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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调度自动化主站技术的发展，分级电网管理并对外网等值的建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电力系统分析与计

算对大电网、大数据的需求。传统建模方式中，边界处设备被等值所导致的辖区外电网模型动态特性缺失易导致辖

区内电网状态估计与潮流计算的局限性。结合四川电网分布广、区域划分多、模型离散度大等特性，优化图模数集成

方法，阐述了边界设备智能查询、ID 重构、比对增量入库、模糊匹配等方法实现模型、数据与图形的省地一体化集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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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spatching automation technology，hierarchical power grid management and external net-

work equivalent modeling method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ower system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for large power grids

and huge data． In traditional modeling method，there lacks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grid model of the equipment in

the boundary caused by the equivalents，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the limitation of state estimation and power flow calculation．

Due to the features of wide distribution，many region partition，large discrete degree of model in Sichuan power grid，the mod-

el － data － graph integration method is optimized，and the smart border － searching，ID reconstruction，incremental loading，

fuzzy matching and other methods are presented to achieve the model － data － graphic integration．

Key words: CIM file analysis; model merging; smart border － searching; ID reconstruction; fuzzy matching

中图分类号: TM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6954( 2016) 02 － 0045 － 04

0 引 言

四川电网以行政区域作为依据划分为 21 个地

区电网调度，但是电网规划独立于行政区域划分，电

网电气联系和区域划分并不一致，地调自动化系统

不统一，导致地调与省调掌握的电网信息难以满足

一致性、完整性、可靠性与实时性方面的要求。省地

调图模数一体化集成的工作可以整合四川电网省调

及各地调调度控制系统模型、图形及电网运行信息，

提供统一模型管理及电网分析计算平台。

传统拼接方式在进行大规模模型合并的过程中

面临边界数量巨大，冗余模型难以切除，设备命名规

范不统一，实测数据易发生跳变等诸多困难。省地

调大规模图模数一体化集成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实用

化程度不高［2］。此外由于在模型合并过程中需要

切除公共建模部分的重复量测点，缺少量测的厂站

图与潮流图会相应失去使用价值。

针对上述局限性，提出了基于 CIM 规范的图模

数各自新的集成思路，通过 CIME 模型解析、智能边

界查询、ID 重构、字段模糊匹配等多项技术，解决了

模型合并中多系统融合的问题，提高了模型合并工

作的可靠性。这些技术的使用可极大降低模型数据

合并对省地两级调度状态估计的冲击，为调度自动

化高级应用提供实时性更高的模型数据以及实用性

更强的图形。

1 知识点描述

1． 1 电网模型

电网 模 型 通 用 描 述 规 范 ( CIM based efficient
model exchange format) ，简称 CIME。CIME 是在 IEC
61970 － 301 电力系统公用数据模型的基础上，为解

决 CIM /XML 方式进行描述时的效率问题而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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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高效的电力系统数据描述规范，具有简洁、
高效和适用于描述和交换大型电网模型的特点。目

前国内大部分调度系统平台都遵循 IEC 61970 标

准，支持使用 CIM 描述电网结构，支持 CIM 文件的

导入和导出 ［3］，采用 CIM 规范作为图形与模型标准

为四川省地一体化建设的多系统平台融合提供了便

捷。
1． 2 模型合并

模型合并利用各调度单位调管范围之内的电网

模型在调度边界处通过拆分、组合，拼接出全网电网

模型。各调度不同系统提供的模型文件格式及所包

含域必须遵照《CIME 电网物理模型描述与交换规

范》，相同设备需使用统一的参数列表，共享区域 ID
编码方式。

2 模型集成关键技术

2． 1 一致性建模

四川地调模型拓扑离散度高，孤岛数量多且不

同地调建模系统不同，为模型边界维护、图形量测关

联带来了巨大困难。基于 CIM 规范的模型与图形

文件为模型合并提供了可能性。本方法对不同系统

建模提出如下要求: 1) 模型必须包含调度边界设备

及连接关系; 2 ) 模型导电设备参数齐全，满足高级

应用软件和调度员培训仿真系统的需要［4］; 3 ) 模型

拓扑连接正确; 4 ) 模型中量测对象完整; 5 ) 模型符

合原子性原则，在 CIME 文件中厂站为最小单元，即

一个文件中的数据模型是若干个厂站的集合，不能

只 包 含 电 压 等 级 和 设 备 而 没 有 它 们 所 属 的 厂

站［4 － 5］。
2． 2 高效模型解析

针对四川电网模型规模大、电厂数量多等特点，

模型切除与合并耗时较长，成为为分级电网数模图

同步的瓶颈。解决大批量文件处理的效率问题是模

型合并关键技术之一。因此需要根据 CIME 文件的

特点，采用共享内存高速索引技术，研究 CIME 文件

的专用解析器。所提出的 CIME 解析工具从两个方

面成功地解决了效率问题: 1) 利用共享内存技术成

功避免了大量的 I /O［6］; 2) 采用快速排序与检索算

法提 高 了 共 享 内 存 中 海 量 数 据 的 检 索 效 率。该

CIME 文件工具作为模型合并的基础，为后续的所

有操作共享内存。

图 1 模型合并架构

3 图模数集成创新性

3． 1 模型校验与共享

在进行合并之前需要检测参与合并的子模型拓

扑及参数是否符合 CIM 规范。因为子模型存在跨

系统偏差，除对拓扑连接进行校验外，还需针对模型

参数格式、设备及关联量测重复等错误提出告警，最

大化实现拼接后模型的相容性与可靠性。实用过程

中难以保证子模型的独立性，因为跨系统导出的子

模型存在设备 ID 与命名重复等潜在缺陷［7 － 8］，所提

方法遵从唯一性原则对设备与量测 ID 重构，将不同

系统的建模进行结构调整，最终通过高速内存实现

设备与拓扑共享。
3． 2 智能边界查询

古典的模型合并方式是: 1 + 1 类型的简单模型

合并［9］，即每次实现本级调度与下级一个调度进行

模型合并。提出基于 1 + n 的多系统模型合并新方

案，实现本级调度和 n 个下级调度模型的同时合并，

即在参与拼接的模型中两模型间设置边界，提高低

电压等级模型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可以将上述

两种模式合成，形成 1 + 1 + n 模式的模型合并，即实

现网调、省调、地调的 3 级电网调度模型的一体化建

模。
传统模型合并方式选择线路或者隔离开关作为

边界，将会带来以下问题: 1 ) 边界设备不具备唯一

性且缺乏一致性规律，难以实现智能检索; 2 ) 边界

处出线多，边界维护量大，边界处拓扑变化频繁，手

动维护繁琐。针对四川省模型划分区域多，边界拓

扑复杂等情况，提出新的设备边界设置规则: 以 220
kV 厂站主变压器高压侧绕组作为边界，220 kV 母

线及所有间隔由参与拼接的省调维护，110 kV 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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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有间隔由参与拼接的地调维护，如图 2 所示。
由于 220 kV 厂站数量相对较少，省、地对边界

设备( 高压侧绕组) 以及边界内侧设备( 主变压器)

有统一的命名规范。通过 CIME 文件中的电压等级

筛选出 220 kV 厂站作为边界厂站，再利用统一的主

变压器命名字段进行模糊匹配，从而产生边界列表

以及边界内侧设备列表，实现智能化模型边界查找

与维护。

图 2 模型边界划分

3． 3 高效模型同步

在大规模模型合并过程中，不同系统导出生成

的全模型节点多，遥信遥测数据量巨大，模型更新与

系统实时同步难以得到保障［10］。所提方法对数据

库结构分层，采用增量对比的方法将模型同步时间

由数小时级别缩短至数分钟级别。

数据同步是实时数据集成管理的基础，在传统

模型合并过程中，全模型与子模型间通过通信链路

全点表来实现数据交换［11 － 12］，如果子模型发生增删

或修改，通信链路中与之对应的点表会产生错位。

点表错位与重新导入过程中导致的量测跳变容易导

致高级应用的错误决策。所提方法对通信链路点号

进行排序，通过增量点表导入，确保模型变更引起的

点表差异最小化。对于庞大模型包含量测数量超过

跨系统限制值———10 000 条的情况，通过链路拆分

与自动排序使得点表规模小于最大限制，也将每次

点表变化量控制在 100 条以内。所提方法已确保在

线系统实时数据刷新频率 1 Hz 时实测数据不发生

跳变。采集装置的采集频率提高后，可进一步满足

毫秒级采样［13 － 14］的需求。
3． 4 多系统图形匹配

模型合并需要图形匹配来提高其可视性与直观

性。模型合并过程中对边界处重复建模进行切除，

边界厂站图( 或潮流图) 因为缺少对应量测成为残

缺图。由于合并边界处被切除的设备与所保留的内

侧设备来自不同地调系统平台，设备 ID 在合并过程

中需进行唯一性处理并进行转换。通过对设备命名

与量测模糊匹配形成切除设备 ID 对照表，将量测

ID 编码进行重构，完善量测关联度。借助合理的模

糊匹配规则，确保被部分切除量测厂站图 ( 或潮流

图) 的完整性。

4 运行测试

前面介绍的图模数集成方法在四川省地一体化

平台使用，形成图模数一体化的模型中心。一体化

模型中心现已常态化对省调在内的 22 个子模型进

行模型拼接，智能维护边界超过 600 条，全模型包含

10 ～ 500 kV 四川省电网一次模型。图形匹配后可

以完整调阅全网厂站图及潮流图。单次模型拓扑切

除与拼接可 20 min 内自动完成，子模型间全通信链

路更新时长控制在 1 h 内，为模型中心提供完整拓

扑与可靠数据的同时，极大提高了模型合并与数据

同步的效率。

5 结 论

所提出的 CIME 模型解析、智能边界查找、ID

重构、模糊匹配等方法为四川省地一体化模型中心

建设提供了高效同步的图模数集成途径。优化后高

效的模型合并技术、数据采集通道与图形匹配功能，

为调度系统的横向协同、纵向贯通带来便捷。实用

化与常态化的图模数集成与同步为提高互联大电网

的在线监控、动态和静态安全稳定分析水平提供信

息基础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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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快速定位故障线路位置及时解决单相接地引起

的配电系统故障是目前急需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之

一。针对小电流接地时，由于电流非常微弱并且配

电网出现分支非常多，难以进行定位这一问题，使用

卷积小波包能量矩对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的稳态和

暂态特征进行提取，再使用 BP 神经网络建立接地

故障定位模型。为提高 BP 神经网络效率，避免陷

入局部最小值，使用通过混合编码方式改进的遗传

算法对 BP 神经网络进行优化。最后通过实验对一

种配电系统模型的单相接地故障定位进行实验研

究，结果表明，针对该系统所研究方法的故障定位平

均相对误差比传统 BP 神经网络算法建立的故障定

位的平均相对误差降低了 1． 89%，具有较好的定位

性能和较高的效率。
说明所研究方法的定位性能要明显优于常规

BP 神经网络模型，对于 BP 神经网络的结构、权值

以及阈值，所提出的改进型遗传算法进行了较好的

优化，有效避免 BP 神经网络对结构参数盲目选择

带来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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