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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配电网自动化现状与前景分析 

杨雪飞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来凤县供电公司  湖北来凤 

【摘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配电系统逐渐发展为具有电能汇集、传输、存储和交易功能的

新型区域电力系统，具有了新的形态和特征。在此背景下，首先从分布式新能源接入、电能替代、电力电

子应用及数字化技术 4 个方面出发，对“双碳”背景下配电系统的新特性进行了总结；然后对其面临的静

态问题、动态问题和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未来低碳化新型配电系统的形态格局构想，对分布式

电源与微电网技术、源荷互动技术、直流配电技术以及数字化管理技术等支撑新型配电系统建设的关键技

术进行讨论，分析了现阶段成果与新型配电系统需求之间的差距；最后，凝炼了新型配电系统建设面临的

关键科学问题，并对其未来技术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电力资源作为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的重要资源，对

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等对电力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电力行业面临着越来越

大的发展压力。而电力企业应用电力系统配电网自动化技术能够减轻企业的发展压力，满足社会发展目标

的需要，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电力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本文对电力系统配

电网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希望能给广大学者提供有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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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new regional power system with the functions of electric energy collection, transmission, storage 
and trading, with new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context, First of all, starting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distributed new energy access, electric energy replacement, power electronics applic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carbon" are summarized; 
Then we analyze the static, dynamic and management problems, The idea of the morphological pattern of the new 
low-carbon distribution system is also proposed, The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distributed power supply and 
microgrid technology, source and charge interaction technology, DC power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and digit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which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are discussed, The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results and the demand of the new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is analyzed; last, Coning the 
key scientific problems fa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its futu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life, 
electric power resourc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demand for power resources is increasing.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is facing increasing pressure for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power system distribution network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 power enterprises 
can reduce the development pressure of enterprises,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goals, provide efficient 
solution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power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of power system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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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scholars. 
【Keywords】Power system; Distribution network; Automation 

 
互联网等科技应用不断演进，只有充分利用该

领域的相关技术，才能真正与行业的生产生活相融

合。自动化技术与电力行业的强大结合正在慢慢发

挥作用，以更好地展现电力系统各方面的实际用途。

在电力系统中使用自动化技术可以增加电力需求，

提高电力供应服务质量，满足市民的需求。利用自

动化技术，还可以收集各种运行数据检测线路的不

一致问题，及时发现故障，可以减少线路损耗，降

低配电网运行成本。 
1 我国电力系统配电网自动化技术运行现状 
1.1 配电网建设老旧 
我目前电动交通体系的建立尚未完善，不适应

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当地经济的发展。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大部分配电

网点的设备和布局都没有进行优化，这极大地影响

了当地的供电质量。在许多领域电源设备落后，没

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导致整个电气系统的

安全隐患增加。 
1.2 配电网故障处理时间较长 
城市配电网中的许多线路受天气条件等因素的

影响，致使了电缆连接松动，导致集中连接出现问

题。但是，有些线路是架空的，很容易因为外部因

素而出现故障。如果发生故障，检查和维修工作将

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因此，电力的供

应量无法满足该地区人们的生活需求。 
1.3 配电网馈线保护技术不稳定 
集中式输电线路保护可以全面维护电网运行的

稳定性。在配电环节保护所有馈线是一项重要、且

首要的任务。仅仅因为馈线发生故障，必须立即拆

除，拆除后的负面后果将是严重的，此外，负载供

电质量因配电网的不同而异。 
2 在配电网中应用自动化技术的具体策略 
2.1 加强配电核心技术，确保供电的可靠性 
在我国目前的供电网络中主要现象是电力供应

不足和电力资源短缺。满足用户正常用电需求供电服

务需根据实际情况更换供应服务理念，确保供电安全

可靠。详细可采取以下对策：信息采集与控制技术。

配电网中有许多线路，线路之间的负荷水平和运行情

况各不相同。因此，需要详细收集这些信息，以便工

作人员快速了解配电网络的实际使用情况，避免发生

事故。一旦信息被有效地收集必须审查，并且必须测

试数据，这是因为自动化技术主要是应用在检测数据

的基础上。因此，在电力系统中使用自动化技术必须

对供电电源和用户输入输出设备的信息进行验证，及

时、准确、完整的信息，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动化技术

的使用情况。因此，工作人员必须第一时间发现任何

问题，准确评估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确保自动化

技术应用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2.2 强化配电网建设，确保其实现运行、管理

自动化 
深入、全面地分析当前配电网布局和应用性能，

是加强配电网建设和改造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将得

到的数据和结果进行综合总结，以确保形成完整、

科学实施计划。计划制定后不要立即应用计划，在

实际执行过程中要对计划进行审查并监督。配电网

运营和自动化管理必须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是，

运行自动化。配电网自动化技术旨在提高运营质量

和工作效率。必须有效地收集和监控信息。网络数

据的收集和监控主要由 SCADA 系统进行完成，该

系统提供计算机接口和配电网络之间的运行协调。

二是，管理自动化。管理自动化是配电自动化技术

全面高效应用的重要保障。这包括设备管理、维护

管理等管理内容。可以通过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绘制

地理图，来显示设备的位置和精度，也可以依靠维

修方案来提高维修质量。 
2.3 强化配电网自我诊断技术，确保其保证供

电顺利性 
加强配电网自诊断技术可以有效提高供电效

率，减少停电和维护时间。在实际管理中，可以通

过配电遥测技术来处理，让电力公司准确了解和记

录故障，尽快修复和改进故障，保持供电平稳运行。

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配电网通过自诊断技术进行

检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从根本上节省人力物力。 
3 电力系统配电网自动化的前景分析 
3.1 配电网信息整合 
当前，电力企业正积极地提高其在社会信息环

境中的生存能力与企业价值。各领域交流信息、数

据采集以及分类、信息高效利用、网络系统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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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新时代的动力，不但能完全满足当前市场经济

下消费者的需求，还能对配电网信息的集成、分析、

评估和实际使用有一定的作用，只要与其他领域交

换信息，就能有效提高城市配电网络的可靠性。 
3.2 城市配电网优化 
顺应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众多企业将不断加

强配电网自动化建设，优化配电网配置，逐步实现

电力企业发展目标，以确保城市电力供应质量的可

靠稳定，减少因停电而造成的配电网不稳定的情况。 
3.3 加强配电自动化 
企业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资源共享，限制

了传统信息技术，并使与电力相关的运营效率不高。

为了全面解决这种情况，配电网自动化必须实现信

息自动化，以确保部门之间的可持续协作和沟通。

还可以保护城市配电网免受停电影响，将诊断的工

期缩短，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3.4 硬件辅助系统优化 
自动化技术可以更好地预测市场变化和实时数

据采集，通过比较这些数据，可以确定每个地区的

实际用电量，并分析一段时间内的用电量，使其电

力系统数据具有准确性与可靠性。要从整体上提高

供电质量，必须对供电进行严格监管，优化配电网

管控体系，利用信息技术确定配电网实际用电情况，

并同时检测异常功耗，当出现问题时，系统会自动

报警，对用户用电的稳定性有一定保障。 
3.5 硬件设施质量改善 
电力系统的高效和安全运行需要高质量的电力

设备。为了提高硬件设施，必须注意硬件系统的设

备管理和维护设备的改进。还要保证电力系统设备

的运行。也可以说，提高电气设备质量保证了电气

设备的正常运行，高效、科学地利用电力系统数据

处理、系统升级等相关技术，可以保证电气自动化

技术的可持续运行。 
4 结论 
配电网自动化对促进电力行业的整体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还可以保证运行安全，增加电气系统的

使用价值。在当前电力行业的发展中，电力综合治

理逐步完善，逐步实施自动化管理，实现电力系统

安全管理的目的，满足电力系统管理的要求。此外，

在电力系统中应用配电网自动化技术，具有更高的

集成度，以便更好地满足电力系统的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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