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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主要是应用计算机技术,以各软件和硬件技术应用为核心,实现对电力体系和电力网络的综合

调整。电力系统构建目标在于达成电能网络化控制和数字化的管理,从而实现对整个电力生产过程的监控和智能管理,并且对

电力能源系统以及电力能源设施进行安全控制,利用智能技术进行系统调整,实现电力网络公司内部和外部的自动化调控,通

过对电能信息数据自动传递和更新,从而实现对电能系统的安全维护,最终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基于此本文阐述了电力

系统自动化技术的基本要求,对电力系统自动化安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措施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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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科技的进步发展,使得

用电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也日益

广泛,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在安全控制方面仍然存

在诸多问题,因此为了保障电力系统自动化的安全运行,以

下就其安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措施进行了探讨分析。 

1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的基本要求分析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的要求主要表现为：(1)变电站自

动化技术要求。电力系统变电站自动化技术可以提高变电站

的安全性,保证变电站运行的稳定性,可以向用户提供更加

稳定的电能。变电站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利用的是计算机通信

技术、现代电子技术以及信息处理技术对变电站中的设备装

置进行组合优化,并随时检测、控制、协调变电站装置中的

所有设备运行状况。自动化装置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比对、协调,保证变电站的安全运行。(2)调度自动化技术要

求。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技术的主要功能有：电力系统中数

据的采集和监控；电力系统经济运行与调度、发电厂的运营

与决策；变电站的自动化运行。其中电力系统的数据采集和

监控是实现调度自动化的前提和基础。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

是电力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核心技术,决定着自动化系统中

的质量和安全稳定性。(3)配电网自动化技术要求。电力系

统配电网自动化主要包括设备管理、自动制图、馈线自动化

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软件。配电网自动化系统有大量的

智能终端,先进的通信技术以及丰富的后台软件。配电网自

动系统要结合我国的城乡配电网的具体情况,逐步推进,最

终实现电力系统的综合自动化。配电网自动化发展是我国电

网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电力市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

要。在电网改造与规划中大力推广电力自动化技术是实现配

电网自动化的重要基础。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和无线通信技术以及电力自动化设备,可以实现对配电网系

统运行状态的自动、全面监控和有效控制,在配电网系统监

控工作中达到人机合一的状态。这些技术和设备的使用不仅

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节约了系统运行管理和维护的

成本,还极大地提高了电网的运行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 

2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安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安全控制的问题主要有：(1)遥信

发生误报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触点抖动与接触不良。

遥信系统发出信号,主要依靠电力自动化系统现场的开关与

刀闸的辅助触点与信号继电器的触点,由于其暴露在空气中,

使得表面极易发生氧化现象,使得触点的接触不良,进而导

致遥信信号发生误报,影响电力及其自动化的正常运转。除

此之外,由于频繁地使用,使得辅助触点出现较大的缝隙,进

而无法使触点链接到位。第二、易受电磁干扰。遥信信号的

发出主要通过采集装置为期提供电源。早期的电力自动化系

统主要提供 24V 的直流电压,由于遥信采集回路是工作于弱

电压的环境中,因此极易受到电磁干扰,使得遥信信号误报,

进而影响电力自动化的正常运行。第三、运动通道受干扰产

生误码。由于 RTU 电源的纹波系数较大,加之电压不稳定,

使得交流电對运动通道产生影响,进而使得通道内产生误码,

因此遥信采集信号的错误变动。第四、软件处理出现错误。

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使得主站端的计算

机系统与 RTU 处理软件极易发生错误,为此会对遥信信号造

成较为严重的影响使得遥信信号误报。(2)遥控安全问题。

具体表现为：第一、人为操作失误问题。电力系统自动化运

行中的人为操作失误屡见不鲜,主要表现在断路器位置易出

现遥控错误,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使得接线人员在较小的空间

内容出现接线错误现象,或者是工作人员在链接断路器时出

现安装错误。第二、切入控制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

发展,某些不法分子为自身的不正当利益,通过计算机对电

力系统自动化技术进行入侵,对电力系统自动化的稳定运行

产生严重的影响,极大地降低了电力自动化技术的服务质量,

同时也会产生众多的安全隐患。第三、人为失误动作问题。

所谓的人为失误即是指工作人员在电力系统自动化运行过

程中出现的失误,使得整个电力系统自动化的运行受到较为

严重的考验。就普遍情况而言,由于人为失误动作产生的影

响对于电力系统自动化的影响并非十分巨大,只是对其中的

某一线路产生影响。但是一旦情况严重,则必然会导致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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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与用电量急剧上升,我国各行业各领域对于电网供电的依赖性逐渐增

大,这无疑是对城市供电质量与供电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城市供电安全与稳定,确保供电质量,在开展电力设计和

规划工作时一定要将安全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基于此,文章将对电网规划与电力设计对电网安全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为

提高我们城市电网安全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 电网规划；电力设计；电网安全；影响 

 

电网是各种用电设备以及发电设备的组合体,在输电和

配电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电网规划以及电力设计

是针对电网运行过程中状态、规模、安全、进度、质量、容

量等多种要素进行统一规划和设计的重要工作内容。其中,

电力设计包括电力工程设计以及电力设备设计两项内容,电

力工程设计包括了发电、输电、配电、变电等电力工程地点

与线路设计等方面内容；电力设备设计主要指的是电力设备

的具体设计,以及其具体使用情况等内容,包括了输电设备、

输电设备、配电设备等。电网规划是指在电网建设运行初期

具体设计电网输电线路以及回路数量,并综合考量电网运行

中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所投入的实际成本等内容。电网规

划以及电力设计两项内容对于电网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性都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考虑到电网安全性的前提下,务必

要具体约束电网规划与电力设计的有关工作内容,确保其能

够在真正意义上给电网的安全性提供有力的支撑,而并非是

由于工作不到位而导致出现电网安全失误的现象。 

1 在电网安全运行前提下电网规划的规划原则 

1.1 合理选择电压等级 

在电网规划中,电压等级的选择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

础的内容,其对于整体规划内容的质量以及合理性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保证电压等级选择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

保证电网运行过程中能够拥有较好的安全性以及可靠性的

重要措施。例如在 220kV 变电站中会选择 110kV、220kV 或

35kV的电压,如若是110kV的变压站,则会选择110kV或10kV 

 

电力系统自动化停止运行,不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

影响,更会为地理部门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电力部门

可通过加强安全防护,实行工作票制度来进行控制管理。 

3 电力系统自动化安全控制措施的分析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安全控制措施主要体现在：(1)合理

采取线路编号方式。电力自动化系统对于电力部门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的遥控系统运行中,遥控信号点只是与主

站端的线路数字进行对应,此现象是引起设备错误操作的重

要原因之一,为此工作人员可以对信号点进行编号并对断路

器编号进行控制,以提升遥控水平。所谓的线路编号方式即是

对断路器进行统一管理,以此来实现对遥控的安全管控。(2)

提高遥信取样电压。为提升运动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工作人员

将早期常用的RTU电源电压由24V提升到了220V,此数值大于

二次回路的 180V,因而有效地实现了对外界因素的抵抗,提升

了遥信信号的准确性。(3)严格返校控制。在遥控安全防范措

施中,返校控制方式是一种较为突出的措施。就其本质而言,

检验核对功能是遥控返校中不可或缺的功能,然而在实际的

电力自动化运行中,返校控制方式较难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因

此工作人员必须对电力自动化系统进行仔细全面的检查。(4)

加强通道校验。在电力系统自动化的运行过程中,主站会对系

统发出请求,此时系统便可自动地对请求参数进行校验,若参

数正确,则系统会自动做出回应,若参数错误,则系统会自动

进行拒绝。通过对通道校验方式的运用,可有效建立正确的链

接状态,同时电力自动化系统需要主站输入密码,若密码通过

验证,则可进行链接,若经过3次输入后密码仍然错误,则自动

化系统就会进行报警,关闭通道。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使其得到广泛应用,同时提升了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能,

但是其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安全问题,因此为了充分

保障电力系统自动化运行的安全,必须对其安全控制存在的

问题及其措施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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