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

数字化供电系统建设的核心分析
黄全胜　　国网湖北省电公司谷城县供电公司

摘　要：本文从数据集成和应用集成着手，讨论了数字化供电系统的核心技术，并结合公共信息模型进一步完善数字化供电系统的建设。
在供电系统中采用数字化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供电方式，提高了供电效率，掌握数字化供电系统建设的核心技术，就能进一步完善数字化供电
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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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数字化供电系统建设的背景

数字化供电系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工程，是企业提高供电

的管理能力、服务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技术手段。数

字化供电系统包括数字化电网、信息化管理以及企业应用集成。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电力企业信息化的建设中数字化供电系统

中的数据传输技术、数据转换技术、接口整合技术以及商业流程支持

技术得到了有效的应用，数字化供电系统的建设也在进一步地完善过

程中。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不断完善，电力系统也在不断地发展中，

数字化供电系统以数据集成和集成技术为主线，结合客户供电风险管

理的业务要求，介绍了在供电系统中的公共信息模型，并集合分析客

户供电风险管理在不同系统中电网风险因素的数据。

二、研究数字化供电系统的数据集成

数字化供电系统中数据集成的指导原则是：不管数据在何处，

以何种方式存在，对于数据的使用者来说，数据都是单一的。所以，

数据集成的技术就是要将这些复杂的数据与信息的需求者隔开，数据

的使用者在使用数据时可以通过SQL或XML的标准语言来进行。

1.数字化公共信息模型。企业在运用公共信息模型时，它的运用

范围包括数字化电网的结构以及其运行的状况，企业通过公共信息的

模型可以实现数据的一致性。公共信息的模型对象很多，在业务的要

求上，要进行业务调研数据收集；在业务域，要确定问题域，然后确

定分析的对象，最后要归纳现实对象。在数字化公共信息模型上，可

以重用现有的设计，也可以借鉴其他较为成熟的设计，避免在公共模

型的设计上可能出现的纰漏。同时要保证数字化公共信息模型设计的

质量，利用比较标准化的设计，让系统的使用可以更加的开放，并与

其他的系统实现更好交互。

2.数据的整合及访问。数字化供电系统中的共享数据库，是从各

个数据源中获取数据，然后通过数据的转换服务将数据进行整理，并

输入共享数据库中。通过一系列多样化的数据整合实现数据的完整

性、一致性以及安全性。访问共享数据库中的数据有三种最主要的方

式：首先，如果供电企业系统数据需要经过交换接收，那么就应该采

用该企业的核心系统访问相应数据，同时确保数据以CIS标准接口为

载体访问处理；其次，如果供电企业中的相应数据较为专业且相互之

间的关系繁杂，那么就需要采用具有一定逻辑计算能力的程序进行访

问和记录，该程序同属企业核心系统中；最后，如果供电企业数据库

处于共享状态，且需要在其中新建应用程序或系统，那么可采用连接

器将数据与共享数据库相对接完成传输和计算。

三、研究供电系统数字化的应用集成

企业的业务和各项活动需要各种数字化系统的支持，那么数字

化系统的建立就需要采用集成技术。其重点在于要将硬件和软件及时

与业务内容进行沟通和交流，采集、综合相应的、针对本企业的重要

资源，例如获得市场的变化趋势等，最终达到稳定使用供电数字系

统、促进企业业绩提升的目的。具体来看有以下三点可参考、采纳。

1.采用SOA应用集成构架。SOA即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将该结

构与数字化供电系统相结合，能够展现出如下几点明显的优势：第

一，供电企业在宏观上能够拥有综合性的操作、管理平台，且该平台

能够重复使用且安全系数较高，相较于其他集成构架而言，更加稳

定、高效；第二，该系统省略了较为繁杂的数据修复以及管理步骤，

能够在短时间内接收命令信号，完成指令；第三，该系统不仅能够在

电力系统中完成工作，还能够承担多领域的业务要求，将数字系统共

享并处理，同时还能够分析自身所存在的优势和问题，这样就能更快

捷地将类型不一的电网数据加以综合，以期从更多角度运作。

2.专业构建数字化服务体系技术。对于供电系统数字化建设而

言，在业务方面，有针对自身的更高要求，例如公共信息模型作为业

务载体，就要构建“按需”结构，这种结构能够确保在业务背景不相

同时，满足更多客户不同的专业要求。例如该体系能够选择电网相关

的结构模型并分析处理，再将对应的数据传输给对应的特定系统。这

种模式和流程就能够大大提升供电企业专业信息系统的运作、研究和

开发速率，同时还能够确保多数据应用时的准确性。

3.采用专业化的图形构建技术。对于图形应用控件来说，其优

势有灵活、及时、小巧等，如微软公司开发的可充用软件组建：

AetiveX，该软件不单只运用在同一系统中，还能够编写Java语言等更

加专业的内容，该软件能够达到不同客户的不同图形展示要求，该系

统在运作过程中，会提取电网相应信息数据并抽象化展现，演化为控

件形式，最终送至相关人员处运行、使用。该技术全面性、便捷性优

势较其它同类开发工具更有优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建立数字化供电系统，是其与全球数字经济进行接

轨的要求。本文研究关于数字化供电系统的建设，从数据集成和应用

集成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实用化效果。但我们还应

该看到，数字化供电系统建设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使用

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地完善和改

进。在构建数字化供电系统的过程中，要把握其核心技术，不断地探

索数字化供电系统与业务标准还存在的差异，解决在实践过程中的难

题，这样，我们才能在供电系统中实现真正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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