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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技术阵地电力系统没有实现远程集中监控的问题&设计了电力系统数据跨平台传输的集中监测系统&设置了多

级冗余以提高系统可靠性$制作现场数据采集接口软件&实现现场数据采集$组态本地监控系统*

fQ9O<RU<RQ;.9K

服务器和

F42KK

平台服务器&实现了电力系统数据在本地电力监控系统和西门子
F42KK

监控平台之间的跨平台传输$开发了变电站概览

显示*高压参数显示*低压参数显示和直流屏监测等功能模块&实现了主要数据的远程集中实时监测$经验证满足信息显示正

确*响应时间短*返回迅速等使用性能要求%

关键词!电力系统$

fQ9O<RU<RQ;

$

.9K

$跨平台$集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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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控制*通信和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电

力系统广泛引入了传感*网络和计算等技术&逐步发展成

为信息与物理系统深度融合并广泛交互的信息物理系统'

%

(

%

随着以太网进入工业控制领域&出现了大量基于以太网的

工业控制网络&由于数据模型*存储方式和传输协议存在

差异&导致信息共享困难&影响输变电设备运行监测数据

的分析和应用'

"$

(

%

.9K

技术的应用使得监控系统*现场设

备与工厂管理层应用程序之间具有更大的互操作性&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信息共享的问题&但在跨平台数据融合时往

往受不同平台厂家产品功能的制约&无法对数据进行跨平

台高效融合%基于
.9K

技术的标准化和适用性&

f<

7

ZDR<

公司开发了
fQ9O<RU<RQ;.9K

服务器连接平台&该技术适

用于市场上大部分主流设备&可与本地监控平台和管理层

应用程序有效对接&为电力系统数据融合提和集成监控供

了便利%

fQ9O<RU<RQ;

的
.9KKL22<164U46

W

OI46<

让系统和

应用程序工程师能够从单一应用程序中管理他们的
.9K

数

据访问 !

-:

"和
.9K

统一架构 !

B:

"服务器&通过减少

.9K

客户端与
.9K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数量&可确保
.9K

客户端应用程序按预期运行&较好满足用户对性能*可靠

性和易用性的要求'

'

(

%

某技术阵地电力监控系统包括多个变电站&属于分布

式系统结构&各变电站电力系统数据处于本地监控状态&

没有实现监控中心对变电站的集中监控&自动化和集成化程

度不高&系统整体协同运行效率低%该阵地监控中心智能楼

宇集中监控平台基于
F42PLZVKL26RLMK<26<R

!

F42KK

"开

发&为将电力系统监控功能融合进智能楼宇集中监控平台&

基于接口开发和
fQ9O<RU<RQ;.9K

技术&将本地电力监控

软件
-̀ 9O$###

采集的电力系统数据&经过
8K9

,

/9

网络

远程传送至监控中心的西门子
F42KK

集成软件平台&实现

不同软件平台之间电力系统数据的远程集成监测&以可以

达到节省值班人力&提高整体协调水平&增强应急处置能

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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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电力系统跨平台集中监测设计实现
#

$*

!!!

#

A

!

X2!

技术及其发展

ABA

!

X2!

.9K

基金会会员包括世界上主要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仪器仪表及过程控制系统的公司'

)

(

%

.9K

是
.9K

基金会制

定的一个工业标准&其全称是
.eQNLR9RL1<VVKL26RLM

&

.eQ

!

.Y

0

<16e42342

E

D2PQJY<P42

E

"即对象链接和嵌入技

术&因此
.9K

指的是面向过程控制的对象链接和嵌入技

术&或者可以理解为它是
.eQ

技术在工业控制领域中的应

用'

,*

(

%

.9K

规范了接口函数&使得用户能以统一的方式去

访问不同品牌的现场设备&而不用花费精力用于现场设备

驱动程序的开发%正是因为
.9K

技术的标准化和适用性&

.9K

规范及新的
.9K

统一架构 !

.9KB:

"规范得到了工

业控制领域硬件和软件制造商的承认和支持&成为工控界

公认的事实上的标准'

(

(

%同时&由于其支持包括
8K9

,

/9

在

内的多种网络协议&可以将服务器和客户机设置于不同地

理位置的网络节点上&便于实现多服务器异地冗余备份和

多值班部位的冗余备份%

ABC

!

X2!9;

.9KB:

作为新一代
.9K

技术标准&通过提供一个完

整*安全*可靠的跨平台的架构&实现原始数据和预处理

的信息从制造层级到生产计划或
Q_9

层级的传输&对于所

有使用该协议的设备和电脑等&所有需要的信息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每个授权的人员都可用&同时
.9KB:

技

术独立于制造厂商的原始应用*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

&

(

%

随着能源转型和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电力系统中源网储荷

各环节深度交互&多元异质能量流和由数据构成的信息流

深度耦合'

%#%%

(

%

.9KB:

这种平台无关的特性&为实现信

息流深度耦合提供了便利&也为今后的工业控制国产化替

代提供了无限可能%

ABD

!

=S2:'(J'(SYX2!

目前&大部分现场设备厂商都开发了针对自家设备的

.9K

服务器&一些第三方公司还开发了适用于市场上主流

现场设备的
.9K

连接平台&美国
f<

7

ZDR<

公司的
fQ9O]

<RU<RQ;

就是行业先进的
.9K

连接平台&该平台使用户能

够通过一个直观的用户界面来连接*管理*监视和控制不

同的自动化设备和软件应用程序%

fQ9O<RU<RQ;

利用
.9K

和以
/8

为中心的通信协议 !如
OGb9

*

.-SK

和
F<Y

服

务"来为用户提供单一来源的工业数据%

fQ9O<RU<RQ;

提

供了
%*#

多种设备驱动程序*客户端驱动程序和高级插件&

这些驱动程序和插件支持链接成千上万设备和其他数据源%

C

!

系统整体设计

CBA

!

系统功能

电力监控系统属于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监控子系统&

包括模拟量*开关量和电能量数据采集$事件顺序记录

O.Q

$故障记录$故障录波$操作控制功能$安全监视功

能$人机联系功能$数据处理与记录功能等功能模块'

%"%$

(

%

远程集中电力监控系统与本地电力监控系统功能模块基本

一致&主要实现如下功能)一是实时在线监视厂区电气设

备运行时的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等参数及状况$

二是在线计算*存储*统计*分析报表&实现电力系统实

时信息的统一采集及按需分发$三是实现对变电站二次设

备 !包括继电保护*控制*测量*信号*故障录波*自动

装置及远动装置等"的功能进行重新组合*优化管理&执

行监视*测量*控制和协调等'

%'

(

%本文主要基于接口开发

和
fQ9O<RU<RQ;.9K

技术实现本地电力监控软件与监控中

心的西门子
F42KK

集成软件平台之间跨平台融合&对电力

系统运行时的频率*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功率因数*断路器状态 !补充直流屏功能"等参数进行远

程实时集中监测%

CBC

!

系统结构及配置

远程集中电力监控系统从结构上分为
'

个层次)现场

层*本地监控层*网络传输层和集中监控层%远程电力监

控系统结构示意图如图
%

所示%

图
%

!

远程集中电力监控系统结构示意图

%

"现场层包括电流*电压传感器*智能仪表*继电装

置等各种测量装置&实现遥测*遥信等信号的采集&并通

过现场总线或串口通信传输给本地监控层%

"

"本地监控层包括数据采集卡或串口通信接口*本地

监控电脑和本地电力监控软件平台&本地电力监控软件为

德威特
-̀ 9O$###

%本地监控系统从功能上由数据处理模

块*数据库管理模块*系统服务模块*数据工程工具模块

等基本模块组成%其中数据处理模块负责数据收发*处理*

数据统计等$数据库管理模块负责实时数据库加载&历史

数据存储&历史数据库管理等$系统服务模块负责实时数

据检索&实时数据库操作接口&历史数据库操作接口等$

数据工程工具模块负责系统生成*工程制作等'

%)%,

(

%

$

"网络传输层包括网络接口*网络交换机*光缆网络

和光传输设备等&采用
8K9

,

/9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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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的可靠性&采用网状连接拓扑结构以增强网络的

健壮性%工业以太网在工业自动化和过程控制市场上迅速

增长&几乎所有远程
/

,

.

接口技术的供应商均提供一个支

持
8K9

,

/9

协议的以太网接口&如西门子*罗克韦尔*

=Q

D̂2I1

等&他们销售各自的
9eK

产品&同时提供与远程
/

,

.

和基于
9K

的控制系统相连接的接口'

%*

(

%

'

"集中监控层包括集中平台服务器*集中平台监控软

件*集中平台客户机等%其中集中监控平台服务器配置两

台&一用一备$集中平台监控软件采用西门子
F42KK

组态

软件开发&

F42KK

是工业控制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组态软

件之一&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集成能力$集中平台客户机

配置多台&每台均可基于集中平台服务器实现对电力系统

数据的监测%

CBD

!

数据跨平台传输设计

阵地电力系统远程集中监测数据流转示意图如图
"

所

示%用户在远程的
.9K

客户端进行远程监视和控制&

.9K

客户端完成与
.9K

服务器的连接&从而可以在
.9K

服务器

里获得由现场控制系统上传至
.9K

服务器的现场数据&通

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并通过
.9K

服务器下传到现场控制系

统'

%(

(

&实现对远程设备的监测和控制%

%

"现场数据采集至本地电力监控系统平台%各种电力

系统数据经传感器采集后&通过现场总线或通信接口传送

至本地数据采集计算机上的本地电力监控软件平台%本地

计算机电力监控软件采用
-̀ 9O]$###

&是一个面向电力系

统设计的电网信息管理系统平台&适用于变电站综合自动

化系统以及调度系统&具备
%#'

协议数据转发功能%

"

"本地电力监控软件平台向
fQ9O<RU<RQ;.9K

服务

器传输数据%在
fQ9O<RU<RQ;

链接平台上建立
.9K

服务

器&利用本地计算机电力监控软件
%#'

协议数据多通道转

发功能&将采集的数据集合通过
8K9

,

/9

网络传送至本机或

网络其他位置计算机上的
fQ9O<RU<RQ; .9K

服务器%

fQ9O<RU<RQ;.9K

服务器可以接收多个本地计算机电力监

控软件发送的数据%

$

"

F42KK

软件平台服务器与
fQ9O<RU<RQ;.9K

服务

器的链接%监控中心服务器上安装有
F42KK

组态软件&使

用该软件建立
F42KK

集中监控软件平台服务器&该
F42KK

平台服务器通过
.9K

技术与
fQ9O<RU<RQ;

链接平台上建

立的
.9K

服务器建立通讯&取得相关电力系统数据集合&

实现电力系统数据跨平台流转%

'

"在监控中心服务器上开发集中监控人机界面应用程

序%使用
F42KK

组态软件开发人界面应用程序&包括概率

模块*高压参数模块*低压参数模块和直流屏模块%并与

数据库进行连接&用于显示电力监控系统相关数据%

)

"在监控中心客户机上实现电力系统集中监测%在监

控中心客户机上安装
F42KK

软件&与
F42KK

服务器建立

连接&运行电力系统集中监控人机界面程序&对服务器进

行访问&实现基于电力系统集中监控人机界面显示电力系

统数据%

图
"

!

数据流转示意图

CBE

!

冗余设计

冗余是指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部件&当系统发生故障

时&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由此减

少系统的故障时间'

%&

(

%基于
/9

地址的
8K9

,

/9

网络具有互

联互通特性&可以构建网状的网络拓扑结构&在网状拓扑

结构中&网络中任一节点或链路发生故障时不影响其他节

点的互联互通&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单点故障能力%基于

上述特点的电力监控系统&在不增加任何硬件设备的情况

下&只要把相关设备进行交叉连接就能大大提高系统的可

靠性'

"#

(

%系统的冗余设计可分为如下
$

个方面)

%

"设置多级监控%在监控中心实现对电力系统远程监

控的同时&为确保电力系统监控的可靠性&在监控中心和

变电站本地均保留监控功能作为备份&以备集中监控平台

出现故障时&能在本地进行电力系统监控%

"

"设置多通道转发%在网络上不同位置设立多个

fQ9O<RU<RQ;.9K

服务器&由于本地电力监控平台软件

-̀ 9O]$###

具有多通道发送功能'

"%

(

&每个变电站均可向多

个
fQ9O<RU<RQ;.9K

服务器发送数据&当一个服务器故障

时&另一台服务器可正常工作&不影响电力系统数据的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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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电力系统跨平台集中监测设计实现
#

$&

!!!

#

发%变电站
:

本地电力监控软件以
%#'

协议除发送本机

fQ9O<RU<RQ;.9K

服务器发送外&还需发送至变电站
S

和

K

处
fQ9O<RU<RQ;.9K

服务器%同理变电站
S

和
K

也进行

多通道转发设置&

$

个变电站之间两两形成互联互通%

$

"设置多设备冗余%在
fQ9O<RU<RQ;

链接平台*集

中监控平台服务器*集中监控平台客户机等各级均设置多

台设备进行冗余备份&当一台设备发生故障时&不影响其

他设备发挥作用&系统整体运行不受影响&确保了系统的

可靠性%

D

!

软件开发及组态

软件程序开发和组态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现

场数据采集接口软件制作&用于实现本地电力监控系统对

现场数据的采集$第二部分为基于
fQ9O<RU<RQ;.9K

的跨

平台数据通信组态&用于实现数据集合从本地电力监控系

统向
F42KK

集中监控平台的跨平台传输$第三部分为集中

监控平台应用程序开发&用于实现在监控中心对电力系统

主要数据的实时显示监测%

DBA

!

现场数据采集接口软件制作

在系统的数据采集方面&由于本地电力监控系统为

-̀ 9O]$###

&对于德威特的保护装置&能够实现数据采集

处理的自主设置和数据自动处理%对于其他公司的装置&

如果需要接入后台进行监控&则需要在
-̀ 9O]$###

后台上

对该装置做专门接口&对该装置进行数据接收*规约解释

以及数据显示处理&实现对该装置的远方监控'

"%

(

%

-̀ 9O]

$###

后台系统的接口程序由
$

个模块构成&即
S.;b:

*

-KS.:_-

以及
/.OK:G

模块%其中
S.;b:

模块用于采

集参数以及数据设置$

-KS.:_-

模块用于规约解释处理$

/.OK:G

模块用于管理底层的数据通讯%同时接口制作还

涉及了几个头文件&包括
S.;:--_>A

*

KA:GGQe]

9:_:>A

*

-Q̂/GQ>A

以及
B̂K8/.G>A

&一般保存在接

口程序的
9BSe/K

子目录中%其中
S.;:--_>A

头文件中

主要内容为
S.;b:

模块使用的数据结构
S.;:--_

的定

义$

KA:GGQe9:_:>A

中定义了
-KS.:_-

*

/.OK:G

模块中需要使用的数据结构
/.O.KfQ8

$

-Q̂/GQ>A

头文

件内容为接口制作中需要使用的各种宏定义$

B̂K]

8/.G>A

定义了接口模块中使用的动态导入以及导出函数%

以 -直流屏.数据通信为例&进行底层接口开发及现

场通信设置%

%

"

P<N42<>T

头文件的处理%在
P<N42<>T

头文件的最后

部分的规约类型定义部分中加入直流屏装置类型%首先在

通道类型定义中进行通道类型的宏定义%加入 -直流屏.

宏定义%在通道类型定义的最后加入
(

P<N42<@A/e/B9]

/G=#\%&

&其中
#\%&

为已有的通道定义号加
%

%在文件最

后以枚举的形式加入该通道类型的装置类型%在该枚举类

型的最后中加入需要处理的型号为
9Ob]Q%#

的直流屏装置

类型
<2IJ

/

9Ob]Q%#

1$

"

"

S.;b:

模块的处理%打开
S.;b:

模块&在通道

定义中加入新的通道和装置类型&在通道参数设置初始化

函数中添加该通道类型%在
J

2

7

RL6L1LM>:PPO6R42

E

!-直流

屏."部分应用同样的方式加入需要处理的装置类型)

-

9Ob]Q%#

.%打开通道参数设置显示协议函数&加入新的

装置类型&在
VZ461T

!

9RL6L1LM

"块和遥测定义部分加入相

应程序块%在显示协议参数函数的
OF/8KA

语句中添加测

试装置厂家%在
S.;b:

模块的遥信*投退以及定值处理

类型中分别加入测试类型和测试装置%运行
S.;b:

模块&

在工程中加入测试装置&设置装置的采集参数&之后打开

通道设置&为测试装置选择合适的运行通道&进行该通道

的波特率等参数设置%

$

"

/.OK:G

模块的处理%在全局函数
B/G89RL1<VV

的

OF/8KA

块的最后加入测试模块的处理程序%在全局函数

B/G884J<9RL1

的
OF/8KA

块中加入测试模块的下行组帧

处理程序 !如果没有下行数据可以不添加"&需要时参考其

他通道添加即可%

'

"

-KS.:_-

模块的处理%在
-KS.:_-

模块中以

KK.b9_.8

为基础类添加具体类&根据需要在该类中添

加成员变量与成员函数&编写函数体 !函数的添加和数据

处理过程可参加其他通道或类型的数据处理"%添加全局函

数&管理该通道的数据处理%

)

"

Î2164L2>T

头文件的处理%在该头文件中加入
-K]

S.:_-

模块与
/.OK:G

模块之间的导入*导出函数%在

导入*导出函数的最后加入动态链接功能函数
UL4P9Ob]

Q%#

%

接口软件制作完成后&添加 -直流屏.类型装置%

DBC

!

跨平台通信组态

$>">%

!

本地监控系统向
fQ9O<RU<RQ;.9K

服务器发送数

据组态

本地电力监控系统软件具有向外远动转发功能%打开

-U

7

V$###

转发配置工具&配置
%#'

协议远动转发模块&创

建步骤如下)

%

"通道配置&定义转发通道库%设置通道属性)

%#'

规约&信道类型)以太网$设置以太网通信参数&端口号

"'#'

&配置子站和主站的
/9

地址$其他保持默认%设置

-数据组.&定义遥测*遥信数据组类型%可设置多个转发

目的主机&通过设置不同的目标
/9

地址进行数据的多通道

转发&实现冗余功能%

"

"转发配置&配置转发量值%选择已定义
%#'

规约通

道和信号类型&通过数据检索器在实时数据库中选择需要

转发的变量参数%

$>">"

!

fQ9O<RU<RQ;.9K

服务器组态

在本地电力监控系统与集中监控平台应用程序之间&

采用
fQ9O<RU<RQ;

软件
/QK,#(*#])]%#'bDV6<R

驱动程序相

连接%启动
fQ9O<RU<RQ;KL2N4

E

IRD64L2

程序&其中的
.9K

点利用
KTD22<M

6

-<U41<

6

8D

E

=RLI

76

8D

E

的层次结构进行

配置%在
fQ9O<RU<RQ;

中建立
.9K

服务器步骤如下)

%

"启动
fQ9O<RU<RQ;KL2N4

E

IRD64L2

程序&建立通道%

点击 -连接性.&右键新建 -新建通道.&选择 -

/Q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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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bDV6<R

.类型&添加通道名称&选择 -网络适配器.&

填写
%#'

服务端
/9

地址与对应的端口号&其他属性配置缺

省即可%

"

"添加设备)点击 -单击添加设备.&添加设备名称&

修改公共地址&其他属性配置 !缺省即可"%

$

"创建 -

=RLI

7

8D

E

.)添加
8D

E

=RLI

7

名%

'

"添加设置
8D

E

)添加名称&地址%此为重点&为所

有的电力系统参数创建所需要的
8D

E

%

8D

E

名称编码由四部

分组成&即区域变电站*电压类别*馈线功能名称和电力

参数&以空格隔开%例如&

"#&

变电站
%#f̀ %

(

高压柜主

进线电压参数编码为
"#&%#f̀ %@+BD

%

8D

E

地址遵守
%#'

规约命名格式&本项目采用单点遥测和短浮点数遥测%单

点遥信&地址格式)

b

2

O9!/.:!̀ :eBQ

&类型标识
!

信息

体地址
!̀ :eBQ

%短浮点数遥测&地址格式)

b

2

bQ

2

^̀ !/.:!̀ :eBQ

&类型标识
!

信息体地址
!̀ :eBQ

%若已

有
L

7

1KL2N4

E

>1VU

文件 !可以根据项目需要直接修改
.9K]

1L2N4

E

>1VU

文件%"时&在此基础上给各个设备导入对应的

L

7

1KL2N4

E

>1VU

文件&生成
.9K

标签 !

8D

E

"表%

$>">$

!

集中监控平台服务器
.9K

组态

打开
F42KK

变量管理器&在新建的变量组下创建内部

变量$激活项目后创建
.9K

连接&具体步骤为)右键单击

-变量管理.选择 -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相应通道为

F42KK

添加
.9K

驱动$在
.9K

通道中新建连接并命名$

在
.9K

条目管理器中选择已经建立的
fQ9O<RU<RQ;.9K

服务器%

DBD

!

集中监控平台应用程序开发

为实时监测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在
F42KK

组态软件平

台上设计开发了应用程序软件&包括概览功能模块*高压

参数监测模块*低压参数监测模块和直流屏等人机界面功

能模块%

%

"概览功能模块)

技术阵地内有多个变电站&概览功能模块包括电力系

统总平面图和各变电站供电平面图&总平面图在技术阵地

背景地图上标示出变电站场所具体位置&在每个场所旁边

设计了主要参数显示对话框&用于显示该场所主要电气参

数%变电站
:

主要参数显示如图
$

所示%变电站供电平面

图显示变电站内高压进线设备*低压配电设备*直流屏等

所处位置&不同设备按比例大小以不同色块表示&设备色

块与该设备详情界面建立链接&当鼠标移动到设备上进行

点击时跳转至该设备详情界面%概览功能模块界面可以直

观展示整个厂区中每个场所的具体位置及各场所之间的距

离和逻辑关系&加上各场所主要电力系统参数的显示&便

于管理者建立厂区电力系统宏观概念&为紧急情况下的协

调处置提供支撑%

"

"高压参数监测模块)

高压参数监测模块以图形符号方式直观显示高*低压

母线和变压器之间连接关系&母线与母线之间连接关系&

高压断路器开关状态等信息%以详细参数方式显示主进线

图
$

!

变电站
:

主要参数显示图

频率*母线电压*母线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

因数等%各变电站高压参数监测参数类型相同&界面设计

类似&具体变量连接不同&变电站
:

高压参数监测画面局

部图如图
'

所示%

图
'

!

变电站
:

高压参数显示局部图

$

"低压参数监测模块)

低压参数监测模块以图形符号方式直观显示低压母线

和各配电间之间连接关系*母线与母线之间连接关系*低

压断路器开关状态等信息%以详细参数方式显示主进线频

率*母线电压*母线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

数等%各变电站低压参数监测参数类型相同&界面设计类

似&具体变量连接不同&变电站
:

低压参数监测画面局部

图如图
)

所示%

'

"直流屏模块)

直流屏模块显示交配电单元*直流母线单元*直流馈

电单元*配电监控单元*监控模块单元和充电状态等参数

信息%显示的参数分为遥测量和遥信量&其中遥测量为模

拟量&用十进制数显示&精确到小数点后
%

位数$遥信量

为开关量&用指示灯标识该遥信量状态%各变电站直流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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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电力系统跨平台集中监测设计实现
#

'%

!!!

#

图
)

!

变电站
:

低压参数显示局部图

参数类型相同&界面设计类似&具体变量连接不同&变电

站
:

直流屏监测画面如图
,

所示%

图
,

!

变电站
:

直流屏显示图

)

"

.9K

服务器通信组态)

fQ9O<RU<RQ;.9K

服务器建立成功后&在
F42KK

组

态软件平台通过变量管理
6

.9K

属性
6

.9K

条目管理器可

以搜索到该服务器&在变量管理
6

.9K

6

.9K=RLI

7

V

下建

立新的连接通道&在
.9K

服务器名称栏填写
fQ9O<RU<RQ;

.9K

服务器名称&测试通过后即可按照提示一步步进行变

量的选择和添加%变量添加完成后&查看变量质量代码一

栏&如果状态为
]

E

LLP]L3

说明
F42KK

组态软件与
fQ9O]

<RU<RQ;.9K

服务器通信正常%

,

"变量链接)

打开
F42KK

组态软件平台图形编辑器界面&对参数显

示控件进行属性设置&变量连接一栏进行点击选择操作&

选择变量管理
6

.9K

6

.9K=RLI

7

V

6

fQ9O<RU<RQ;.9K

服

务器
6

变量组&在右侧详情栏选择该参数显示控件对应变

量&即可建立显示控件与实际变量之间的连接%

E

!

功能验证

启动
-̀ 9O$###

本地电力监控软件&观察记录本地电

力监控界面显示数据&利用
.9KCI413KM4<26

工具&查看

.9KO<RU<R

中各遥测量和遥信量数据状态显示正常&最后

验证查看监控中心显示各界面电力系统参数显示正常%为

进一步验证信号传输&在
-̀ 9O$###

本地电力监控软件界

面中修改一个遥控量的值 !

#

6

%

或
%

6

#

"和一个遥信量的

值 !频率信号改为数值
%##A[

"&查看监控中心对应界面电

力系统参数显示是否正确%

经过系统调试运行&在监控中心客户机上可实时显示

各界面电力系统参数%以变电站
:

为例进行功能验证)其

概要信息显示模块包括主进线
/

和主进线
//

的三相电压

!

BDY

*

BY1

*

B1D

"参数$两台变压器高压侧和低压侧的电

流 !

/D

*

/Y

*

/1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参数&

概览功能模块中变电站
:

主要参数显示如图
$

所示$变电

站
:

高压电力系统参数包括各高压配电柜三相电流 !

/D

*

/Y

*

/1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数值和开关分

合闸状态&具体参数显示如图
'

所示$变电站
:

低压电力

系统参数包括各低压配电柜抽屉开关回路单相电流值和开

关分合闸状态&具体参数显示如图
)

所示$变电站
:

直流

屏显示信息包括直流母线电压*交流输入电压*电池模块

输出电压*机房温度和直流屏各功能单元开关量状态信息&

实际监测画面如图
,

所示%

在系统运行时&对系统执行不同操作&测试用户发出

请求到得到响应的时间%电力系统数据显示平均响应时间)

#>*,

秒&服务器
K9B

占用率)

",>&"?

&测试结果为可以

正确显示&系统界面不卡顿&点击返回按钮时可以迅速返

回&满足系统使用性能要求%

F

!

结束语

本文基于工业以太网和
.9K

&使用
fQ9O<RU<RQ;.9K

技术实现了电力系统数据跨
-̀ 9O$###

和
F42KK

软件平台

流转&融合了
F42KK

和本地电力监控平台软件&实现了对

技术阵地电力系统主要数据的集中远程实时监测&达到了

节省人力*提高运行效率和增强调度能力的目的%在不更

新本地电力监控平台的情况下&利用
fQ9O<RU<RQ;.9K

技

术实现本地监控平台数据向
F42KK

监控平台的集成&对于

节省投资具有积极意义&具有推广应用价值%下一步课题

组将结合
.9KB:

等新技术对照明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发电设备*电能表*倒闸操作等功能进行集成监控研究&

推进电力系统监控的国产化和智能化%

!下转第
'*

页"

!

投稿网址!

ZZZ!

0

V

0

1M

W

3[!1L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