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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全面提高广东电网各供电局的供电可靠率�提升配电网运行的自动化水平�广东电网组织进行了 “十二五 ”
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规划。阐述了规划的范围、原则、目标以及方案特点�举例分析了规划的效益�说明该规划具有可
行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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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　景
为积极践行南方电网方略�按照广东电网公司创

先工作总体要求及配电网自动化规划工作的总体部

署�更好地指导广东电网各地市供电局电网自动化建
设�保证各供电局配电网自动化建设的合理性、科学
性、先进性、持续性、经济性和实用性�对各地市供电
局Ａ、Ｂ、Ｃ类供电区域进行配电网自动化的总体规
划。按照南方电网公司的要求�根据供电区域的地
位、经济发展水平、负荷性质和负荷密度等条件进行
分类�分类原则如表1、表2。

表1　地区级别划分表
级别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标准
国际化
大城市

省会及其它
主要城市

其他城市�地、
州政府所在地

县

表2　地区级别与供电区分类对照表
Ａ类 Ｂ类 Ｃ类

特级
中 心 区 或 30
ＭＷ／ｋｍ2及以上

一般市区或 20
～30ＭＷ／ｋｍ2

10～20ＭＷ／ｋｍ2
的郊区及城镇

一级
30ＭＷ／ｋｍ2 及
以上

中心区或 20～
30ＭＷ／ｋｍ2

一般市区或10～
20ＭＷ／ｋｍ2

二级 20～30ＭＷ／ｋｍ2 中心区或10～20
ＭＷ／ｋｍ2

三级 10～20ＭＷ／ｋｍ2

　　规划的目的旨在切实、全面地提高广东电网各地

市供电局中低压配电网的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和技术
水平�提升配电网运行的自动化水平�保障配电系统
的安全、稳定、可靠、经济运行。

2　规划目标
到 “十二五 ”末�实现Ａ、Ｂ、Ｃ类供电区域的联络

及分段开关的三遥功能覆盖率达到90％以上�实现
其他区域 ［1］联络及分段开关的两遥功能覆盖率达到

90％以上�普及架空线路馈线自动化功能�实现架空
主干线路开关馈线自动化覆盖率100％�逐步推广电
缆线路馈线自动化。城市供电可靠率达到99．95％
～99．99％�城市供电可靠性指标在一次规划的基础
上提高0．01个百分点以上。

3　规划原则
1）统筹兼顾�科学发展。与配电网一次规划密

切配合�统筹考虑自动化建设需求�自动化规划以配
电网规划为基础�相互促进�共同提高配电网技术装
备水平和运行的经济性�避免重复建设和改造。
2）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根据规划范围内配电

网一次系统实际情况�进行整体规划�分阶段实施�先
试点后推广�循序渐进推进配电网自动化实用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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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3）立足现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对

不满足自动化要求的一次设备进行适当改造�综合考
虑配电线路、通信网络和开关设备情况�选择经济实
用的自动化建设模式。
4）技术先进�信息畅通。结合企业信息化建设�

遵循国际标准�实现自动化信息共享和系统集成�实
现配电网信息综合利用�避免重复投资。

4　技术方案
根据各地市供电局配电网规模及运行管理需求�

参照南方电网《110ｋＶ及以下配电网技术装备导则》
（Ｑ／ＣＳＧ10703－2009）�广东电网公司配电网自动化
系统采用 “集中采集、分区应用 ”建设模式。在各地
市供电局建立统一的数据采集、配调监控及系统管理
平台�实现配调业务的集中管理。在各分区供电局设
置配电自动化远程工作站�根据运行管理权限�对管
辖范围内的配电网进行模型、参数、图形等维护工作。
地市局配电主站系统按照 ＩＥＣ61968／61970标准实
现与调度自动化、计量自动化、ＧＩＳ系统、配电生产管
理等相关系统的信息共享。

配电自动化系统可分为配电自动化主站系统、配
电自动化终端系统、配电自动化通信系统以及与其他
系统的信息集成等4个组成部分�整个系统的组成结
构如图1。

图1　配电自动化系统体系结构示意图

5　方案特点
5．1　配电主站建设方案

配电自动化主站建设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工

程�实施时间相对较长�实施期间要求很强的连续性。
在 “十二五 ”初期�按照配电网的整体规模建设配电
自动化主站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配电自动化主站系
统的基础支撑平台、应用平台、数据库和网络结构部
分的建设�包括配电 ＳＣＡＤＡ功能、配网线路故障分
析处理功能、Ｗｅｂ浏览服务功能、操作及信息分区分
流等功能�同时考虑部分配电终端的接入。对于模块
化的高级应用分析软件及其它应用软件�根据配网自
动化系统的进展情况�随着配网信息和数据量的积
累�分阶段逐步扩展。
5．2　配电终端建设方案

配电自动化重点规划范围为 Ａ、Ｂ和 Ｃ类供电
区。优先对政府办公区、军事区、运动场馆区、金融中
心区、商业集中区、新技术开发区以及故障易发地段
等重点区域进行自动化建设；优先对网架结构相对稳
定、具有转供能力且近期不需要进行改造的线路进行
自动化建设。配电自动化终端的建设宜结合一次设
备的建设与改造逐步实施；相互间具有联络关系的配
电线路宜同期进行自动化建设与改造；根据供电区分
类、供电可靠性要求、开关设备现状及通信条件合理
选择 “三遥 ”、“两遥 ”及 “一遥 ”监控点。
5．3　配电开关自动化改造方案

目前�广东电网各供电局配电网现有配电开关设
备以负荷开关为主�除少部分新建开关具备电动操作
机构、互感器等自动化接入条件外�大部分开关基本
没有安装电动操作机构�没有配置电流及电压互感
器。要实现对开关运行状态进行远方监控�需要根据
监控需求对现有开关进行自动化改造。

应配合一次系统规划关于开关设备的改造和更

换�因地制宜对开关进行改造�对于近两年面临更换
的开关设备�不宜进行改造；开关自动化改造应统一
标准�规范开关与自动化终端的接口形式�以便于流
程化操作和后期维护；根据停电计划和停电时间合理
安排对开关站、配电站开关的改造工作；对于实现三
遥功能的配电站点宜采用适当的运行环境湿度调控

措施�保证配电终端正常运行。
5．4　馈线自动化建设模式

综合考虑供电可靠性要求、网架结构、一次设备
现状及通信条件等情况�合理选择馈线自动化建设模
式。

对于供电可靠性要求高且开关设备具备电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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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构的配电线路�采用集中式全自动方式；对于配
电主站与配电终端之间通信通道性能不满足遥控要

求或开关设备不具备电动操动机构的配电线路�采用
集中式半自动方式；对于配电主站与配电终端不具备
通信通道或通信通道性能不满足遥控要求的架空配

电线路�采用就地式重合器方式；对于开关设备具备
电动操动机构�配电终端之间具备对等通信条件的配
电线路�采用就地式智能分布式。

6　效益分析
以广东电网公司潮州供电局为例�对实施配网

自动化后的产生效益进行分析�主要分以下几个方
面。
6．1　管理方面

配电网自动化实施后�大大提升了供电局配电网
管理水平。逐步实现电网结构优化�提高系统的供电
能力、供电质量�节能降损；实现配电网 “可视化 ”调
度�改善配网运行的监控能力；建设配电用户和电网
信息互动网络平台�实现停电等信息互动功能；整合
配电相关信息系统资源�提升运行维护效率�实现配
网与主网之间协调共同发展�从而为各供电局带来的
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收益。
6．2　故障处理方面

结合潮州供电局目前倒闸操作时间、故障定位时
间、转供电时间和实现自动化后的倒闸操作时间、故
障定位时间、转供电时间分析对比�可以发现实现自
动化后�大大提升了故障处理能力和处理速度。故障
处理时间对比如下表3所示。

表3　故障处理时间估算对比表
各类型操作时间 未实施自动化 全部自动化

平均倒闸操作时间 20ｍｉｎ 1ｍｉｎ
平均故障定位时间 90ｍｉｎ 3ｍｉｎ
平均转供电时间 85ｍｉｎ 5ｍｉｎ

　　说明：未实施自动化倒闸操作时间为人工操作时间 （20
ｍｉｎ）；自动化实施后倒闸操作时间按1ｍｉｎ计算。

未实施自动化故障定位时间 （90ｍｉｎ）＝故障定位时间
（45ｍｉｎ）＋到达现场时间 （45ｍｉｎ）；自动化实施后故障定位
时间按3ｍｉｎ计算。

未实施自动化转供电时间 （85ｍｉｎ）＝倒闸操作2次时间
（40ｍｉｎ）＋到达现场时间 （45ｍｉｎ）；自动化实施后转供电时
间按5ｍｉｎ计算。

经过2011年至2015年的自动化建设�潮州市配
电网自动化建设实施后�明显减少了停电时间�提高

了供电可靠性。2010年和2015年各个操作时间如
图3所示。

图2　潮州市各类操作时间对比

图3　潮州市各年故障处理时间对比
6．3　配电网自动化运行效果方面

至2015年通过实施配电网自动化�具体各项指
标值如表4所示 （数据从2012年至2015年 ）。

7　规划方案评估
配电网自动化系统实现对配电网运行工况的实

时监测�配电网运行管理部门利用配电网自动化系统
提供的监测信息能够及时对配电网运行方式进行优

化�对于目前处于满载或过载的线路、超期服役的开
关等一次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及时维护�在保证电网
安全、满足供电需求的条件下�适当延长一次设备的
运行时间�推迟配电网一次设备投资�节省大量建设
资金。配电网运行维护部门通过配电网自动化系统
可以实现对配电网的实时监控�运维人员相对减少�
工作效率提高�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资源。

随着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广东电网配电网规模
日益扩大�大部分地市配电网现有运行模式已不能满
足向客户提供高水平供电服务的需求�各地市供电局
配电网生产运营部门的压力逐年增大。随着配电网
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其在提高配电网运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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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效率、提高供电安全水平、提高供电可靠率及
提高为客户服务水平等方面的效益将日益突出。

表4　规划年度配电网运行指标计算表
序号 主要指标 年度

一 规划区域概况 2012 2013 2014 2015
1 售电量／1081ｋＷ·ｈ 64．6 71．4 78．7 86．7
2 最大负荷／（ＭＷ 1287．11416．21558．91716．8
二 配电网规模 2012 2013 2014 2015
1 公用配电线路／回 51 51 51 51
2 配电站点／个 92 92 92 92
3 开关柜／面 1186 1236 1244 1256
4 柱上开关／台 71 71 71 71
三 规划建设规模 2012 2013 2014 2015
1 配电线路／回 0 0 16 33
2 配电站点／个 0 0 16 24
3 开关柜／面 0 0 282 501
四 投资规模／万元 2012 2013 2014 2015
1 自动化部分 0 0 1393 1674
2 通信部分 67．5 76．2 110．0 359．9
3 开关自动化改造 23．2 23．7 78．3 330．2
4 投资合计 90．7 99．971582．32364．1
五 技术经济指标 2012 2013 2014 2015
1 配电线路自动化覆

盖率／％ 0 0 31．4 64．71

2 配电站点自动化覆
盖率／％ 0 0 17．4 26．1

3 开关柜自动化覆盖
率／％ 0 0 22．7 39．9

4
建设后理论供电可
靠性 （％ ） 99．92899．31699．40599．956
建设前理论供电可
靠性 （％ ） 99．92899．31699．40399．950

5
建设平均停电时间
（ｈ／户 ） 6．31 59．92 52．12 3．85
建设前平均停电时
间 （ｈ／户 ） 6．31 59．92 52．30 4．38

6
建设后�提高供电可
靠 性 增 售 电 量／
1081ｋＷ·ｈ

0．00 0．00 0．00820．0179

8　结论与展望
“十二五 ”期间�南方电网公司的重点任务之一

是 “保证安全可靠供电 ”�力争实现城市客户年平均
停电时间不超过5ｈ。为切实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
性�加强配网自动化建设�广东电网公司近年进行了
配网自动化试点建设�但目前的实用化效果没有确定
结论。随着 “十二五 ”配网自动化规划的实施�将在
以下几个方面推动配网自动化的健康发展。
1）实现配网自动化系统的统一技术管理规范和

标准�积累配网自动化系统实际的运行经验。
2）推动配网一次设备的改造�如具有电动操作

机构、数据采集及通信功能的柱上开关、环网柜等。
3）锻炼配网自动化专业人才�经过培训和实践�

培养大量高素质、有经验的配网自动化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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