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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输变电设备物联网体系架构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统一技 

术标准，促进物联网技术在输变电设备 中的应用，提供电网的运行可靠性， 

制定本设计报告。 

本方案由云南电网公司提出。 

本方案主要起草单位：湖南大学。 

本方案参加起草单位：云南电网公司、长沙湖大电气科技 。 

本方案主要起草人： 

湖南大学：曹一家、 、 、 、 、 、覃斌志、 

唐玲玲、 、 永、 宇、 、 、 。 

云南电网公司： 、 。 

本方案为首次制定。 

本方案由湖南大学负责解释。 

 
 



 

 

1. 目的 

本设计报告旨在构建适用于输变电设备智能 的物联网体系，建立 M2M 

（设备与设备、人与设备）的互连网络，实现输变电设备的全 周期管理。构 

建的输变电设备物联网应实现以下目标： 

实现设备自我标识和感知：每个输变电设备都具备唯一的标识，通过标识可 

以自动识别它们，并获得其的相关信息，包括资产信息，运行状态信息等；通过 

在输变电设备上附加智能传感器，实现对环境参数与运行参数的全面、精确 ， 

感知设备自身的当前状态； 

构建无线自主现场网络：在 装置之间构建自主网络，实现装置之间的信 

息交互，装置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并通过装置之间的协作完成复杂的信息处理； 

装置能够通过 的状态信息完成就地智能诊断，具备自主学习能力，能分 

析环境与设备运行状态的变化，为上层系统提供有效的决策辅助，确保设备的正 

常运行。 

实现输变电设备全景信息集成：构建面向服务、开放的输变电设备全景信息 

集成软件架构，实现多源异构信息的汇聚与融合、数据的分布式应用和各类数据 

的交互与 。 

本设计报告给出了输变电设备物联网体系架构、设计要求和安全要求。 

本设计报告适用于输变电设备物联网体系的规划、设计和开发。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输变电设备物联网 inte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s 

是以输变电设备智能化为基础，通过智能传感器、射频识别、多 设备等 

智能感知设备，遵循电力系统规约协议，利用先进通信技术和智能信息处理技术， 

对输变电设备的运行状态、资产和电网运行、气象、环境和财务信息进行纵向整 

合和横向集成，实现输变电设备的唯一标识、状态智能感知、数据灵活传输、运 

行动态控制和全 周期管理的一种电力系统应用网络。 

2.2 输变电设备物联网通信系统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s 

指 压、高压及以下各级配电网、营业所、所属单位的输电设备、变电设 

备、智能终端等所构成的物联网通信网络。 

2.3 EPC 电子  EPC electronic label 

EPC（Electronic Product Code），产品电子码，EPC 电子 是 EPC 码的载

体，是 EPC Global 用来标识目标的特定代码。 

2.4 智能电子装置 in ligen ectronic device (IED) 

一种带有微处理器、具有以下全部或部分功能：（1） 或处理数据；（2）

接收或发送数据；（3）接收或发送控制指令；（4）执行控制指令，安装在 设

备附近的电子装置。 

2.5 智能 装置 integrated in ligent monitoring device 

一种由智能传感器、智能电子装置、智能化电源组成的，基于统一  

的 系统。它主要有以下四个功能：①分布自治 机之间能够相互 

通信，不同的主机与传感器之间能够实现交叉通信；②功能 ，传感器  

到的信号集成于主机；③自适应和自检功能，能够实现 驱动，并对 到的 

信号进行初步地处理和判断；④通过优化任务调度，实现电源智能化管理。 

2.6 全景信息集成平台 integration tform of panoramic information 

利用输变电设备运行、管理、 等全方位信息，包括 信息、调度 

运行信息、生产管理信息、公共安全信息、人工录入信息、位置信息等，通过综 

合 、数据 、数据交换与共享、数据分析与加工、数据展现等技术， 

为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预测 、风险评估、故障诊断和全 周期管理等高 

级应用提供数据服务的平台。 

2.7 全 周期费用 life-cycle cost 

全 周期费用是指设备在它预期的 周期内用于设计、研究与开发、投 

资（制造或购置）、使用、维修与保障、直至报废所需的直接、间接、重复性、 

和其它费用之和。 

 
 



 

 

3. 体系架构设计原则 

3.1. 可靠性 

输变电设备物联网体系架构应建立稳定技术框架，具有高可靠性、高稳定性 

和高 性，关键智能终端应有冗余配置， 和应用系统应能提供人工、 

自动数据备份和多种 备援方案。 

3.2. 先进性 

输变电设备物联网体系架构应面向智能电网长远发展，以开放标准为基础， 

具有测量数字化、功能集成化、通信网络化、状态可视化、应用智能化等主要技 

术特征，采用国际上成 、先进的、具有多厂商广泛支持的软硬件技术来实现， 

保证体系架构的可扩充性和可靠性，符合易扩展、易升级、易改造、易 的工 

业化应用要求。 

3.3. 灵活性 

输变电设备物联网体系架构应能根据被 设备的重要性、 装置的可靠 

性、 及投入成本等，灵活适应不同 装置使用、各种通信技术发展、高级 

应用配置的变化。 

3.4. 可扩展性 

输变电设备物联网体系架构的每一层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应充分考虑与 

体系中平台系统相关的各类系统边界，提供不同的数据接口、通 口和集成接 

口；各种设备、平台和系统应具有可升级能力，以适应将来技术发展和业务需求。 

3.5.  

输变电设备物联网体系架构中智能 装置 数据、通信网络上传数据， 

全景信息集成平台分析处理数据应采用 数据，包括数据元、数据编码以及 

数据交换报文等的 。 

电子数据交换应满足集约化和 ，利用已有的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或按一 

定的规范统一格式提供不同的信息服务内容，使整 系架构的每一层信息易于 

接受和处理。 

3.6. 安全性 

智能 装置、无线通信网络、信息集成平台和管理系统均应满足  

防护方面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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