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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for the current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engineering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a 
new technology system and development channels, 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and details, from the concept of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equipment, 
for	primary	equipment,	secondary	equipment	and	complete	sets	of	equipment	specific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are analyzed. Determin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equipment and application focus, and around 
the main station construction, distribu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e dema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equipment application mode, and puts forward the daily operational control optimization scheme, to ensure that the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in the new period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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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配电自动化设备在供配电系统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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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提升为当前的供配电工程转型提供了新的技术体系和发展渠道，论文则是从自动化技术的角度进行分析
阐述了配电自动化设备在供配电系统中的具体应用架构以及细节，从配电自动化设备的概念入手，针对一次设备、二次设
备以及成套设备的具体应用场景和注意事项进行分析。判定了配电自动化设备的应用价值以及应用重点，并且围绕着主站
建设、配电通信系统建设以及管理模式建设的需求合理调整配电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模式，并提出了日常运维管控的优化方
案，确保能够为新时期供配电体系的信息化以及智能化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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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近些年的电力系统不断进行优化和改革，意在进

一步迎合新时期的社会能源使用需求，也产生了网格化分区

管理的新模式，这种模式象征着中国的供配电体系，向自动

化和信息化方向转型，这也诞生了配电自动化设备。配电自

动化设备是建立在自动化管理的基础上打造的新型设备体

系，在满足常规用电需求的同时可以减少人员压力，提升供

配电监管和运行的针对性和精准性。因此全面分析配电自动

化设备的应用情况，并且制定科学管控方案，对于中国供配

电体系的建设有极强促进作用。

2 配电自动化设备的核心概念

2.1 基础理论
配电自动化设备主要指的是在配电网正常运行过程中，

起到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设备，目前在市面上较为常见且起到

重要作用的设备主要以重合器，分段器以及馈线FTU为主 [1]。

自动重合器主要负责进行故障电流的检测，能够在给定时间

内及时断开故障电流，本身具备故障电流检测以及操作顺序

控制的能力，无需额外在线路中增加继电保护装置或者操作

电源，也不需要建立外界通信体系，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

一旦出现故障问题，重合器可以自动进行检测，在确认问题

之后会及时断开故障，终止后续的动作；若在第二次重新恢

复时，依旧存在故障重合次数达到标准之后，不会再次进行

重合，会始终维持着开断状态，这样能够将故障线路和供电

电源隔离开，不仅可以维持系统的稳定性，还可以避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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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大部分电流和电压冲击，对其他的电气设备造成 

影响 [2]。

分段器主要负责配合开关来完成设备的启停和调整，

比如在供配电系统中有大量的电气设备，若电气设备在使用

期间出现了失压或者电流异常情况，会自动进行分闸。若发

生的故障为永久性的故障，那么在预定次数的分合操作结束

之后，会处于分闸状态，能够将故障线路隔离开。

馈线 FTU 则安装在配电室或者供配电系统的智能终端

上，主要作用便是建立企业外界通信体系，可以和其他的配

电子站系统进行对接，能够实现数据传输同时也可以接受其

他子站系统的命令，其优势在于体积较小且具有较强的内涵

抗高温性能，对周边环境的要求较低，对于通讯速率的要求

较低，具备极强的可靠性。

2.2 配电自动化设备的常见分类
上文所论述的三种配电自动化设备是当前应用较为广泛

的重点，设备在此基础上还有其他类型的设备可以为供配电系

统的自动化运行提供保障，这些设备大部分强调一体化运维，

其质量和性能会对整体供配电网络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结合

不同设备的应用场景以及细节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种。

2.2.1 一次设备
供配电系统中的自动化一次设备大部分以主变压器、

GIS 设备、接地变压器、开关柜、动态无功补偿装置以及大

量的隔离开关为主。这些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能够为供配

电系统的质量和性能检测提供保障，也是整个供配电系统稳

定运行必不可少的设备，其自动化的优势在于部分设备的内

部结构中，增加了自动化检测装置以及信息传输装置在使用

期间可以实现自身功能和状态的监测；或者在设备安装使用

的过程中，会预留自动装置接口，通过其他的自动设施来提

升其自动检测和运行的质量。

2.2.2 二次设备
二次设备大部分以供配电网络中的终端设备为主，其核

心功能在于对一次设备进行控制或者调整。以自动化技术为依

托打造的二次设备，其目的在于提升设备的运行安全性和稳定

性，确保配电网络的自动化运行也可以对一次设备进行整体性

能的持续性监控，确保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不会受到外界因素

干扰，或者在出现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声光报警。

二次设备的使用环境较为特别，要确保外界不会产生

较为严重的电磁或者温湿度影响，二次设备的使用环境要有

独立的供电系统以及密封性，才可以确保二次设备在使用期

间减少维护次数，提升使用的质量和效率。

2.2.3 成套设备
成套设备和一次设备以及二次设备之间有一定共同性，

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免除维护压力，但同时也存在差

异，比如成套设备对于周边环境的适应性更高，能够在严酷

的环境中正常运行，在出厂时会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测试

来提升成套设备的整体性能，将其密封在壳体装置中，基本

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也就实现了免除维护的目标。但

成套设备往往占地面积较大，通常应用在大型的供配电系统

或者变电站中。

3 配电自动化设备精细化运维管理的必要性
及需求

3.1 必要性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供配电系统的运

行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尤其一部分地区进行了供配电系统的

改建，致力于打造一体化的供电运维模式，而自动化设备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提升一体化运维管理的效率和

质量。

一方面，配电自动化设备的存在可以代替一部分传统

的人力操作，对电力系统的各项细节进行全过程监管，大大

降低了故障发生的概率，也可以在故障发生的第一时间快速

进行隔离，避免对用户的供电体验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使用配电自动化设备并打造一体化运

维管理体系，能够在及时解决供配电系统问题的同时，全面

增强操作人员的综合能力和技能水平，这对于保证电力设备

以及配电网络的稳定运行，有极强促进作用，更可以催生一

系列有关自动化设备管理、技术研发、设备检修的法律法规，

完善了现代化电力体系的整体架构更可以为其网格化发展

以及自动化运行提供保障。

3.2 配电自动化设备的运行管理需求
一方面，配电自动化设备的运行管理对于人员团队综

合能力的要求较高，运维人员必须针对整体系统进行定期检

查，并且打造一体化运维方案。这要求工作人员以及基层管

理人员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敏锐程度，可以通过互

联网系统或者管控平台进行自动化管控，并且掌握有关自动

化设备的调控和维修技术。

另一方面，对于现场作业的安全性要求较高，配电自

动化设备自身的精密程度较高，在出现了故障问题或者进行

常规隐患排查的过程中，现场中存在的影响因素，会对设备

的性能造成二次影响现场作业安全，因此对于现场的管理来

讲，要打造精细化的管控方案，实现各领域的明确分工，减

少不必要的资源损失，也可以提升系统的运行稳定性。

4 配电自动化设备在供配电系统中的应用细节

为了进一步提升文章论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论文建立

在具体案例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明确了配电自动化设备的应

用场景和细节，确保能够为当前的供配电体系优化提供参考。

4.1 主站系统的建设
配电自动化网络主站系统，主要指对整体供配电系统

进行调控、监管一体化管理的主体能够满足供配电网络的运

行需求，也可以满足用户的具体需求。

结合当前的相关规定以及行业要求，在主站以及现场

总线设计的基础上可以选择 EMS、PMS、GIS、95598 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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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集成系统，来对配电网络进行一体化运维管理。

而配电自动化网络主站需要满足不同设备和线路的接入

需求，在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整体配电网络的规模和架

构，能够为后续的业务拓展以及规模创新提供充足的空间。

其中，一期主要进行硬件设备的配备和操作平台的建设，具

体的内容包含了数据采集、配电调度以及配电自动化建设。

4.2 通信系统的建设
供配电网络中的通信系统是提升输配电系统运行稳定

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的大量一次设备都进行了，自动化

升级不仅可以提升信息传输的效率和精准性，也可以在出现

故障时快速进行故障检测，将依次设备检测到的故障信息传

出到中央控制站。

因此通信系统的通胀程度将直接影响主配线终端设备

以及二次设备的应急反应速度和效率。在满足常规通信设备

建设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了分组传送网络，其中配备了高速

的主干网络，能够满足无源网络以及无线通信网络接入的需

求，全面提升配电系统的自动化程度，也可以提高网络运维

管控的质量。

4.3 一体化管控中心建设
针对配电自动化设备进行统一管理，需要建立在管控

中心的基础上，制定集成化管控方案，而管控中心的建设逻

辑以及细节如下。

首先，管控中心的职责划分能够为配电自动化设备的

稳定运行提供依据，这些责任划分通常围绕着监测和管理、

配网设施运行调度、调节、控制、整定这几个方面展开，为

了更好的满足用户需求，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责任划分体系，

能够为配电自动化设备的日常运行以及细节调控提供多项

助力。

图 1 一体化管控模式下的调度中心结构

在这一调度结构的基础上，为了增强配电网络的管控

精准性，还需要进行职责细化：通过配电自动化设备进行配

电系统的全时段监测和检查；完成供配电系统的准备检测、

技术革新等各项业务和需求，并且能够在带电操作的基础上

进行系统检查；针对覆盖范围内的所有新增用户提供线路接

入以及业务拓展服务。这些由设备与人力相融合打造的管控

体系，不仅可以提升配电自动化设备的运行质量，还可以让

整个供配电网有着更加精密的管控基础。

5 配电自动化设备综合运维管理的注意事项

5.1 制定明确的管理体系
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能够为配电自动化设备的管理

提供安全保障，因此电力企业以及相关机构需要结合自身的

运行情况，打造一套完善的供配电管控方案，并且集中针对

配电自动化设备制定管理机制 [3]。比如迎合新时期的社会发

展水平以及技术革新速度，阶段性的展开配电自动化设备技

术革新研讨方案以及管控创新方案，做好工作的内容划分和

细节梳理，进一步提升一体化运维的管控效果，坚持与新时

期的社会发展规律，接轨才可以全面满足配电自动化设备的

可持续化管控需求，也可以为公配电网的稳定运行提供良好

保障。

5.2 明确具体的维护职责
为了进一步增强配电自动化设备的运维管理质量，电

力企业及相关组织，要结合目前的管控需求，集中划分不同

部门的职责。在常规的发展环境下，配电自动化设备的运维

往往建立在日常维护、故障处理、倒闸操作、阶段性大修基

础上完成，要结合这些内容制定专业班组，打造日常运维检

修方案，并且与人员的绩效管理体系融合，以此来提升运维

管控的效率和质量，也可以满足整体电网体系的高质量运行

需求。

5.3 强化人员管理的效率
配电自动化设备的精密化程度较高，也会随着技术体

系的升级，不断进行更新换代，这就要求企业要具备人员团

队创新培养以及技术交底的意识。

加大力度落实好运维人员的日常培训，在落实技术培

训的同时，还需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以及综合素养管理，确

保人员团队具备供配电集成化管理和运维的能力，并且打造

一系列的培训制度体系，定期进行培训，引进优质人才，带

领人员团队进行外出学习，来提升班组的专业技能水平，自

然可以为供配电系统的稳定运行奠定良好保障。

6 结语

综上所述，配电自动化设备是目前电力体系高质量发

展和自动化建设的主要成果，为了提升配电自动化设备的运

行质量，不仅要打造一体化管理模式，还要合理利用现代化

技术以及互联网，提升供配电系统的智能化程度，通过制度、

人员以及技术体系的辅助，为配电网络运行管理的效率提升

打下较为牢固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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