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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面向对象通信协议的智能电表功能深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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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南京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1100）

0 前言
在当前阶段，不论是配网资源的公司，还是节能服务的公司，

又或者是智能电表的公司，都在逐步的走向能源互联网这一新

领域，但是要想使整体的配网运营管理效益和供电服务水平得

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就要对基于面向对象通信协议的智能电表

功能进行全面的深化应用，最终促进智能电网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1 智能电表及面向对象协议
1.1 智能电表功能介绍
所谓智能电表，其主要就是指实际的智能电网的一种智能终

端体现，与过去实际存在的电表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当前阶段，

得到广泛应用的就是智能电表，而且智能电表在实际应用的过

程中，不但可以包含计量功能，还可以使智能电网的最大化最全

面发展得以实现，并且使新能源的全面使用要求，还将用户端控

制功能和双向多种费率计量功能设置进来，不仅如此，还将具备

双向数据传输特点的通信功能全面涵盖进来。除此以外，对于当

前阶段极为猖狂的窃电行为，还能进行最大化的防范。

1.1.1 双向通信
对于智能电表而言，最为基础的一个功能就是双向通信，而

且是网络通信在实际进展的过程中最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功

能，可以对智能电表和智能电网进行全面高效的连接，起到桥梁

和纽带的作用，使整个系统的数据反馈和传输全面实现。相应的

电表用户端和管理端实现全面的信息双向传输，可以对用户端

用电情况进行全面了解，进而将各种控制调度命令发送给用户

端，实时的管控用户电表。

1.1.2 高级量测体系
对于以往的电表而言，一般情况下只是计量相应的功率、电

压以及电流。但是对于智能电表而言，不但可以将以往电表的计

量数值包含进来，还具备一些高级测量功能，例如，磁场强度、谐

波等，此外，还能对足够点数的量测数据进行实时的存储，进而

将相应的参考数据提供给用电分析。

1.1.3 控制管理
对于智能电网而言，其管理单元终端的形式具备交互的特

点，而且对于当前阶段应用最为广泛的智能电表而言，其有一个

最大的优势，就是控制管理功能非常多，不仅将费率的控制功能

全面涵盖了进来，还包含了本地空管的功能，既可以使远程的费

控得以实现，还能使负荷控制全面实现。

1.2 面向对象协议
就该协议来讲，其本身还有另一个称呼，那就是面向对象互

操作数据交换协议。电力行业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与该协议脱

离不开关系，而且该协议扮演着重要的主导角色，可以使一套通

信协议全面形成，该协议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既具备灵活性的

特点，还具备高效率性。在应用面向对象通信协议的过程汇总，

可以使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效率全面提升上来，对更加广阔的

功能应用进行全面的拓展。

1.2.1 高频采集
对面向对象协议的高效性进行充分利用，对用电信息采集效

率进行大幅度的提升，将以往电量采集模式进行彻底的更改。基

于此，智能电表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整体的运行数据频率采集

全面实现，并且可以达到 15min/次。
1.2.2 智能电表表事件主动上报
不论是对智能电能进行应用的过程中，还是对采集设备进行

全面应用的过程中，都可以将这一特性应用进来，那就是双向通

信，进而使智能电表可以主动上报一些重要事件，并且缩短实际

的上报事件采集时间，使其可以保证在 3min之内，将可靠的数
据支撑提供给相应的研判等业务。

1.2.3 台区识别
面向对象通信协议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增设了很多的功

能，首先，将台区信息的识别功能增设了进来，不仅如此，还增设

了台区信息的分析功能。对于受到广泛应用的采集系统而言，也

增加了很多功能。举例来讲，将过零低频载波技术进行全面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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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仅如此，还会将脉冲电流发射技术应用进来，进而全面的

识别实际的智能电表相位和台区归属。但是在此种状态下，与之

相关的采集终端，与当下的台区并无任何的所属关系，而且与上

报台区的信息识别进行对比，会形成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疑似

户变关系异常信息。恰恰因为此，实际的户变关系排查效率也得

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而且还会将可靠的技术支撑提供给台区

线损治理业务以及基础数据治理业务中。

1.2.4 采集任务优先级调度
以采集任务优先级标识为依据，对终端数据采集任务调度功

能进行全面的优化，而且基于该模式下可以使相应的采集任务

的数据质量得到保证，例如日冻结电量等。

2 智能表功能深化应用
2.1 在停电管理中的应用
2.1.1 完善智能表上停电事件主动上报功能
当前阶段，在对智能表的功能进行实时的深化应用过程中，

要将面向通信协议的可靠性和高效性一并应用进来，只有在此

种状况下，集中器的主动上报功能才能全面实现。与此同时，还

要将台区与用户之间的拓扑关系进行全面的结合，进而对低压

户表状态进行全面的验证，对停电台区以及所属的用户范围进

行精准的定位。此外，还要对实时性的拓展相应的功能，完善与之

相关的通信规约，如果出现了单户故障，则可以使后续的识别和判

研全面实现，对供电服务对于平台故障的判研指挥全面实现，此

外，还能更大程度的分析主动抢修和低压供电的可靠性。

2.1.2 深化停电管理、故障研判指挥业务应用
在对智能表进行深化应用的过程中，不仅要将用电信息采集

系统实施进来，还要保证供电服务指挥平台可以深入进来，只有

如此，才能将相应的信息在电信息采集系统及时推送进来，相应

的供电服务可以对平台进行实时的指挥，进而将一些配网实际

运行的数据以及相关业务信息结合进来，对低压用户表数据进

行主动测量，对故障的原因和范围进行自动的判别，进而将相对

准确的故障台区相应的停电事件报告生成。此时，供应服务指挥

平台可以将其自身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可以在相应

的支持系统中，将相关的停电信息发送进来，将疑似停电预警研

判结合进来，使充不报修合并精度提升上来，使重复工单派发得

以减少。

2.2 在配网运营管理中的应用
2.2.1 开展台区电气拓补智能识别
应用台区识别技术的过程中，非常必要的一件事，就是对“集

中器-智能电表”的关系进行自动采集。此外，还要将表箱 GIS坐
标测绘定位结合而近来，对台区地理的接线图和单线图质量进

行全面的校验和提升，对相位自动识别技术进行研究。此外，还

能对一些其他的业务进行全面的支持，例如实际的供电质量研

判等。除此以外，大面积应用自动搜表技术，还可以全面的实现

自动采集功能，使拓扑关系的自动识别可以全面的实现。

2.2.2 支撑异常电压动态监测评估
要对台区总表的电压和电流数据进行全面的深化，对电压异

常台区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分析。此外，还要深入的分析低压户表

的电压历史数据，进而将动态性的调整实施进来，使低压用户电

压监测的整体覆盖范围得以扩大，使异常电压治理成效提升上

来。不论是在典型用户中，还是在重点区域中，又或者是在高峰

的时段，可以高频采集低压户表的电压，以异常电压的实际发生

时间和持续时间为依据，进而进行相应的研判预警。此外，还要

对台区总表电压和负荷数据进行实时对比和分析，对异常电压

产生的原因进行研判定位，对配网改造进行精准的开展，使公司

配网运行的效益全面提升上来。

2.2.3 支撑客户供电回路阻抗分析
如果实际的台区非常重要，则必须要将智能电表应用进来，

通过相关的数据，则可以在采集的过程中，实现高频率，除此以

外，还可以将海量采集数据利用进来，进而检测分析相应的用户

供电葫芦阻抗，对线路老化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发现，使供电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全面提升上来。

2.2.4 支撑公变台区三相不平衡治理
在台区中，必须要及时上送三相电流数据，对负荷数据进行

定期的上送，以此为实际的基础，进而对公变三相不平衡监测记

性实时的开展，对一些过滤判据进行系统化的完善，对三相不平

衡差异化的管控进行全面的支持。以相位识别技术及低压拓扑

为基础，以户表的日负荷曲线为依据，对用户负荷和台区总负荷

进行分项汇总，采取预防性的措施，进而实时的评估新客户接入

网络，对供电方案进行实时的优化，使变压器过负荷的情况发生

得以减少和避免。

2.2.5 支撑智能配电网建设
全面系统的综合配网资源信息，不仅如此，还要集合智能电

表的相关信息，将相应的数据应用进来，即回路阻抗监测和三相

不平衡等，将这些数据作为实际的基础，进而精准的识别实际的

停电区域。此外，还要深入评价改造项目，优选决策的主体，升级

改造智能电网的同时，还能将决策支撑提供给后续的设备检修，

使培养的精益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上来。

3 结语
总而言之，本文主要对基于面向对象通信协议的智能电表功

能深化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智能电网建设的过程中，智能电

表实现全面的智能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手段，推广面向对象通

信协议和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过程中，将智能表功能全面应用进

来，将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进来，所以，对智能电表进行全面

深入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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