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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的急剧增加使得电力行业的信息化系统建设

规模日益扩大，系统网络运行的环境也存在着诸多的风险因

素，信息化系统中实际涉及的网元需要接触到更加理想的环

境，以此才能更好地强化性能水平，展示出自身的作用 [1]。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监控系统智能化建设提上日程，得

以广泛地运用起来，对比传统的电力信息化监控，智能化监

控技术体现出十分理想的数据采集功能，人性化界面的设

计，使得相应的成果更加显著，最终推动着电力企业的信息

化进程。

电力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智能化电力监控系统的运用

优势十分突出，其属于涵盖着多种先进技术的综合集成系

统，如通信网络技术、传感互通技术等，都能实现对电力系

统运行情况的科学分析 [2]。相关系统中的适应性十分明显，

可以和多种规模的电网有效融合，推动电力企业间的有效互

动及联系，保证更加协调的共进。电力信息化是一种必然的

趋势，运行监控的重要性应该得到肯定。

首先，高度灵活性的展示，可以对电力企业机房设备

的相关数据信息加以采集并记录，还能实现在线的分析，即

便是电力系统中存在着多重风险，但是也可保持电网负荷的

稳定性，实现电力的正常供应。此外，灵活性能通过可控能

力反映出来，即便是不同的环境下，也可及时地通过适当的

调节，更好地适应存在着风险的环境。

其次，较强的系统恢复能力，考虑电力企业运营中的

电网运行易出现无人监管的情况，智能化监控系统的存在可

以妥善地处理相关问题，在遇到应急事件的时候，可以及时

的对系统做到自我恢复，确保电力输送更加畅通，保持着安

全稳定的状态。智能化系统还能对现场的环境展开实时分

析，对于突发事故的分析十分到位，解决了无人监管时的矛

盾问题，观察系统设备的基本运行情况 [3]。监控系统本身具

备着较强的兼容性，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开放性，可以及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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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界系统实现不同程度的融合，对多个平台合理的维护，

就安全插件的安装情况作出判断，实现对有限资源的科学利

用，用户们也能实现和监控系统的信息交流。在电力信息化

发展进程中，监控系统的极高安全性体现出来，可以对电网

运行的多个设备进行动态数据的分析，判断潜在的安全隐

患，达到妥善处理事故的目标。

最后，监控系统的自动化程度理想，可以将电网中的

所有系统优化组合，达到横向集中和纵向融合的目的。还能

将电网报警机制的形成和网上在线分析加以落实，对于决策

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互动能力的有效改善，可以借助于智

能电网监控平台加以实现，客户和电网的人机交互、双向互

动等，均保证了电力企业从最大程度上分析用户的实际需

要，让用户们享受到更加到位的电力服务。智能电网监控还

能将智能电表运行状态、用户用电情况等全面分析，提升多

终端用电效率。

尽管电力企业运营中将运行监控摆在重要的位置，但

是关于运行监控的实际运用要领并未完全掌握，一些细节之

处亟待完善，否则将会影响到运行监控的基本运用成效，也

会阻碍电力企业的长远发展。在电力信息化进程中，应该积

极地践行科学的思路，通过有效的策略保证运行监控的功能

充分体现。

在电力信息化建设中，运行监控贯穿于全部的应用

流程，如应用程序服务器和传输协议等都能监控后台，如

CICS和 IMS等主机系统。在具体的实践中，可以适当地运

用对 J2EE应用程序进行实时监控和历史数据的分析，通过

发送相关的报告，分析出具体的健康度，明确实际的运行状

态。还需准确的收集应用程序请求周期的相关数据资料，将

其存储至监控数据库内，记录请求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通

过层层递进跟踪，寻找到特定的类别，各个方法的相应时间

和中央处理器时间等，寻找到应用程序应该改进和优化的区

域。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及时地判别电力信息化中运行监

控获取到的多种信息资源，对于相关的信息内容加以概括，

制定出科学的应对策略 [4]。

通过合理地使用端到端的应用监控，实现跨节点的分

析，也能判断出粗粒度监控响应的时间，寻找到问题的根源。

在应用跨越了对应的节点之后，出现了不可用或者是响应缓

慢的问题，则应该明确响应缓慢的位置，之后分析具体的原

因。在具体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拓扑图和各个节点上的响应

时间进行分析，能够迅速地找到潜在问题的节点，进而使用

相关的程序和操作将问题加以解决。

在电力信息化中的运行监控，相应的响应时间就是指

从客户端发起请求到达服务端返回整个交易时实际消耗的

时间。由此可以知道，响应时间便是客户端运行时间与网络

时间、服务端运行时间的总和。在运行监控的运用中，获

取 HTTP协议的响应点实现了对Web服务器无侵入式监控

的目标，其不需要安插较多的代码，仅需要通过合理的获取

IP包拷贝做协议栈分析便能分析出对应的响应时间，由此

理论层面上可以支持 HTTP服务器更好的运行起来。

新的时期，电力信息化显然成为必然的趋势，智能化

运行监控系统的合理运用，为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

活力，对于扩大企业的规模和提升运维效力等起到了重要的

影响。运行监控重点是将双向高速通信网作为基本的依据，

结合着测量控制等多种传感互通的手段，使得电力系统运行

更加的可靠和安全。一般来说，运行监控的发展迎合了人们

日益增长的电能需求，同时也符合高质量电力服务标准，对

于改善多种类型的发电渠道，减少电流输送阶段的损失，刺

激市场的活跃度等均有较大帮助 [5]。另外，运行系统在电力

企业的运营中，还能突出自身的自审自查功能，对于电力输

送阶段的设备运行情况和潜在故障问题作出分析，让相关的

技术人员获取可靠地理论支撑。运行监控在电力信息化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拥有着十分理想的发展前景，通过将高科

技技术合理地利用，减少人工成本，提升安全性和风险控制

性，在未来必将成为主流。

在论文的研究中，重点探索出电力信息化运行监控的

重要性，提出了相应的运用策略，总结未来的发展前景，旨

在为电力企业中灵活使用运行监控提供借鉴，保障电力企业

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徐洁 .平凡矿工火热匠心——记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焦煤

西山煤电镇城底矿通风科监控队副队长马黎明[ J] .支部建

设,2021(14):31-33.

司全龙,施婷.基于图像检查监控技术的DSA200型受电弓异物自

动检测保护系统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20(6):59-60.

叶颖樑,张铁军.基于TestStand及LabVIEW的航电通用故障监控

软件自动化测试研究[J].航空电子技术,2021,52(1):36-41.

陈清萍 ,刘辉舟 ,刘晶东 .创新驱动未来智慧开启美好——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化企业建设纪实[ J] .农电管

理,2019(4):21-22.

王光辉.全面跟进严防“水土不服”——浅析电力企业安全生

产信息化建设对策[J].现代职业安全,2018(7):2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