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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基于Ｃ／Ｓ及Ｂ／Ｓ的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及运行管理省、地一体化数据平台系统�实现统一基础数据、统一
模型、统一规范、统一标准、统一平台�以满足省、地调继电保护管理部门分布式的数据维护管理和联合式的计算校核
分析的需求�提高各级调度机构的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定值管理和运行管理整体水平�满足智能电网 “源端维护�全网
共享 ”的要求。
关键词：继电保护；整定计算；运行管理；定值管理；省地一体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ｒｅｌａ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ＳａｎｄＢ／Ｓ．Ｉｔｈａｓｕｎ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
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ｄａｔａ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ｌａ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ｒｅｌａ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ａ-
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ｔ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ｉｎｗｈｏｌｅｇｒｉｄ”ｏｆｓｍａｒｔｇｒｉ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ｌａ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ｔ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ＴＭ744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3－6954（2011）03－0032－04

0　引　言
随着电网规模的不断扩大�电网结构日趋复杂�

继电保护工作人员面临定值管理、回执校核、统计分
析、运行管理、反措管理等十分繁重的工作�上下级局
之间、局与各厂站之间存在着大量重复性工作 ［1］�而
且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存在问题。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ｒａｎｅｔ
网络技术与数据库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网公司
内部建立的企业内部计算机网络系统日臻成熟�开发
一套基于Ｃ／Ｓ（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及Ｂ／Ｓ（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
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及运行管理系统成为

电网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实现省、地调及地、地调之间
数据同步更新�信息及时传递�建立起严密的、快捷的
信息沟通、共享机制 ［2］�真正实现 “无纸化 ”办公。

目前的继电保护管理系统一般是以整定计算、定
值管理、信息管理分别为侧重点进行开发和设计�而
且基本是单机或是局域网内使用�以新疆电网为例�
省、地调共使用6个不同厂家的整定计算软件�省、地

调及各地调之间定值单、界口阻抗及接口定值的发布
和执行过程基本通过邮件、传真等传统手段�不仅工
作效率和自动化水平较低�而且使定值管理流程及回
执过程不可控、不在控。

在当前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建设智能电网发展战

略的背景下�经过对最新计算机网络及软件技术、最
新的技术标准体系以及国内已建、在建系统的研究�
提出建立 “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及运行管理高级应用
省地一体化数据平台系统 ”�新系统的建设应统筹考
虑并前瞻性地规划该系统的开发与研究工作�以保证
不仅能够有效提升继电保护专业管理水平�还能适应
数字化变电站及智能电网建设的技术要求。

1　设计原则
本系统的开发以实用性为主要原则�在满足现有

继电保护管理模式基础上�充分考虑电网未来发展模
式及智能电网技术的发展�具备在此系统基础上二次
开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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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标准化的数据模型、标准化的接口方法。
鉴于ＩＥＣ61970是系统端应用系统的唯一国际标准�
因此继电保护的应用须采用ＩＥＣ61970－ＣＩＭ或基于
ＩＥＣ61970－ＣＩＭ扩展的数据模型�并在接口方法上
采用ＩＥＣ61970－ＣＩＳ标准。同时�ＩＥＣ61850也规定
了厂站端保护装置的信息模型�为了适应智能电网技
术的发展�应用对于保护装置的内部建模应能承载
ＩＥＣ61850的模型信息�与故障信息系统互操作的接
口应使用基于ＩＥＣ61850－ＡＣＳＩ的具体映射。

2）分布式维护。各单位需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继电
保护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更新负责�因此系统应
支持按单位进行各类数据的分布式维护并规定数据的

唯一性标识方法�实现分布管理、责任明确、格式统一。
3）具有开放性。系统应具备开发新的应用功

能、应用系统的扩展�支持数据模型的扩展�适应未来
电网管理模式及技术发展的要求。

4）多用户共享。基础数据按管辖范围进行维
护�但各用户共享基础数据�同时支持多用户按照权
限同时访问和修改数据�并支持异地协作。

5）交互简单。本系统交互设计避免用户在使用
时进行多重设置及确认和计算、查询、浏览等界面的
反复跳转 ［3］�在满足使用者需求的基础上�减少繁复
的操作。

2　系统结构
如图1所示�每个调度机构配置一台交换节点服

务器用于与其他调度机构交换数据�交换节点服务器
通过电力企业内部网络彼此相连�交换各方需要的数
据�即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数据�也同时向其他调度机构
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数据�获取的数据存贮在本地交换
节点服务器上�成为向客户端提供数据服务时的数据
来源。将获取的数据首先下载到本地交换节点服务
器�使得本地客户端可以对其直接进行频繁的操作�大
大降低传输通道的时间占用率�提高网络传输的速度。

在省调的交换节点服务器上还需配置注册中心�
以简化交换节点服务器的设置以及加入和退出�同时
便于监视各个调度机构之间的交换过程。

ＲＤＦ数据服务通过提供数据访问服务将数据环

境呈现给客户端�允许用户通过应用客户端浏览和修
改数据。ＲＤＦ数据服务支持一个调度机构的本地网
络内同时存在任意多个数据访问服务�每个数据访问

服务都可以是不同的数据版本�使得应用可以工作在
自己需要的数据版本上、相互独立�同时也可对同一
个数据版本进行共享。数据访问服务可以灵活部署�
既可以同在一台服务器／工作站上�也可以在多个服
务器／工作站上。当部署在本机上时�可以进入离线
模式�以支持用户在与调度机构本地网络断开的环境
下仍就开展工作。

图1　系统网络结构图

3　系统软件结构
为解决软件通用性及扩展性的要求�系统软件采

取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各个模块均具有扩展接口�便
于今后系统的二次开发�数据／图形平台是整个系统
的基础平台�其他独立的模块可通过基础平台有机地
结合。

4　系统功能
4．1　整定计算

目前国内已应用的整定计算软件多数是按照调

管的电压等级不同�即整定计算原则不同而针对省级
用户及地调用户分别开发的�省调与地调、地调与地
调之间的界口阻抗和接口定值均需本网核算后�以通
知单或文件的形式通过省调进行交换�无法根据系统
运行方式的变化做到按需计算的目的。

继电保护省地一体化数据平台运用分布式软件

体系�考虑数据交换、数据存储、数据访问3个服务过
程�采用既联合又独立的工作方式�实现在电网各调
度机构之间建立继电保护基础数据的交换机制�在每
一个电网运行机构内建立基于继电保护基础数据的

各种专业应用�以实现继电保护基础数据、应用数据
在 “源端维护�全网共享 ”�实现省、地调继电保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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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整定校核、联合计算分析等�便于各调度机构整定
计算过程的可控、在控�缩短整定计算时间�提高整定
计算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同时促进省地调整定计算
工作的一体化、规范化目标。

图2　系统软件结构图
系统支持图形建模功能�提供元件工具箱绘制一

次系统图及设备参数的录入、维护；故障模拟仿真、复
杂故障分析研究、保护定值自动校核功能、单点或多
点的等值计算等工作；计算结果以表格模式或图形模
式显示�并根据需要全部显示或指定查看；定值管理
模块与整定计算模块相连�在整定计算结束后按照已
经建立的模板自动生成定值单�生成的定值单开始定
值单管理流程。
4．2　定值单管理

借鉴工作流能将一系列过程规则完全或部分自

动执行�使得文档、信息或任务能在不同执行者之间
传递与执行 ［4］。文献 ［2］提出将工作流的思想引入
定值单管理系统�文献 ［6］提出将工作流技术引入发
电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可见工作流技术引入定值单管
理系统在可行性及实用性等方面均已获得一致的认

可。工作流可为定值单等相关业务的协同处理过程
提供工作流程支持�能够按照用户自定义的规则自动
传递文档、信息或者任务�同时提供修改、跟踪、管理、
查询、统计、打印等功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工
作流程�使得整个过程更加透明、简洁。系统实现了
定值单的自动流转�同时又可监控定值单的流转过
程�本系统定值单管理流程图如图3所示�系统流程
的确认采用电子签章或签名的形式�处理过的定值单
自动进行属性升级。

定值单管理系统的流程及功能描述在很多文章里

均做了详细的描述及定义�在此不再赘述�重点提出在
管理系统中增加 “调试定值 ”及 “回执单校核 ”流程。

整定计算人员根据上报参数计算完毕并生成定

值单后�首先将此时定值单作为调试定值单�现场调

试人员根据定值单中要求实现的功能及定值进行现

场试验调试�确认各项功能及定值范围均与现场保护
装置相符�然后开始定值单的校核、审核等流程�以避
免正式定值单下发后因与现场装置不符而出现反复

的现象�尤其在新保护装置第一次入网使用时显得尤
为重要。

目前大多数单位定值回执单由施工单位或运行

单位人员打印保护装置版本信息、定值清单、软压板
清单等信息�因回执单要求实效性�故采用邮寄或由
专人送至调度单位的整定计算人员�整定计算人员将
定值单与打印清单核对的方式进行回执校核�此种方
式即无法保证回执单快速回执的要求�同时定值更改
范围较大时亦增加了整定计算人员的工作量。因此
提出由运行维护的指定人员对回执单校核并进行流

程化管理�打印清单原件由整定计算人员保存�保证
了回执的及时性。流程中规定如打印清单与定值单
存在不符之处时需将回执情况转送计算人�由定值计
算人员处理。

图3　定值单管理系统流程图
4．3　运行管理系统

基于Ｗｅｂ的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及运行管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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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体化数据平台系统的建立�以模块化的设计思
想�将各主要功能封装成相互独立的模块。以全面丰
富的共享数据为基础开展继电保护设备管理、检修管
理、缺陷管理、故障信息管理、统计分析、反措及计划
管理、图档管理等�将整个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分
散给各层的职能部门�做到分布管理、责任明确、数据
共享、格式统一 ［1］。通过资源信息整合�使各单位由
以前仅掌握管辖范围内设备情况等信息转变为对全

网相关信息一目了然�同时将目前的管理由单纯的上
下分配级职能转变成紧密的纵向管理模式�减少了各
级部门的重复性劳动�提高管理工作效率。

目前国内现有的继电保护定值管理及信息管理

系统 ［6－8］多数采用 Ｃ／Ｓ与 Ｂ／Ｓ模式 （如图3所示 ）�
针对目前电网企业内部调度数据网的建立�省、地调
的数据访问可采用 Ｃ／Ｓ模式�电网企业内部客户提
出访问数据库的服务请求�经由应用服务器的验证
后�即可访问数据库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根据客户
要求进行相应的处理后将结果反馈给客户。而电力
企业目前仍未与电网企业计算机网络相连�故可使用
Ｂ／Ｓ模式。充分发挥了Ｃ／Ｓ与Ｂ／Ｓ模式灵活的硬件
系统构成及更好的支持分布式计算环境等优点。

图4　运行管理系统结构图
4．4　系统安全

本系统采用用户权限、口令防护、日志记录确保
系统数据安全。

系统最高权限用户设在省调�由其负责整个系统
的安全、授权、维护、管理等工作�同时直接管理各地
调最高权限用户。地调最高权限用户分别负责其管
辖系统的安全、授权、维护、管理等工作�并根据工作
性质确定操作员用户及一般用户�操作员可以处理在
其权限范围内的工作任务�一般用户仅具有查询、浏
览等权限。

每个用户仅在被授予权限内访问系统相关使用

功能�登陆时需输入用户名及密码�身份验证通过后
即可进行相关操作。同时系统会记录每一个用户在
系统停留期间所做操作�内容包括用户名、用户级别、
登陆时间、操作性质、操作内容及登陆所用计算机ＩＰ
地址等信息 ［9］�便于系统管理员查询并及时发现非

法操作用户�确保系统数据安全。

5　结　语
通过建立全疆统一的电网模型标准和规范�提升

了全疆的继电保护运行管理水平�依托现代网络通信
技术将使省调能够实时掌握各地区继电保护管理状

况�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体系将使系统的运行不会受
到各地区继电保护管理水平的影响�一举解决继电保
护整定计算联合计算统一管理的难题。通过各自维
护各地区局所辖的变电站、线路的电网模型、电网参
数、图形及其他业务数据的分布式维护体系�解决省
地之间管理数据的交换�实现继电保护生产管理、运
行管理、设备管理的流程化、信息化管理�提高继电保
护生产管理的效率�为继电保护的集约化管理、更深
层次的应用和智能电网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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