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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尽管电力系统在资源配置、电

能质量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也面临

着运行复杂化、稳定性降低等突出问题，迫切

需要对现行电网运行方式进行改造与优化。配

电网自动化系统由于能够实现电力系统的自动

化、网络化运行，显著提升电力系统运行效率

及其可靠性，在电力行业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因此，对配电网自动化系统进行探讨，对

促进电力行业长足、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下面，笔者根据自身工作的实践经验，

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配电网自动化系统的相关

问题。

1 配电网自动化系统的概述

所谓配电网自动化系统，指的是以特高

压电网为骨干网架，以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坚

强电网为基础，借助先进的信息、通信与自动

控制技术，构建集信息化、自动化与互动化为

一体的统一电网系统。相比于传统电力系统，

配电网自动化系统在电网中运行具有诸多的优

势：

（1）能够在电力运行初期阶段准确检测

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及时予以校正。

（2）能够接收更加庞大的数据信息并积

极给予响应。

（3）能够快速恢复电网系统。

（4）能够快速适应电网变化并进行拓扑

重构。

（5）能够为运行人员提供更加高级的、

可视化的辅助系统。

2 配电网自动化系统工程应用案例

2.1 工程概况

结合我县东城区配电网络实际以及近期

改造计划，本期工程针对 3 座变电所的四条馈

线进行配网自动化改造，对于断路器采取 FTU
型保护；对于该改造区域内的沿线线路均实施

通信光缆敷设，从而形成双环自愈网顺利接至

配网主站；遵照配调一体化的设计原则将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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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基础上，分别从数据采集 

(SCADA) 功能、处理故障的功能、

通信功能等方面对配电网自动化

功能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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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组成

本期工程所设计的配电网自动化系统主

要由自动化主站、自动化子站、自动化终端以

及自动化通信系统等四大部分组成 。

2.3 系统建设

本文中主要对该配电网自动化系统中的

主站系统规划以及通信系统规划进行详细介

绍。

2.3.1 主站系统建设

该工程的主站系统主要从前置机、数据

库服务器以及监控业务台三个方面展开建设。

首先，数据借助光纤通信由终端送至前置机；

然后，数据由前置机存入实时数据库内；最后，

从数据库中提取监控业务台以及 web 页面上

所发布的信息。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数据的输

送安全，主站系统采取双机双网热备份的设置

方案，有效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与扩展能力。

2.3.2 通信系统建设

根据本区配电网自动化系统的实际功能

需要，该通信系统主要分为配调主站 - 变电所

子站之间、子站与终端层之间、TTU- 单相多

费率电子电度表 3层结构，具体建设过程如下：

（1）配调主站 - 变电所子站之间：借助

SDH 光纤通信通道，由 E1 接口接入；对于已

实现光纤通信的区域，可继续利用原有线路；

同时，为了减低子站的建设费用，部分区域可

将光纤与前置机直接连接起来。

（2）子站与终端层之间：现场终端与变

电所子站之间采取光纤自愈环的建设方式，而

在用户抄表系统与配变监测中，则采取 GPRS
方式。

（3）TTU- 单相多费率电子电度表：对于

配电变压器中的三个单相多费率电子电度表，

采取由音频双绞线、普通线或者电缆线所组成

的 RS-485 总线方式，成功组网之后经 RS485
接口将其直接连接至附近 TTU 的抄表通信口

上，随后通过TTU向上转发电能表数据。在此，

TTU 与电能表通信的通信速率为 1200bps，所

采取的通信标准协议为 IEC60870-5-102。

2.4 系统故障处理

基于配电网自动化系统的复杂构成和诸

多功能的承担，在配电网自动化系统的实际运

行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重合器故障、主站监

控故障、系统保护故障等多类馈线故障，需要

积极采取有效的处理模式。

2.4.1 基于重合器的馈线故障处理模式

当配电系统出现故障时，我们采取采取

以下两种故障处理模式：

（1）“重合器 + 过流脉冲计数型分段器”

配合模式：通过预先设定好每台开关的重合次

数，一旦实际重合次数达至预设值，并且此时

开关处于分闸状态时，就能顺利隔离故障。

（2）“重合器 + 电压 - 时间型分段器”

配合模式：通过预先设定好每台开关的延时合

闸时间与电流监测时间，待所检测到的系统电

压信号延时至一定时间后方能合闸。合闸后，

如在一定时间内开关检测到故障的电流信号，

则表明故障在该区域内，系统自动设置故障标

志，顺利隔离故障。反之，则代表该区域无故障。

2.4.2 基于主站监控的馈线故障处理模式

当出现主站监控故障时，我们采取在各

开关上装设馈线终端单元（FTU）的处理模式。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处理模式，是因为正常情况

下 FTU 能够有效采集相应柱上开关的实际运

行信息（如功率、负荷、当前开关位置等等），

并将它们发送至远方的配电网自动化控制中

心，从而快速切除故障，极大缩短故障隔离与

供电恢复所需耗时，从而确保供电的可靠性。

2.4.3 基于系统保护的馈线故障处理模式

当馈线网络上出现三相故障或相间故障

后，我们采取“开关上装设 FTU+ 跳开区段开

关”的处理模式。这是因为一旦出现上述故障，

各开关处安装的 FTU 将会立即启动，对自身

的功率方向进行准确判断，然后通过现场总线

与相邻 FTU 实现快速通信。系统通过仔细比

较和认真分析后，准确确定故障发生区段，自

动跳开该区段两端的开关，及时隔离故障。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对配电网自动化提出了更高地要求，而配电网

自动化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配电网自动

化的发展，将扩大电力系统的供电能力，提高

电力系统供电的可靠性。可以说配电网自动化

的发展，将促进电力企业效益的提高，从而推

动我国电力行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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