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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发配电=E0主要有#种组织&=E0厂商及=E0二次开发商’配电自动化厂商’电力系

统单位’分析了他们在开发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一种把配电=E0系统分层(由=E0厂商开

发配电=E0平台(自动化厂商及电力系统单位在该平台上进行!次开发的模式’论述了配电

=E0平台的功能范围及海量数据管理’拓扑关系管理’设备库’按设备分层的拓扑关系模型’
组件技术等关键技术(并介绍了这种模式的一个实例’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配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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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科研工作’+JK,2&&&26LM!))!!;24,’1%K

!!近几年来(随着电力部门大规模城网改造’农网

改造的进行("配电=E0#这个名词越来越常见’在国

家电力公司!))?年*?)N$及以下配电地理信息系

统规划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中(有如下定义&
?)N$及以下配电地理信息系统$简称"配电=E0#%
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将配电网络的分布’属
性及实时信息按其实际地理位置描述在地理背景图

上形成的集查询统计’运行维护’分析管理等功能于

一体的应用系统软件’配电=E0是配电管理的现代

化技术手段’配电=E0与配电自动化是!个不同的

系统’通过接口技术(!个系统可以互相支持(共同

完成对配电的实时监控’笔者在参与建设配电=E0
项目的过程中(感觉到配电=E0系统比较复杂(涉

及的专业与系统较多’下面就笔者在实践中用到的

一种配电=E0的开发模式做一些探讨’

?!开发配电=E0系统的不同组织

为了研究配电=E0的开发情况(首先要了解所

开发配电=E0系统及其现状’由于配电=E0的市场

前景非常好(所以有很多公司与单位都进行配电

=E0的开发’通过笔者的调查(大概有以下几类&
$?%=E0厂商和=E0二次开发商’配电=E0实

际上是一种专业=E0(与=E0技术联系非常紧密(所
以众多的=E0厂商和=E0二次开发商是其最早的

开发者之一,?-’他们在软件开发方面有较强的实力(
但是对电力系统业务了解不够(特别是对电网中的

一些高级分析功能不了解(这样就迫使他们或者成

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或者聘请该领域的专家来指导

系统的建设’另外他们在电力系统中的市场基础不

是很好(因此在配电自动化系统接口方面(要针对不

同的自动化系统做出不同的接口’
$!%配电自动化厂商’在电力领域(实时系统的应

用是非常广泛而深入的(对于大型电网及变电站(都
建立了完善的监测控制系统(比如遥测’遥信和遥控

系统’在国内(也有一批非常有实力的电力自动化厂

商(比如东方电子等’配电自动化是比较新兴的一个

市场(竞争很激烈’自动化厂商已经意识到了=E0在

配电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所以都已经开始做这一方面

的工作(由于多年服务于电力行业(他们有很好的市

场基础(有自己的一大批稳定的电力用户(并且培养

了一批电力方面的专家(积累了很多专业方面的数据

与算法’他们的劣势在于一般都缺少=E0技术的积

累(软件开发队伍的力量不强’他们采取的策略大多

是选择一个功能强大的=E0平台进行二次开发’
$#%电力系统单位’一些有实力的电力单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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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些配电=E0的开发工作’他们或者是利用成

熟的=E0平台做开发"或者是自己做一个简单的=E0
平台’他们熟悉业务"但是软件开发能力一般较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事=E0开发的几种不

同组织各有优势和劣势"想一家完成整个系统存在

很多困难’所以笔者提出合作开发的思路"即建立一

个配电=E0开发平台"该平台是针对电力应用而开

发的"完成了大量的基础工作’由=E0厂商完成平

台部分"自动化用户与电力用户完成专业部分"优势

互补"快速而高质量地完成配电=E0项目’

图?!配电=E0平台示意

O2M’? 0N3.1/K,P%73&31.-21,&L2;.-2Q6.3L12-162.-<=E0
P&,.7%-K

!!配电=E0平台的开发

$%&!配电!"#平台的含义

配电=E0的功能可以分层表示#图?$’在图?
中"下面!层是所有配电=E0都必须实现的功能"
并且是其他功能的基础’这!层的一个特点是与

=E0关系密切"对电力专业方面的深入比较少"并且

具备很大的通用性"所以这!层就可以抽取出来作

为配电=E0平台的组成部分"由有实力和有电力系

统建设经验的=E0厂商来完成’其中电网=E0模型

主要是要求系统提供能够描述电网中各种设备及设

备之间关系的手段"建立一个数字电网"这是整个系

统的核心%!&’辅助作图’设备管理则提供整个电网的

输入(编辑(台帐管理(运行(检修(异常等数据的管

理(查询(统计(打印报表(打印图形(数据 R+C发

布等功能’
但是作为一个平台"更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个

完备的开发接口"使其他开发商在该平台上可以进

行更深入地开发"做出一个更专业的系统’
$%$!一些关键技术问题

#?$基本的=E0技术’配电=E0其实是一种专

业=E0"所以它必须具备=E0的基本技术"并且要求

其功能要强大"比如需要优秀的海量图库管理功能"
对各种地图投影的支持"支持各种输出方式(支持数

据存储在大型的关系数据库中等"所以它最好是在

一个成熟的=E0平台#如 >HG=E0$上进行再开发

而得到的’
#!$完善的拓扑关系管理’在配电网中"设备之

间有各种拓扑关系"比如开关和线路的连接关系(开
关柜与开关之间的包含关系等"其实际情况就是一

个复杂的)网*’所以要求系统必须具备完善的拓扑

关系管理功能"能够描述并且方便地维护这些关系"
开发者能够提取出这些关系加以分析和利用%#&’

##$设备库的实现’配电=E0系统要管理哪些

电力设备’并没有一个国家标准"并且不同的电力公

司其设备也是不同的’但是配电=E0平台必须要求

是一个通用的平台"不可能为每一个电力公司做一

个平台"所以平台必须独立于设备"也就是不受设备

的数量(类型(属性的影响’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实

现设备库’对于电网中的设备"设备库按照其各方面

的特征建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库中添

加(删除(修改设备"而系统中的输入(编辑(查询(统
计等功能都是针对设备库中的设备而言的’这样"在
不同的电力公司"只要建立该公司的设备库就可以

了"而不需要更改程序"从而达到了通用的效果%D&’
#D$按设备分层的拓扑关系模型的实现’对于配

电网"当扩展到低压部分以后"数据量非常巨大’对
于配电自动化的一些应用"必须进行快速处理"这样

就要求考虑效率优化的问题’在通常的拓扑关系管

理中"杆塔(变压器等都被作为数字电网的结点来处

理%!&"并且将结点做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杆塔和

变压器在数据库的同一张表中’特别是在关系数据

库中"很难构造0ST语句"比如屏蔽某些设备的显

示+显示的时候改变某种设备的显示比例制作专题

图+对某种设备进行查询等’所以"应该建立一种按

设备分层的拓扑模型"杆塔(变压器放在不同的表

中"而像架空线(电缆等线状设备也放在不同的表

中"这样有利于维护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效率

将大大提高%!&’
#*$利用组件技术’考虑到开发的方便"应该使

用组件技术来开发平台"这样用户就可以利用$8(
$C(U3&P/2等工具来进行开发"而不受制于特定的

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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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自动化应用实例

配电自动化厂商可以利用配电=E0平台"把自

己的遥测#遥信数据与设备挂接起来"在=E0图上

实时地观察到这些数据的变化"同时还可以把招测#
轮询#区域负荷统计等模块添加进来"甚至还可以把

遥控模块也添加进来"以实现=E0与自动化系统的

高度融合’利用上面的这种方式"可以使=E0厂商

集中精力于平台的构造上"而不用去花费太多的时

间去研究自动化系统的各项功能$而自动化厂商也

可以重用配电平台中所提供的功能"并且可以添加

自己系统中的模块到=E0中来’这种分工合作的方

式是有利于系统的快速构造的’对于这种模式"中地

公司曾与自动化公司合作做过一些实验"基本上能

达到预定的设想"并且发现这种模式能否成功的关

键在于平台部分是否真的能够满足上层开发的各项

需要"提供的开发接口是否清晰#易懂’平台的概念

在实践中会不断地得到扩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杨世忠"吴信才"刘德刚’配电网络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施%5&’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BBI"!#’D()

D))@D)#’

VH(=0W"R9X8"TE9U=’U3;2M4,4L-3,&2Y,.2%4
%73&31.-21,&L2;.-2Q6.3L12-162.-< K,4,M3K34.;<;.3K
%5&’+,-./0123413!5%6-4,&%78/24,942:3-;2.<%7=3%J
;123413;"?BBI"!#’D()D))@D)#’

%!&贾永刚"广红"王义’=E0和0U00在高速公路选线中的

应用%5&’地 球 科 学!!!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学 报"!))?"

!A’A()A*#@A*A’
5EHV="=9H(=Z"RH(=V’HPP&2,.2%4%7=E0
,4L0U00.%/2M/[,<-%6.24ML312;2%4JK,N24M %5&’
+,-./0123413!5%6-4,&%78/24,942:3-;2.<%7=3%;12J
3413;"!))?"!A’A()A*#@A*A’

%#&曾文"徐世文’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常规网络分析功能及

相关算法%5&’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BBI"

!#’D()#**@#*I’
W+(= R"X90 R’8%4:34.2%4,&43.[%-N,4,&<;2;
7641.2%4;24M3%M-,P/21247%-K,.2%4;<;.3K,4L./32--3&J
,.2:3,&M%-2./K;%5&’+,-./0123413!5%6-4,&%78/24,
942:3-;2.<%7=3%;123413;"?BBI"!#’D()#**@#*I’

%D&李超岭"张克信’基于=E0技术的区域性多源地学空间

信息集成若干问题探讨%5&’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

学学报"!))?"!A’*()*D*@**)’
TE8T"WZH(=\X’0.6L<%4-3M2%4,&K6&.2J;%6-13
M3%&%M21,&;P,.2,&247%-K,.2%4;<;.3K Q,;3L%4.31/J
42]63;%7=E0%5&’+,-./0123413!5%6-4,&%78/24,942J
:3-;2.<%7=3%;123413;"!))?"!A’*()*D*@**)’

’()*)+,-.)/01)02,3,45+)607869+(8:078;<0)3
=876<807>19/9?).)/0!"#:>:0).

TE9U3JM,4M?"T9Z%4MJY/2!

’?!"#$%&’()*+,*)-.#’/),0,1/,22-/,1"34/,#5,/62-7/’()*82)7$/2,$27"9%4#, D#))"D"34/,#$
!!9%4#,:),;(+,*)<0,1/,22-/,13)=’;"9%4#, D#))"D"34/,#(

’;:07960)F/2;P,P3-,4,&<;3;./3,L:,4.,M3;,4LL2;,L:,4.,M3;%7./-33K,24%-M,42Y,.2%4;[/21/
241&6L3./3=E0;<;.3K"=E08%-P’,4L=E0L3:3&%PK34.8%-P’"08HUH8%-P’,4L./33&31.-21,&L3J
P,-.K34.;’E../34;6MM3;.;,K3./%L./,.L2:2L3;./33&31.-21,&L2;.-2Q6.2%412-162.-<=E0;<;.3K24.%
;%K3&,<3-;"[/21/,&&%[;./3=E08%-P;’.%L3:3&%P./3P&,.7%-K%73&31.-21,&L2;.-2Q6.3L82-162.-<=E0"
,4L08HUH8%-P;’,4L%./3-;.%K,N3,;31%4L,-<L3:3&%PK34.%7./3;<;.3K%4./2;P&,.7%-K’E.,&;%
L2;16;;3;./37641.2%4-,4M3%7./3P&,.7%-K,4LN3<.31/42]63;.%76-./3-L3:3&%P./3P&,.7%-K"[/21/
241&6L3;&,-M3;1,&3L,.,K,4,M3K34.".%P%&%M<K,4,M3K34."7,12&2.<[,-3/%6;3".%P%&%M<24&,<3-;Q<7,J
12&2.23;"8̂ >.31/42]633.1’H../3;,K3.2K3"2.P-3;34.;,43_,KP&3./,.6;3;./2;K3./%L24P-,1.213’

@)>A,73:)M3%M-,P/21247%-K,.2%4;<;.3K$3&31.-21,&L2;.-2Q6.3L12-162.-<$;6P3-:2;%-<1%4.-%&,4L
L,.,,1]62;2.2%4’08HUH(’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