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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B3_E6_96_B9_E6_c40_231399.htm 随着农网改造和大规

模建设，农电使用电量逐年增加，为了尽量避免电力供应中

断，农电公司必须依据各个变电所的电力使用情况，及时进

行合理调度。但是由于许多变电所处于偏远山区，数据通过

有线电路传输非常不现实。中国卫通充分利用北斗卫星通信

的优势，进行了针对性电力系统数据传输特点，经过兰州农

电公司运行，目前利用“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成

功实现对电力系统变电站实时数据监控，而且数据传输稳定

，并通过了电力公司有关专家评估。 1 “北斗一号”卫星导

航定位通信系统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通信系统是我国

自主研制建设的第一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具有快速定位（

导航）、双向简短报文通信和授时定时三大功能。是中寰无

限IISP平台主要服务系统之一，服务范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

、南沙及其其它岛屿、中国海、日本海、太平洋部分海域及

我国部分周边地区。 2 电力行业数据采集应用方案 2.1 系统组

成 2.1.1 网络拓扑 网络拓扑结构如图1所示。 2.1.2 数据传输流

程 根据行业特点和需求，系统总共分为3个分系统组成：变

电所数据采集系统、通信传输系统、监控中心系统。电站系

统采集到各种数据利用北斗卫星将信息转发到中国卫通IISP平

台，平台将信息送往应用数据中心，中心对数据进行处理后

可提供两个数据通路：一路将信息经世广卫星转发到用户指

挥机，由指挥机将信息送到用户监控中心；而另一路可通

过Internet经有线送到用户监控中心。用户监控中心对接收到



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存储、分析、处理、监控等，至此完成一

次信息的上传工作。用户对变电所的指令则以相反的路由下

达给变电所，完成远程遥控功能。 2.2 实现的功能 2.2.1 远端

遥测站遥测监控功能 组成：包括各种传感器、远程终端控制

系统 （RTU，RemoteTerminal Unit） 、太阳能供电系统、卫

星数字通信机。如图2所示。 功能：实现自动实时采集、存

储数据；控制与管理用户终端实现与网络管理中心之间的数

据通信；执行来自监控中心站的指令。 2 . 2 . 2 卫星数据通信

平台全网管理功能 组成：卫星空间层、运营中心。 功能：建

立空间通信连路；实现数据传输和相关指令的转发；负责全

网业务管理。 2.2.3 用户数据中心实时传送功能 组成：数据服

务器与数据传输应用软件（服务器端、客户端）。 功能：将

存储的原始数据通过地面互联网（或卫星通信机备份方式）

实时、主动传送给用户监控中心，并且应用服务器能够自动

判断数据传送情况，可做到补充传送监控中心未收到的丢失

数据，用户监控中心也可通过外部网络主动查询与获取自己

网内的采集数据。 2.2.4 用户监控中心远程控制功能 组成：包

括管理型通信终端（可选）、通信控制和电流、电压、功率

、开关量数据服务器、监控工作站、相关软件、打印机等。 

功能：控制与网络管理中心之间的数据通信，或直接与远端

测站进行数据通信；实时数据查询、历史数据统计、遥测站

配置及数据采集、数据库的维护；可以Excel报表形式显示和

打印各种报表；根据授权，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进行远程访

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