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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电网建设工作的全面启动，电网数据

中心从“旁站式”向“底座式”模式升级，成为数字电网建设的基

础数据底座。

数据中心作为释放大数据价值的基础，是构建数据价值链的

“连接器”，承载着数据汇聚、存储、共享分发的责任，而数据的汇

聚、存储、共享分发，都离不开数据的传输与同步。传输与同步效

率时刻影响着数据中心的数据服务质量。然而在当前的数据中

心建设过程中，对数据同步问题重视不足、技术研究深度不够等

因素，导致当前数据同步仅仅满足数据 T+N的数据同步需求，而
时效性要求应用场景暂时无法满足。

本文研究数据中心数据传输同步策略，为数据中心建设高效

率、高时效的数据传输通道提供参考方案，助力数据中心释放大

数据价值。

1 同步需求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对数据中心的数据种类、数据同步需求和数

据传输过程进行综合分析，以设计符合实际数据现状和需求情

况的数据同步传输策略。

1.1 数据分类
数据中心是全网数据的汇集中心，数据类型多样，包含：TP/

AP型数据（关系数据库的结构化数据）、时序型数据（日志、物联
网数据）、半结构化数据（CSV、XML、JSON）、非结构化数据（电子
邮件、文档、pdf）、二进制数据（图像、音频、视频）。
1.2 场景分析
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需求主要有以下四种场景：

1.2.1 事务数据交互
事务数据交互发生在多个业务系统之间需要数据交互的情

况。一般情况下，事务型数据交互的数据交互数据量小、准确性、

时效性要求高。如营销客服接到电力扩建工程迟迟不完工影响

出行的投诉，为了安抚用户，客服人员需要查询电力业扩业务系

统，获取相应的工程数据，就需要向数据中心申请相关数据。

1.2.2 分析数据交互
分析数据同步需求，一般发生在跨业务的统计报表分析数据

应用内。如企业发展部的报表数据应用通常会将生产、经营、营

销、财务的重要关键指标汇总成为数据报表，以分析企业经营情

况做决策与规划。此类交互的数据量大小由企业内部信息化程

度决定，若各业务线的指标均已在各自业务系统内固化，则数据

同步量会较小。若相关指标需要从业务数据明细里再重新汇总

计算，则需要将需求范围内的业务数据进行全量同步，交互的数

据量大。在时效性方面，实时运营决策的分析应用对数据时效性

要求很高，汇报复盘类分析应用时效性要求较低。

1.2.3 全量同步
全量型同步需求，通常发生在数据中心汇总数据的过程。如

数据中心将营销系统所有数据同步到数据中心的过程。

1.2.4 实时变更同步
实时变更数据同步需求，是指对数据变更敏感度高的数据同

步需求，通常数据量较小，实时性要求较高。如重点数据运营监

控等应用中，对变压器电力设备的负载信息监控信息会很敏感，

以防负载过高导致供电故障事故的发生。

1.3 传输过程
数据中心的承载数据汇聚和共享分发的职能，对应的数据流

向也有汇聚和分发，其数据传输流程如图 1所示。
2 数据传输策略
2.1 设计原则
为达到高性能、低消耗、高服务质量的数据同步传输，我们遵

循以下设计原则：

摘 要：本文对电网数据中心数据同步传输需求进行了多场景的分析，并从全局的角度，在管理上设计了数据中心数
据同步传输管理流程；在技术上针对不同的数据同步的场景，将数据传输场景进行 2种归类，并设计了与之匹配的数据传
输策略。 在满足需求前提下，保证数据中心以高性能、低消耗、高质量的数据同步传输服务，为电网信息数据中心建设提供
一个成功的案例和具体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数据中心；数据同步；数据服务；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中图分类号：G623.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44（2021）31-0086-02

电力建设

86



大 科 技
2021年 8月

2.1.1 全局统管
从数据中心全局的角度出发统一管理，建立端到端的管理流

程，保证每一个数据传输的需求与服务可看、可控、可管。

2.1.2 满足需求前提
以满足业务需求为前提下，从数据传输业务要求、数据类型、

数据大小、数据时效性等方面入手全面分析业务需求，设计最优

传输方案。

2.1.3 减少数据搬运
提前在数据中心进行指标汇总或计算，避免为了某些少量指

标的计算，进行大量的数据搬运，占用存储、带宽资源的同时，数

据搬运会带来全量数据泄露的安全风险。

2.1.4 沉淀服务积累
逐步沉淀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服务于 API，建立共享服务目

录。减少冗余与重复建设，优化数据中心资源利用率。

2.2 全量同步
全量同步的典型场景是在数据中心将数据分发给应用的过

程中，与源系统到数据中心 1:1的同步过程不一样的是，数据中
心支撑多个应用是 1:N的关系，存在以下问题：
（1）1:N的关系会产 N条的同步通道，资源消耗成本大、维护

困难。

（2）方案不稳定，通道随着应用的增多而增加，最终资源消耗
殆尽。

（3）某些场景下应用使用的数据范围只是在某个范围内的子
集，以全量的传输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 2020年新冠疫情电
力复工指数分析应用，其数据范围仅仅是用电数据在 2018—
2020年间。
因此我们通过图 2策略来避免以上情况：

策略通过 3个关键方式来满足 1:N的数据同步需求：
（1）将贴源库进行年月维度的分拆，以分表的形式存储于另

一个备份。

（2）建立分表目录与索引，数据应用根据自身的数据集合需

求，按年/月维度进行数据索引。
（3）建立生产者/消费者消息通道，当数据发生变更时，生产

者发送变更通知，消费者接受通知根据数据索引更新相关数据，

保持数据的实时同步。

策略只需要维护好数据目录与消息通道即可，并不会因为应

用的增多而带来更多的成本。并且对数据进行了分库处理，同步

的量大小由应用自定义，减少了数据搬运。

2.3 分析型数据同步
同步发生在跨业务的统计报表分析数据应用内，存在数据需

求量少、时效性高、通常以 API、共享服务等方式提供的共性，所
以将其分为同一分类，使用统一策略进行数据传输服务，如图 3
所示，采用以下策略进行分析型数据的同步：

跨业务数据查询的时候，需求方向数据中心的共享服务提交

数据请求，若数据中心已有相关数据的 API，则直接调用。若中心
对应接口 API未开发，则进行开发，完成后收录到 API目录内，
形成能力沉淀。

利用数据中心运算能力，提前将指标计算、数据汇总等工作

完成，提供给数据应用直接使用，避免中心与数据应用之间的数

据搬运，且可保证指标统一出口，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2.4 策略优势
管理上提供需求分类和预判，根据不同需求选择不同数据同

步策略，避免数据的乱传、乱接现象，保证数据传输需求与服务

可看、可控、可管。

技术上，通过数据分表存储、目录索引建设，提前汇总数据、

提前指标计算等工作，适当减少数据同步传输量，降低中心带

宽，提升数据传输效率。

通过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在数据中心和应用间建立消息通
知渠道，利用数据变更消息由生产者（数据变动方）主动通知消

费者（数据消费方）即时更新，从而保证数据的实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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