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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通信业务网十二五战略需求

配用电通信系统标准介绍

配用电通信整体解决方案

光纤到户技术介绍

通信新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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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智能电网通信业务网十二五规划

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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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智能电网77大应用领域的战略需求大应用领域的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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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环节智能化需求发电环节智能化需求

设备监测、监控系统的通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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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环节智能化的通信需求输电环节智能化的通信需求

骨干网通信技术：MSTP，ASON,，OTN，SDH
新应用：输变电设备状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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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环节智能化的需求变电环节智能化的需求

状态监测的通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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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环节智能化的需求配电环节智能化的需求

配网通信系统：光通信、中压载波通信、无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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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环节智能化的需求用电环节智能化的需求

用电通信系统：光通信、低压载波通信、无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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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环节智能化的需求调度环节智能化的需求

调度通信系统：光网络通信，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串口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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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信息平台智能化的需求通信信息平台智能化的需求

应急管理应用系统 ，综合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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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信息平台智能化发展路线图通信信息平台智能化发展路线图

通信信息平台智能化的需求通信信息平台智能化的需求通信信息平台智能化的需求通信信息平台智能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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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配用电通信系统标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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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用电自动化系统
通信系统建设原则

配电通信网的建设应综合考虑配电自动
化、计量、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等系统的
多种需求，统一规划设计，提高基础设
施利用率。

配电自动化系统的采用不同通信实现模
式，合理设计、建设配电自动化通信网
络。配电主站与配电子站之间的通信网
络为骨干层，配电主站、子站至配电终
端的通信网络为接入层。

标准介绍标准介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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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介绍标准介绍(2)(2)

DL/T698《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标准简介(1)

与DL/T 698-1999标准相比，DL/T698-2009《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作了重大调整和修订：

标准名称改为《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并按系列标准进行编写；

系统构成（4.1条）修订为DL/T698的第1部分：总则，规定了电能信息采

集与管理系统的结构和总体要求；

主站功能（5.1.1条）修订为DL/T698的第2部分：主站技术规范；

低压集中抄表终端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分别在DL/T698的第3-1部分（通
用要求）和第3-5部分（低压集中抄表终端特殊要求）叙述；

增加厂站采集终端、专变采集终端和公变采集终端特殊要求（DL/T698的
第3-2部分、第3-3部分和第3-4部分）；

增加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DL/T698的第4-1部分）和集中器下行通
信协议（DL/T698的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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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介绍标准介绍(3)(3)

DL/T 698《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系列
标准简介(2)

DL/T 698《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系列标准分为下列部分：

DL/T 698.1-200X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第1部分总则；

DL/T 698.2-200X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第2部分主站技术规范；

DL/T 698.31-200X 第3-1部分 电能信息采集终端技术规范－通用要求；

DL/T 698.32-200X 第3-2部分 电能信息采集终端技术规范－厂站采集终端特殊

要求；

DL/T 698.33-200X 第3-3部分 电能信息采集终端技术规范－专变采集终端特殊

要求；

DL/T 698.34-200X 第3-4部分 电能信息采集终端技术规范－公变采集终端特殊

要求；

DL/T 698.35-200X 第3-5部分 电能信息采集终端技术规范－低压集中抄表终端

特殊要求；

DL/T 698.41-200X 第4-1部分 通信协议－主站与电能信息采集终端通信；

DL/T 698.42-200X 第4-2部分 通信协议－集中器下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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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介绍标准介绍(4)(4)

与配电线载波通信有关的
行业新标准

DL/Z790.14-2002/IEC61334-1-4:1995  采用配电线载波的配电自动化第1-4部
分：总则 中低压配电线载波传输参数

DL/T790.321-2002/IEC61334-3-21:1996 采用配电线载波的配电自动化 第3-
21部分：配电线载波信号传输要求 中压绝缘电容型相相结合设备

DL/T790.322-2002/IEC61334-3-22:2001采用配电线载波的配电自动化第3-22
部分：配电线载波信号传输要求 中压相地和注入式屏蔽地结合设备

DL/T790.432-2004采用配电线载波的配电自动化。第4-32部分:数据通信协
议 数据链路层--逻辑链路控制（IEC 61334-4-32:1996,IDT）
DL/T790.441-2004采用配电线载波的配电自动化。第4-41部分:数据通信协

议 应用层协议--配电线报文规范（IEC 61334- 4-41:1996,IDT）

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返回主题返回主题返回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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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智能用电信息采集通信系统建设

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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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网自动化通信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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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电网一体化通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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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信息采集通信系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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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光纤到户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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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到户技术光纤到户技术
智能小区通信技术智能小区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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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到户技术光纤到户技术
智能小区通信组网方案智能小区通信组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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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网技术在国外的发展状况

Page 25

美国电力可靠性技术解决方案协会（

美国电力可靠性技术解决方案协会（CERTSCERTS））

在多兰技术中心的微电网试验平台

在多兰技术中心的微电网试验平台
美国美国GEGE公司的微电网能量管理框架

公司的微电网能量管理框架

光纤到户技术光纤到户技术
智能小区通信组网方案智能小区通信组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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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到户技术光纤到户技术
智能交互终端软件智能交互终端软件

与电力公司主站软件、智能用电小区软件接
口通信，达到信息交互以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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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力公司主站软件、智能用电小区软件接口通
信，达到信息交互以及利用连接电视的信息显示。

光纤到户技术光纤到户技术
智能交互机顶盒软件智能交互机顶盒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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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通信新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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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方式的比较

优点：可选择方
式较多，安装方
便，成本低

缺点：信息安
全，无法穿透配
电站或者变电站
钢筋混凝土墙等

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
综合比较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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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无线通信技术综合比较

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
技术比较技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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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应用情况
蜂窝型Wi-Fi网络已经在美国一些城市部署和即将开始部署，如Michigan
州的Grand Haven去年8月完成了Wi-Fi网络覆盖，成为了全美国第一座
WiFi城市。Chaska, Minnesota（密尼苏达州）也已经建成覆盖全市的蜂
窝型Wi-Fi网络，并投入运营。

Philadelphia（费城）投资700万—1000万美圆搭建覆盖整个城市135平方
英里的范围，为整个城市提供一个基于IEEE802.11b的Wi-Fi宽带无线网
络，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蜂窝型Wi-Fi城域无线宽带网络。

同时，美国其它一些大城市，如Madison、Boston、Culver City等都在计
划当中。Anaheim, Portland; Minneapolis; Arlington and Brookline. 
2005年台北市和Nortel合作，建立了覆盖整个城市的蜂窝型Wi-Fi网络。

英国（BT）、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2007年我国上海嘉定区采用WiMAX技术实现城市无线网.

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
应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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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无线接入方案
Internet

光纤骨干网光纤骨干网

MESH Wi-Fi 接入网

有线或WiMAX

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
组网方案组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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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布控/应急通信

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
应用案例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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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无线小区接入

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智能电网无线通信技术
应用案例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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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新技术研究
光载无线通信技术

光载无线通信技术

光载无线(ROF)通信技术原理

典型的光载线通信系统由三部分组成,中心局
(CO);光纤链路和远端接人点(AP)或者基站(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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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新技术研究
光载无线通信技术

光纤无线通信融合技术
光载无线(ROF)应用

(1)输变电设备监测;(2)配电,抄表等

(3)高速公路监测;(4)矿井井下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