站和3座220ｋＶ变电站已实现无人值班。
46座无人值班变电站按属地化管理的模式�分属青
羊、金牛、锦江、高新监控中心管辖�监控中心设于原

城区4个供电局办公楼内�负责辖区范围内变电站
的远方运行监视和遥控操作、无人值班变电站现场的
巡视维护、设备定期试验轮换及操作和事故处理。成
都城区无人值班站的现状见表1。

表1　成都城区无人值班站的现状
监控中心

管辖无人值班站数量

220ｋＶ站 110ｋＶ站 小计

青羊监控 2 8 10
锦江监控 1 10 11
金牛监控 12 12
高新监控 13 13
小计 3 43 46
表2　2010年成都城区无人值班站的属地化规划

监控中心
管辖无人值班站数量

220ｋＶ站 110ｋＶ站 小计

青羊监控 2 7 9
金牛集控站 2 5 7
锦江监控 2 9 11
蓉东集控站 2 5 7
金牛监控 1 12 11
东郊集控站 2 7 9
高新监控 2 10 12
石墙集控站 2 6 8
发展集控站 1 6 7
小计 16 65 81

1．2　无人值班变电站的发展规划
按照四川省电力公司的变电站无人值班改造规

划�到2009年�成都城区现有的6座有人值班220ｋＶ
变电站都将完成无人值班改造�实现无人值班。同时
根据成都电业局 “十一五 ”规划�到2010年�成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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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还将新投29座变电站�变电管理所管辖的变电站
数量将增至81座�并全部实现无人值班。

按照属地化管理模式下的规划�这81座变电站
将分属9个监控中心 （或集控站 ）管辖�分别是原有
的青羊、金牛、锦江、高新监控中心及需新增的发展、
石墙、金牛、东郊、蓉东集控站。详细情况参见表2。
2　当前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运行班组长的任务和压力与岗位要求不相匹配

随着监控中心管辖的变电站日益增多�值班员的
监盘、巡视、操作三大任务更加繁重。由于点多面广�
监控中心经常出现多个站点同时有工作的情况�运行
班组内任务的分派、人员的协调职责就压在值班长的
肩上。这使得值班长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综合分析
协调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与值长岗位的定位不相吻
合�且大多数值长都不具备在更全面、更全局的层面
上思考分析问题的视界和能力�很多时候的布置安排
就不够周到。若该项工作交由监控主任负责�又势必
给他们造成沉重的负担。
2．2　人员分工自然固化

当前监控中心运行的现状已经出现自然将监盘、
巡视、操作人员分别固化的现象。一个运行班中�年
龄大些、身体稍弱、反应不够敏捷的人员往往长期被
安排在监控中心负责监盘及与调度联系。年纪轻、身
体好、反应快的人员长期承担现场的操作、巡视等任
务。这虽然是根据人员素质作出的合理安排�但长期
将人员固化�在现有的运行模式要求下不利于人员综
合素质的提高�不利于人才的培训。
2．3　远距离管理难度大

由于各变电站、监控中心相对于变电管理所本部
距离较远�管理层和班组之间的信息沟通、联系的难
度加大。管理层对各班组的情况掌握不及时�容易造
成各班组对规章制度理解不统一�规范行为较困难�
执行力下降。因此必须根据远距离管理的特点�建立
和完善适合当前形式的管理模式和流程。
2．4　变电运行工作易产生 “低强度疲劳 ”

变电运行的专业特点决定了其工作标准高、工作
内容枯燥、工作环境单调�而专业的重要性又要求运
行人员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力集中�精神高度
紧张�使得人员容易产生 “低强度疲劳 ”�对工作产生
厌倦情绪。变电运行的岗位不具有吸引力。要改变这
种形式�必须对工作模式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调整。

2．5　220ｋＶ站实现无人值班后重点不突出
到2009年年底�成都城区在运的220ｋＶ变电站

均要实现无人值班。220ｋＶ变电站纳入监控中心
后�按照属地化管理的方式�其远方监控即与众多
110ｋＶ站一并进行。9座220ｋＶ站中有3座投运15
年以上�最老的220ｋＶ变电站现已运行28年。这些
老站在运行中设备较易出现缺陷�各种故障信号也与
110ｋＶ站有所不同�按属地化方式进行远方监视�不
利于突出重点。而220ｋＶ变电站是城区负荷供应的
枢纽�处于提纲携领的重要地位。对220ｋＶ变电站
的监盘与运行维护还应重点加强�才有利于电网的安
全稳定运行。

2006年年底�成都电业局对城区的管理体制进
行了改革�从属地化管理变为专业化管理。改革的目
的是为了适应当前电网发展的需要�实现企业向专业
化、精细化、集约化管理的方向发展。现在对无人值
班站的管理模式�是原来属地化管理的基础上实行的
模式�属地化管理模式的简单重复�已不能适应当前
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的需求�无法实现集约化管理的
方式�没有充分利用和整合资源�不能发挥规模效应。

因此�变电运行管理所实行无人值班站管理模式
的调整�引入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的方式已是势在必行。
3　成都城区无人值班站管理模式探讨
3．1　实行 “集中监控、分区操作 ”的运行管理模式

为更好地集中整合资源�充分利用专业化管理的
优势�对于无人值班变电站的管理�可采用将监控班
与操作队分开�实行 “集中监控、分区操作 ”的运行管
理方式。监控班与操作队为平行的不同班组�一个监
控班可对应多个操作队。

监控班重点负责无人值班变电站的运行监视、监
控、信息收集、记录、分析及汇报、调令的接收及转发、
无人值班变电站的电压及无功管理的调控操作、拉合
开关的单一操作等。

操作队负责无人值班站的巡视维护、现场操作及
事故处理、设备定期试验轮换、工作许可及总结、设备
验收及新投异动等现场工作。操作队正常情况下不
再承担无人值班变电站的实时运行监视、监控工作。
3．2　成都城区无人值班站管理模式设想

到十一五末�成都城区的81座无人值班变电站
管理可成立2个监控班�一个主要负责16座220ｋＶ
变电站的监控管理�另一个主要负责64座110ｋ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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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的监控管理。
操作队按照地域范围分区域成立�对81座无人

值班变电站管理可成立7个操作队。操作队的设立
将不再完全遵照原监控中心的管理区域�在划分管辖
的变电站时�以地域邻近操作队驻地为主�同时兼顾
各操作队之间所管变电站的平衡。在原青羊、金牛、
锦江、高新4个监控中心的原址成立4个操作队。新
增的3个操作队按区域设置在常规220ｋＶ昭觉、石
墙、发展变电站内�以利于对站端情况的快速反应和
处理。每个操作队分别管理10～13座无人值班变电
站。详细情况参见表3。

表3　2010年成都城区无人值班站的操作队规划
序号 操作队

管辖变电站数量

220ｋＶ站 110ｋＶ站 小计

1 青羊 2 10 12
2 锦江 3 10 13
3 金牛 2 10 12
4 高新 2 8 10
5 昭觉 2 10 12
6 石墙 2 8 10
7 发展 3 9 12
合　 计 16 65 81

4　 “集中监控、分区操作 ”模式的优点
4．1　有利于人力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

实行 “集中监控、分区操作 ”模式�有利于人力资
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

按四川省电力公司无人值班站定员标准 （220
ｋＶ站：4人／站�110ｋＶ站：2．6人／站 ）�成都变电运行
管理所81座变电站定员为4×16＋2．6×65＝233人。

按原属地化模式下规划的9个监控中心 （集控
站 ）设置�每个班组至少需要27名运行人员 （每个班
组配置管理人员3名�4个运行班每班6人 ）�全所共
需运行人员243名�大大超出定员标准。

按专业化模式规划的2个监控班 （每个监控配
置管理人员2名�4个值每班3名 ）�7个操作队 （每
个操作队配置管理人员3名�4个操作班每班6名 ）�
另外全所综合备员6名来设置�全所共需运行人员
223人�将比属地化规划模式节省20名运行人员�并
且少于省公司定员标准10人。
4．2　有利于专业化、精细化的管理

实行 “集中监控、分区操作 ”模式�还有利于专业
化、精细化的管理。

监控班主要负责系统和无人值班站远方的运行

监视和控制�220ｋＶ监控班和110ｋＶ监控班分开�
能各自突出重点�分层次管理。操作队则负责站端的
工作。因分工更细�使班组管理人员的协调范围缩
小�能更好地集中人员和精力做好责任范围的事情。
4．3　有利于人员的培训和使用

实行 “集中监控、分区操作 ”模式�会使分工越来
越细�工种越来越专业�符合当前专业化、精细化的管
理要求。

随着变电站的不断投入�各种新技术、新知识的
不断运用�一个运行人员要掌握所有的技术要求难度
越来越大�将运行监控和操作人员分开更有利于各自
的专长发挥�也能让运行人员更精通自身业务�将会
提高变电管理所的整体运行水平。另外�由于分工更
细、更专业�掌握的知识面在一个时期相对减少�岗位
要求相对降低�也可以缩短新人员的培训周期�让新
人员更快满足上岗条件�同时满足安全运行的需要。
4．4　有利于解决 “低强度疲劳问题 ”

操作队的值班方式类似于配网抢修班�除白天正
常上班外�夜间留守部分人员在值班室�其余人员可
回家休息�留守人员因没有监盘职责�没有工作任务
时也可在值班室休息�这样能最大程度地避免 “低强
度疲劳 ”的产生。

5　结束语
变电站采取无人值班�不只是为了减少生产人

员及其降低生产成本�更是提高电网的科技发展水平
和科学管理水平�加快电网发展的问题。而在现行
的无人值班管理模式�是在属地化管理方式上的简
单重复�与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实行 “集中监控、分
区操作 ”的管理模式�才能发挥专业化管理后带来的
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体现出规模效益�适应电网的快
速发展�保证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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