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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介绍了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ＤＩＣＰ）的应用及功能，并详细阐述了

各级ＤＩＣＰ系统的一体化建设，以供同行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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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力需求的逐年攀升，电网规模的不断扩

大，电网运行方式调整及检修操作任务也越来越繁

重与复杂，各级调度面临着巨大的操作压力，电话排

队及“塞车”现象频频发生，调度员不得不投入大量

精力。繁重的操作任务挤占了调度员对电网安全性

思考的时间与空间，给电网稳定运行带来了隐患。

调度目前的信息系统未能有效解决调度监控运行工

作减负的问题。

为提高调度员工作效率，增加调度运行操作的

安全性，构建电网调度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互动

化为特征的调度运行管理体系，急需建立集中、统

一、智能、高效、安全的调度运行工作流程，开发面向

电网智能调度的新一代指挥平台，努力实现电网发

展速度与调度运行管理质量及效益的协调统一，实

现电网运行操作安全和效率的协调统一。

１　构建方式

在构建方式上，采用一体化建设，两级部署，多

级应用的方式，即在一体化 ＤＩＣＰ系统架构下，省

调、地调两级部署应用系统，支撑省调、地调、地调直

调单位应用功能需求。

在各级调度机构内部，实现信息的集成与业务

协同。纵向上，实现省、地二级调度部门的信息互联

互通和业务贯穿，各级地调向上与省调相协调，向下

与直调单位相配合；横向上，实现与本单位相关系统

互联互通，与企业内外的信息化系统相配合，实现数

据交互与共享，业务协同与贯通，如调度系统与生

产、ＥＭＳ等核心业务系统的数据交互与业务协同。

２　省调系统

２．１　系统框架

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ＤＩＣＰ）面

向各级地调及电网运行各专业，充分依托（整合）调

度实时监控ＥＭＳ系统和安全生产信息管理系统，使

调度管理与控制的有机统一，主要实现运行操作、电

网监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

化信息平台的总体架构如图１。

图１　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整体框架

２．２　系统功能

系统建设横跨Ⅱ、Ⅲ区，运行操作的自动化功能

建设于生产控制大区（Ⅱ区）主要考虑到需要与

ＥＭＳ资源进行深入整合，以及要求满足二次安全防

护要求；而Ⅲ区利用ＥＭＳ资源实现智能化编制与交

换，对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有力补充。

横向上，建立交换服务，基于统一接口与Ⅲ区安

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数据和工作流集成；并与

地调ＥＭＳ系统实现数据交换与功能深度集成，形成

一体化系统。

纵向方面：省调系统与地调系统在Ⅱ、Ⅲ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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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Ⅱ区贯通采用ＣＯＲＢＡ标准、Ⅲ区采用 ＯＳＢ

标准；省调直调电厂接入省调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

体化信息平台，所有变电站接入所属供电局电网调

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省调端建立数据中心，

实现全网模型、核心业务数据在省调集中存储，实现

分级维护与系统内全局共享。

３　地调系统

３．１　系统框架

地调系统部署采用分布式方式，通过企业“服务

总线＋数据中心”实现与省调系统在模型、业务、工

作流的集成，实现上下级交互。地调可配置独立数

据库，用于个性数据的存储。

地调ＤＩＣＰ硬件结构图如图２所示，含１３台ＰＣ

服务器（其中跨区交换服务器可单机运行，数据库服

务器可复用现有服务器，数据交换服务器可单机运

行），４台网络交换机，正向隔离装置１台（可单机运

行），反向隔离装置１台（可单机运行），防火墙１台。

图２　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硬件结构

３．２　系统功能

５００ｋＶ变电站调度智能指挥平台终端接入由

站端非控制区（安全Ⅱ区）的调度数据网非实时

ＶＰＮ纵向互联交换机接入调度智能指挥平台。

２２０ｋＶ变电站调度智能指挥平台终端接入由

站端非控制区（安全Ⅱ区）的调度数据网非实时

ＶＰＮ纵向互联交换机接入调度智能指挥平台。

１１０ｋＶ变电站调度智能指挥平台终端接入站

端控制区（安全区）的调度数据网实时ＶＰＮ纵向互

联交换机，并通过控制区横向互联防火墙进行地址

转换，使终端可以通过非实时ＶＰＮ进行数据通信。

省调直调电厂调度智能指挥平台终端接入由站

端非控制区（安全Ⅱ区）的调度数据网非实时 ＶＰＮ

纵向互联交换机接入调度智能指挥平台。

各单位对互联网提供的网站、邮件等服务，必须

统一放置在ＤＭＺ区域中，并设置安全访问控制策

略，严格限定源ＩＰ地址、目的ＩＰ地址和服务端口号

等，必要时可以限定提供应用服务的时间范围。”移

动ＰＤＡ接入由于使用了无线的公共传输媒介，信息

安全上应视同对公网提供服务，因此，移动ＰＤＡ接

入服务器应部署于省公司为地区供电公司信息部分

配的ＤＭＺ区，并由省信息中心通过ＤＭＺ区防火墙

统一进行安全策略访问控制。

移动ＰＤＡ通过运营商 ＶＰＮ路由器接入ＤＭＺ

区移动作业服务器，移动作业服务器通过地区供电

公司信息部ＤＭＺ区防火墙接入内网。移动作业服

０６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第３７卷



 http://qks.cqu.edu.cn
第３７卷增刊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Ｖｏｌ．３７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２０１４

务器无法访问Ⅲ区内网数据库，Ⅲ区内网ＤＩＣＰ应

用服务器能够向移动作业服务器发送数据，并能够

从移动作业服务器抽取数据。

４　一体化信息平台功能应用

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总体功能划

分为基本管理、计划策略、运行操作、安全控制、信息

展示５个部分，各部分功能如下。

４．１　基本管理

为整个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提供

各类信息，以满足其它功能应用对各类数据的要求，

是整个系统最基础部分，主要包括受令资质管理、调

度操作设备安全管理、发令平台。

４．２　计划策略

强化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的未来

态管理，汇总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中

各计划、策略类应用，为运行操作相关应用提供导引

数据，指导电网的运行操作，应用功能主要包括设备

启动方案执行、检修单管理、定值计算编制、母线正

常接线方式管理、、工作历管理。

４．３　运行操作

集省调度智能指挥平台最核心应用，直接参与

电网运行的操作管理，突出各应用功能的智能化、一

体化操作。应用功能主要包括：智能操作票、网络发

令、工作票、调度运行日志、监控信息处理、错峰预警

及执行、程序化操作及控制。

４．４　安全控制

为适应对电网运行安全管理的需要，强化安全

控制的全过程管理，对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

息平台中安全管理进行集中管理，包括操作风险量

化评估、事故分析，建立完整的事故闭环管理体系。

具备事故辅助决策功能，实现电网事故情况下海量

故障信号的智能分析，及时提出核心事故信息列表，

并能按照巡检区域进行分类，提出电网存在的即时

运行威胁及潜在运行威胁，提供参考处理手段及

路径。

４．５　信息展示

信息统一展示发布的应用，通过对系统内各类

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将各类信息智能化进行展示发

布，包括调度生产日报、电网运行分析等。

５　变电站侧客户端功能

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变电站侧客

户端硬件配置由台式机及变电移动处理平台（ＰＤＡ）

组成，以满足变电侧使用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

信息平台功能需求。

变电站侧客户端接收省调（地调）端各种工作指

令及进行相应操作，与省调（地调）端的平台实现信

息互相沟通，包括通知、操作说明、操作准备等。增

加短信息发送功能，针对停电通知、预发令通知、故

障信息等按实际需要通过手机短信形式选择发送至

变电运行值班手机。

６　与省调犇犐犆犘互联互通

一体化信息平台建成后，应实现省地系统的

对接。

对于供电局主站端服务器，需实现与省调主站

端服务器进行双向通信，实现地区供电局业务同省

调进行业务通信。

对于省调直调电厂，需实现与省调主站端服务

器进行通信。

对于变电站、地调、监控需实现同地调主站端进

行通信；

对于受令单位终端，需实现多个受令端软件的

整合，不允许部署多个终端。（例如５００ｋＶ××站，

需接收省调指令、地调指令、监控指令，该终端需能

够同时实现上述３个业务）。

７　结　论

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ＤＩＣＰ）的

建设涉及到不同专业的多个系统。为确保电网调度

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ＤＩＣＰ）建设稳步实施，综

合考虑调度业务系统特点和各级调度的实际情况。

整个电网调度智能操作一体化信息平台（ＤＩＣＰ）项

目工程建设按照先标准、后建设的策略进行。首先

建设好基础支撑平台和网络发令通信平台，再根据

业务需求建设５个应用（基本应用服务、计划策略、

运行操作、安全控制、信息展示）业务功能，并尽可能

多地推广到多个厂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全省推广。

低效率、低安全的下令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化

大电网的发展要求。一体化信息平台（ＤＩＣＰ）的建

成，可解决传统的调度运行发令采用电话模式存在

的语音歧义、信息缺失、监护盲点、误读、误记、误解，

以及干扰事故处理等危险。与此同时，该平台还可

同时面对多个生产系统（ＥＭＳ系统、调度 ＭＩＳ系

统、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调度报表系统、电量报

表系统、短信息发布系统、省调网络发令系统、省调

错峰指令系统等等），且各系统之间能实现数据交换

处理，能解决现阶段调度监控员对各信息系统的查

询、核对及录入等繁琐操作，减轻调度监控员的工作

负担，提高电网的安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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