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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IJ 1=1 

本标准是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关于印发2005年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 (发改办工业

U∞5 】 739号)进行修订的。本标准是指导我国电力系统调度自

动化设计的标准。 1991年以来 DL 5003-1991在我国电力系统调

度自动化设计工作中起到了主要的指导作用。本标准中规定的电

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的内容以及功能和性能指标原则上适用于

我国所有电力系统。虽然全国联网己基本形成，但全国各地电力

系统情况不尽相同，本标准规定的有些功能和要求，在某些电力

系统尚不具备实施条件，或者暂无需求。为此，在具体工程的设

计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取舍和配置。

本标准与 DL 5∞3一1991相比，除对原标准部分条文作了修

改、补充和调整外，还增加了以下主要内容:

一一在总体功能方面除保留数据采集、监视和控制CSCADA) ，

自动发电控制 CAGC)，经济调度 (ED) 和计算机通信外，增加

了负荷预测，网络拓扑，状态估计，调度员潮流，静态安全分析，

实用的调度员培训仿真系统等主要功能:

一一在"信息采集"部分补充了核电站、静止无功补偿设备

和直流换流站远动信息内容:

一一新增部分应用软件的技术指标，修改了原标准中的部分

技术指标，如屏幕显示分辨率、主备机切换时间等。

本标准修订 DL5∞3→1991的相关部分。

本标准实施后代替 DL5003一19910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行业电力规划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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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委托西北电力设计院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z 西北电力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高希洪、谢玉和、范家正、王中阳、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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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调度端和相关发电厂

(包括水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核电站)、变电站(包括开关站

和直流换流站〉有关调度自动化部分的设计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t

1.0.1 省级及以上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规划设计、可行性研
究设计、初步设计。

1.0.2 省级及以上电力系统调度中心工程设计。
1.0.3 省级及以上电力系统调度中心直接调度管辖的新建、改
建、扩建的水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核电站和变电站(包括开

关站和直流换流站)工程设计中有关调度自动化部分设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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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

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厅 2887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厅 9813 微型计算机通用规范

GBIT 13729 远动终端设备

GB厅 18700.1 远动设备和系统第 6 部分:与 ISO 标准和

ITU-T 建议兼容的远动协议第 503 篇:TASE.2 服务和协议Cidt IEC 

60870-6- 503: 1997) 

GB厅 187∞2 远动设备和系统第 6 部分:与 ISO 标准和

πU-T 建立兼容的远动协议第 802 篇: TASE.2 对象模型 Cidt IEC 

60870-6嗣 802:1997)

GBff 18700.3 远动设备及系统第 6-702 部分:与 ISO 标

准和 lTU-T 建议兼容的远动协议在端系统中提供 TASE.2 应用服

务的功能协议子集 C idt IEC 60870-6-702: 1998 ) 

GBII 187∞.4远动设备及系统第 6-602 部分:与 ISO 标准

和 lTU-T 建议兼容的远动协议 TASE 传输协议子集 (idt IEC 

60870-6- 602:2001) 

GB 50174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

OLIT630 交流采样远动终端技术条件

OUT 634.5 101 远动设备及系统第 5-101 部分:传输规约

基本远动任务配套标准Cidt IEC 60870-5-101:2(02) 

OL厅 634.5104 远动设备及系统第 5-104 部分:传输规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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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标准传输协议子集的 IEC 60870-5-101 网络访问 (ídt IEC 

60870-5-104:2002) 

DL厅 5202 电能量计量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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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则

3.0.1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作为电网运行的技术支持系统，已成

为当前电力生产、电力调度的主要技术手段。调度自动化系统包

括调度自动化系统调度端，发电厂、变电站(包括开关站和直流

换流站〉远动(以下称为厂站端)两部分。本标准仅作为调度自

动化系统调度端和厂站端系统的设计依据，其他部分的设计在执

行相应的设计标准前提下，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3.0.2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执行国家

经济建设方针和各项技术经济政策。从电力系统特点和运行实际

出发，采用符合可靠性、实用性和经济性要求的方案，为保证电

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和电能质量提供条件。

3.0.3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是电力系统设计的组成部分，应

以电力系统(一次系统)设计为依据，并在系统调度管理体制和

调度职责范围划分原则基本明确的条件下进行。

3.0.4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应与电力系绕的统一调度、分级管理

的体制相适应，并实行分层分区控制，系统总体设计应采用适合

中国国情的先进而成熟的技术，力求经济实用。

3.0.5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应在分析电力系统特点、运行需

要和通道条件的基础上，提出调度自动化系统总的功能要求、远

动信息内容和信息传输网络要求。提出调度端计算机和人机联系

系统、厂站端远动系统，以及自动发电控制系统等的设计。

3.0.6 调度中心工程设计的调度自动化部分应根据经审定的电

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规划设计和可行性研究，确定各类设备的型式

和规范以及系统实施方案配置图，编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

件，并配合完成设计联络、验收等工程技术服务。

3.0.7 发电、变电(包括开关站和直流换流站〉工程设计的调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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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部分应根据经审定的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设计，核实

各种设备的调度关系、运动信息内容，落实设备型式和规范:在

满足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的前提下，落实信息传输通道，

并编制订货图、原理接线图和安装接线图。对于确定进行自动发

电控制的水、火电厂，还要根据电厂采用单机调整还是成组调整

的不同情况，落实与厂内自动化系统的接口。

3.0.8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颁发的有关规范和规程的规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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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度端部分

4.1 系统总体结构和与其他系统互联

4.1.1 调度自动化系统调度端应采用基于冗余的开放式分布应

用环境，整个软硬件体系结构应满足冗余性和模块化要求。

4.1.2 对使用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软件，宜采用商业

化稳定运行的最新版本。调度自动化系统应用软件的设计应采用

模块化设计，直满足国际国内杳关标准。使用标准的软件编程接

口，提高应用软件与硬件系统的独立性。

4.1.3 调度自动化系统调度端应考虑与其他系统互联的软硬件

接口，与其他系统的互联应遵照国家有关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

规定的要求执行。

4.2 总体功能

4.2.1 省级及以上调度自动化系统应实现以下总体功能z

1 计算机通信。

2 .数据采集、监视和控制。

3 自动发电控制。

4 经济调度。

5 网络拓扑。

6 状态估计。

7 调度员潮流。

8 负荷预测。
9 静态安全分析。

10 实用的调度员培训仿真。

4.2.2 省级及以上调度自动化系统可根据调度职责范围，结合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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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应用需要，实现以下扩展功能:

1 自动电压控制。

2 安全约束调度。

3 最优潮流。

4 短路电流计算。

5 动态安全分析。

6 其他应用功能。

4.3 技术要求

4.3.1 调度自动化系统调度端应具有接收多种远动规约的能力;

与厂站端的通信方式宣采用问答式。调度端采用网络通信方式时，

通信规约宜采用 GB厅 187∞.1 、 GB厅 18700.2、 GB厅 18700.3 、

GB厅 18700.4 和 nL!f 634.5104; 调度端与厂站端的专线通信方

式，通信规约宜采用 nLff 634.5101 0 

4.3.2 不同调度中心调度自动化系统之间和向→调度中心调度

自动化系统与其他计算机应用系统之间的通信直采用网络方式:

调度端与厂站端的通信宜采用网络和专线相结合的方式，以网络

方式为主、专线方式为辅，当数据网络不能到达时，应设置两路

独立的专线远动通道。

4.3.3 调度自动化系统的数据通信应按照国家有关电力二次系

统安全防护规定的要求采取安全隔离措施。

4.3.4 数据采集、处理和控制类型有z

1 遥测量z 模拟量、脉冲量、数字量。

2 遥信量z 状态信号。

3 遥控命令:数字量、脉冲量。

4 遥调命令z 模拟量、脉冲量、数字量。

5 时钟对时信号。

6 计算量。

7 人工输入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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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调度自动化系统时间与标准时间的误差应不大于 lms 。

4.3.6 遥测量指标如下:

l 遥测综合误差不大于士1.0% (额定值)。

2 越死区传送整定最小值不小于 0.25% (额定值)。

4.3.7 遥信量指标如下:

I 正确动作率不小于 99.9% 。

2 事件顺序记录站间分辨率应小于 1伽nso

4.3.8 当进行遥控时，调度自动化系统应先确认当前设备的位置

信号或状态信号，当设备位置状态发生变化且未被调度端确认时，

遥控命令应予以可靠闭锁。遥控正确率要求达到 1∞%.遥调正

确率要求不小于 99.9% 。

4.3.9 实时性指标如下z

l 遥测传送时间不大于 4so

2 遥信变化传送时间不大于 38。

3 遥控、遥调命令传送时间不大于衔。
4 自动发电控制命令发送周期为 4s_"'_"16so

5 经济功率分配计算周期为 5min""__'15mino

6 画面调用响应时间: 85%的画面不大于 2s. 其他画面不

大于 3s。

7 画面实时数据刷新周期为 5s，..._， 10so

8 模拟屏数据刷新周期为 6s"""_12so

9 大屏幕投影数据刷新周期为 8s"'__'12so

10 双机自动切换到基本监控功能恢复时间不大于 20so

4.3.10 系统年可用率不小于 99.9% 。

4.3.11 应用软件运行指标要求如下:

8 

l 网络拓扑单次计算时间 运 10s

2 状态估计单次计算时间 运 15s

3 调度员潮流计算误差 乓2.5%

4 调度员潮流单次执行时间 ζ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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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z 以上 1 、 2、 4 三项为电网计算规模不大于 1∞0 个计算节点条件下

的指标。

4.4 砸件设备选型和配置要求

4.4.1 调度自动化系统硬件选型和配置原则

1 调度自动化系统硬件主要包括以下设备类型z

1)服务器、工作站、时钟系统、前置系统、网络和安全

设备。

2) 外存储器。

3) 输入输出设备。

的专用不间断电源。

2 调度自动化系统硬件设置原则z

1)调度自动化系统硬件配置应遵循冗余化配置原则，整

个系统宜采用双重化网络结构，承担主要功能的服务

器直采用双机或多机集群方式互为热备用，主要功能

的服务器每套宜配置 2 个及以上中央处理单元。

2) 承担主要功能的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数据处理和计算

能力应与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功能以及调度中心管辖

范围的电网规模相适应。

3) 计算机系统配置应在满足调度自动化系统功能和技术

要求的前提下，力求技术先进、成熟，并做到制式统

一，资源共享。

的新建计算机系统应选用成熟的主机系统和配套设备，

并应具有良好的可扩性、可维护性、兼容性及较高的

可靠性和性能价格比。

3 根据设计水平年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功能，并考虑运行 10

年内发展的需要，应按以下条件确定计算机系统的规模=

1) 数据采集与监控对象的容量。

2) 远动系统类型及数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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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其他调度自动化系统、厂站监控计算机系统之间数

据交换的类型及数量。

4) 外部设备的类型及数量。

5) 通道数量及传送速率。

6) 计算机中央处理单元负荷率的估算条件和具体要求。

4 计算机中央处理单元平均负荷率在电力系统正常情况下，

任意 3伽山内，应小于 20% 。在电力系统事故状态下， 108 内，

应小于 50% 。

5 正常情况下局域网运行负载率宜小于 10% 。

6 在确定计算机内、外存容量时，应考虑在满足设计水平年

要求的基础上留有一定的备用容量，以利于系统的扩充。

7 计算机系统应配置调度数据网络通信设备，能与有关的调

度自动化系统进行数据通信。

8 计算机系统应配置工频频差、时差测量部件和能与标准时
间进行对时的标准时钟。

9 应配置适当数量用于设备维修、程序开发和离线计算的程

序员终端和打印机。

10 根据远动系统和信息传送方式对通道的要求，配置必要

的通信接口。

4.4.2 人机联系系统

1 人机联系系统包括以下设备:

1)彩色屏幕显示设备。

2) 打印和记录设备。

3) 电力系统调度模拟屏及控制器。

的大屏幕显示系统及控制器。

2 人机联系系统是调度自动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

指标及功能应满足调度自动化系统的总体要求。

3 人机联系系统控制台宜设置合用键盘以实现人机对话和

模拟屏、大屏幕显示系统不下位操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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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机联系系统应具有定义控制台不同安全等级的功能，其

等级应不少于 4 个。

5 人机联系系统应具有自调、自诊断功能，操作方法应简单、

灵活。

6 彩色屏幕显示设备应包括彩色显示器、键盘和其他光标控

制器。

7 调度员用的彩色屏幕显示器的屏幕尺寸宜不小于 51cm

(19in )，分辨率不小于 1280X 1024~ 

8 人机联系系统应有汉字显示和打印的功能，汉字应符合国

家二级汉字库标准。

9 人机联系系统应根据运行需要配置阻燃型镶嵌式调度模

拟屏(或大屏幕显示系统)，配置不少于 2 套人机工作站， 2 ,-....,4 

席调度台， 4~6 台彩色显示器及相应的键盘和光标控制器。

10 应配置用于运行记录、事件记录的打印机和硬拷贝机，

其总数不少于 3 台。

11 调度模拟屏控制器与计算机接口宜采用串行方式。

12 大屏幕显示系统与调度自动化系统接口宜采用网络方

式。

4.5 软件要求

4.5.1 在购置计算机系统时应配备必要的计算机系统软件，对系

统软件不应作任何变动。

4.5.2 应根据需要配备各类支持软件。

4.5.3 计算机系统软件、支持软件应具有安全可靠的防护措施。

4.5 .4 应配置适合电力系统特点的稳定的、响应速度快、可维护
性和可扩性好的实时数据库管理系统。

4.5.5 应配备商用历史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

4.5.6 具有电网应用软件功能的系统，应建立相应的稳定的、响

应速度快、可扩性好和使用方便的应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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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应用软件应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支撑平台，宜将调度自动
化系统及各种应用的调度端计算机系统融合在统一的应用环境

下。

4.5.8 计算机系统配置各类软件接口应符合有关的标准。
4.5.9 调度自动化系统应配置技术成熟的模块化应用软件，可结
合调度中心和所辖电网的实际需要遵照 4.2 的要求进行配置。

4.5.10 自动发电控制的软件应包括区域控制误差 CACE) 计算

(具体计算公式参见附录A) 与滤波处理、区域控制，以及 CPSl 、

CPS2 和 AL A2 等考核功能。

4.5.11 应用软件可根据需要逐步扩充，直选用成熟的软件包。
4.5.12 应具有对各类应用软件进行调试、维护数据库的功能。
4.5.13 计算机的数据通信规约应符合国内、国际标准，在同一
网调范围内通信规约应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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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厂站端部分

5.1 信息采集

5.1.1 信息采集应按照直调直采、直采直送原则设计。
5.1.2 发电厂、变电站应向有关调度传送下列遥测量:

1 单机容量为 l∞MW 及以上发电厂的发电机、厂用高压变

压器和启动备用变压器奇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2 发电厂、变电站的变压器各侧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3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线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4 llOkV 线路宜测有功功率和电流。个别线路必要时可测有

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5 母联和分段断路器宜只测电流，必要时测有功功率和无功

功率。

6 旁路断路器的测量内容与同等级电压线路相同。

7 双向传输功率的线路、变压器以及可能转为调相运行的发

电机的双向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8 系统频率监视点频率和可能解列运行点的电网频率。

9 水电厂上、下游(池〉水位。

10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各段母线电压。

5.1.3 根据调度需要和设备可能，发电厂、变电站可向有关调度

选送下列遥测量z

率。

1 50MW 及以上、 1∞IMW 以下的发电机有功功率、无功功

2 大型火力发电厂厂用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率。

3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联络变压器各侧电流。

4 运行中可能过负荷的白棋变压器公共绕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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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调度中心监视的 220kV 以下的中枢点母线电压。

6 电磁环网并列点开口相角差。

7 33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长距离输电线路末端电压。

8 为监视系统稳定需要的功角或发电机机端电压。

9 容量为 50MW 及以上发电机、厂用高压变压器和启动备

用变压器有功/无功电能量。对于可能转为调相运行的机组，测双

向有功、无功电能量。

10 发电厂、变电站的变压器各侧有功、无功电能量。

11 火电厂和大型水电厂厂用总有功、无功电能量。

12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线路，跨大区、跨省联络线和计

量分界点的线路测双向有功、无功电能量。

5.1.4 无功补偿装置应向调度中心传送下列遥测量z

1 单机容量为 50Mvar及以上的同步调相机，有可能进相、

滞相运行的发电机/电动机或其他无功补偿装置的进相及滞相运

.行时的双方向无功功率。

2 220kV 及以上线路并联电抗器组的无功功率。

3 设置串联补偿装置的 220kV 及以上线路的电流、电压。

4 220kV 电压等级及以上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的并联电

抗器、电容器组总回路的双向无功功率和主变压器低压侧的母线

电压。

5.1.5 无功补偿装置可向调度中心传送下列遥测量z

1 单机容量为 50Mvar 及以上的同步调相机，有可能进相、

滞相运行的发电机/电动机或其他无功补偿装置的进相及滞相运

行时的电流、电压。

2 220kV 及以上线路并联电抗器组的电流、电压。

3 220kV 电压等级及以上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的并联电

抗器、电容器组的分组单相电流。

5.1.6 电能量测量应按照 nL/T 5202 的相关要求执行。

5.1.7 发电厂、变电站应向有关调度传送下列遥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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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路、母联、旁路和分段断路器的位置信号。

2 发电机、变压器和无功补偿装置的断路器位置信号。

3 发电厂、变电站的事故总信号。

4 反映电力系统运行状态的各级电压等级的隔离开关位置

信号。

5 可能转为调相运行的发电机组和抽水蓄能机组的运行状

态信号。

6 核电厂核岛运行状态信号。

7 电力系统自动调节装置运行状态信号(如水电厂成组调节

装置、火电厂机炉协调控制装置等〉。

8 有载调压变压器抽头位置信号。

5.1.8 根据调度需要和设备可能，发电厂、变电站可向有关调度
选送下列遥信量z

l 反映电力系统运行状态的各级电压等级的接地刀闸位置

信号。

2 发电机、变压器以及无功补偿装置的主要保护动作信号。

3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线路主要保护和重合闸动作信

号。

4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母线保护动作信号。

5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 3/2 接线，当 2 个断路器之间配

有短引线保护时，其短引线保护动作信号。

6 与小容量机组连接的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长距离输

电线过电压保护动作信号。

7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信号。

8 调度范围内的通信设备运行状况信号。

9 影响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越限信号(如过电压和过负荷，

这些信号也可在调度端整定〉。

10 参与自动发电控制的发电机组热力系统重要事故信号。

5.1.9 调度中心根据需要可向发电厂、变电站传送下列遥控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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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命令:

l 断路器的分合。

2 无功补偿装置的投切。

3 发电厂功率调节装置远方投切。

4 有载调压变压器抽头的调节。

5 水轮发电机的启动/停止和调节。

6 火电机组功率调节。

5.1.10 直流换流站应向有关调度传送下列遥测量z

l 每极直流电流、接地极引线电流、每极母线直流电压、中

性线母线电压、每极有功功率、整流站点火角 (α) /逆变站熄弧

角〈抖。

2 交流滤波器各大组无功功率和母线电压。

3 换流变压器分接头位置。

5. 1. 11 直流换流站根据调度需要和设备可能，可向有关调度选

送下列遥测量:

l 每极直流谐波电流和谐披电压、接地极谐波电流、接地极

的"安培·小时(年)数"以及临时接地极电流。

2 交流滤波器各分组无功功率。

3 换流变压器阀侧电流、电压:换流变压器交流侧电流、电

压、频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换流变压器油温、绕组温度。

5.1.12 直流换流站应向有关调度传送下列遥信量=

1 反映直流系统运行状态的控制信号。

2 直流换流站直流断路器位置信号、反映直流换流站运行方

式的隔离开关和接地刀阔位置信号。

3 直流系统的重要保护动作信号，主要包括:换流阀主保护

动作信号、极主保护动作信号、双极主保护动作信号等。

5.1.13 直流换流站根据调度需要和设备可能，可向有关调度选

送下列遥信量:

l 反应直流运行模式的控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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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换流阀的主要告警信号。

5.1.14 调度中心根据需要，可向直流换流站传送下列遥控或遥

调命令z

1 主控站/从控站选择命令。

2 主导极选择命令。

3 直流断路器的闭合/分开命令。

4 (双)极启动/停止命令。

5 直流换流站控制模式的选择命令(双极功率、极同步电流、

单极功率控制〉。

6 直流换流站运行模式的选择命令[(双)极正常/降压运行、

功率方向正常/反转]。

7 (双)极电流/功率阶跃上升、下降、停止命令。

8 自动功率曲线的功率和时间设置命令。

5.1.15 直流换流站参与自动发电控制需远传调度中心的信息包

括:直流当前输送功率，直流输送的最大、最小功率，直流功率

的调整速率，点火角/熄弧角。

5.1.16 直流换流站和核电厂交流部分的远动信息采集可参照同
等电压等级的交流变电站进行远传调度中心。

5.2 远动系统

5.2.1 远动系统应满足远动信息采集和传送的要求。工程设计中

应选用性能优良、可靠性高的定型产品。

5.2.2 各厂站端直采用一套远动系统，远动系统包含远动终端单
元 CRTU) 和在变电站(包括开关站、直流换流站〉计算机监控

系统、发电厂升压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中的远动工作站、采集控制

单元等设备。远动系统设备应符合 GB厅 13729 和 GBff 9813 对远

动设备功能和技术的相关要求。

5.2.3 远动系统可与多个调度端进行数据通信，具备接收并执行

遥控、遥调命令及反送检验，但同一时刻某一具体被控设备只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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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执行 1 个调度端的遥控、遥调命令。

5.2 .4 远动系统应具有遥测越死区传送、遥信变位传送、事故信
号优先传送的功能。

5.2.5 远动系统应满足电网自动发电控制和换流站、抽水蓄能电

站远方控制的需要。单机容量 300MW 及以上的发电厂和枢纽变

电站可采用主要模块冗余配置的远动系统。

5.2.6 远动系统应有多种远动规约可选，工程中选用的远动规约

应与调度端系统一致。

5.2.7 远动系统的容量直接发电厂、变电站(包括开关站、直流

换流站)的发展需要确定。运行时间宜考虑 10 年。

5.2.8 远动系统主要技术指标及要求如下:

1 遥测精度: 0.2 级。

2 模拟量输入: 0-----+20mA , 4mA，...._，2臼nA，士5Vo

3 采用交流采样时，应符合 DL厅 630 的相关要求，交流量

输入: 100 (57.7) V , 1 (5) A。

4 电能量累计容量:2l60

5 遥信输入:无源触点方式，遥信电源宜采用 48V 及以上

直流。

6 事件顺序记录分辨率:不大于 2mso

7 模拟量输出: 4mA---.....2臼nA， O'"'--' 1OVo 

8 接收时钟对时信号。

9 IED (智能电子设备)接口不小于 4 个。

10 局域网接口。.

11 遥控输出 z 无源触点方式。触点容量为直流 220V、 5A

或 110V、lOA(接入执行回路)， 110V、 5A 或 24V、 lA (接入重

动继电器)。

12 远动信息的海明距离 z 不小于 40

13 远动系统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宜不低于 250∞ho

14 远动系统与通信设备的接口处应设置通道防雷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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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雷击、防过电压和电磁兼容性等方面应符合 GB厅 13729 的相

关要求。

15 远动系统与遥测变送器和通信设备之间的电缆应采用多

芯双绞屏蔽电缆。

16 远动系统和遥测变送器屏应可靠接地。

17 远动系统安装地点应考虑环境的要求和运行上的方便。
5.2.9 遥测变送器和采集设备的技术要求

l 遥测变送器、智能采集单元的精度宜为 0.2 级。

2 遥测变送器的模拟量输出宜采用恒流输出。

3 遥测变送器、交流采样、智能采集单元在满足调度自动化

功能要求下宜同发电厂、变电站的电气监测系统、弱电测量系统

统一考虑。

5.2.10 其他
I 远动系统应配备两路独立电源，配备的不间断电源时间不

小子 lh 。

2 远动系统应配备相应的调试仪表，其配置标准按远动专用

仪器仪表的配置标准执行。

3 工程设计中应考虑远动系统必要的各品备件。

5.3 信息传输和通道

5.3.1 调度端与远动系统通信采用网络、专线方式。
l 各级调度中心对直接调度管辖的厂站应建立直达通道采

集信息:对非直接调度管辖的厂站，如需要信息，可通过其他调

度中心转发。

2 承担自动发电控制任务的电厂(含梯级水电厂调度)，远

动信息应由远动系统直接传送。

3 远动通道应在通信设计中统一组织。单机容量为 300MW

及以上或电厂总容量为 8∞IMW 及以上的发电厂，以及参加自动

发电控制的电厂和 33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枢纽变电站，应有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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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数据网络和 1 路专用远动通道:当数据网络不能到达时，应设

置 2 个独立的专用远动通道，当 1 个通道故障时，可进行人工和

自动切换。 220kV 枢纽变电站有条件时也可高 2 个独立通道。

5.3.2 调度数据网络技术要求如下:

1 传送速率为 nX2Mo

2 调度数据网宜采用统一的技术制式、全网统一的接口标

准。

5.3.3 专线通信通道技术要求如下:

1 传送速率可选用 12∞bitls. 全双工通道，误码率在信噪比

为 17dB时不大于 1σ5 。

2 数字接口通信速率为 24∞bitls~96∞bi的。

3 信噪比测试点为远动信息接收端的入口或通信设备远动

信息接收端的出口。

4 统一接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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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动发电控制部分

6.1 控制目标及方式

6.1.1 电力系统自动发电控制目标:

1 维持系统频率为 50Hz，其允许偏差应符合有关规程规定。

对于装机容量在 3∞OMW 及以上的电力系统，维持其系统频率偏

差不超过士O.lHz; 3000MW 以下的电力系统频率偏差不超过

士O.2Hzo

2 减少系统时钟误差，其允许误差应符合有关规程规定。对

于装机容量在 3∞OMW 及以上的电力系统，日累计时差宜不超过

士缸。

3 对于互联电力系统，还应维持联络线净交换功率及交换电

能量在规定值。

6.1.2 电力系统自动发电控制 (AGC) 方式主要有下列 3 种，应

根据电力系统的特点、调度管理体制和电力市场要求进行合理的

选择，并进行性能考核。

l 定频率控制方式，即控制系统频率偏差为零 (4户。)。

2 定联络线功率控制方式，即控制联络线净交换功率偏差为

零 (LlPt=O) 。

3 联络线功率与频率偏移控制方式，即控制联络线净交换功

率偏差与系统频率偏差之和为零 (LlPt+B .ð../=O , B 为频差系数〉。

6.2 调整窑量和调整厂

6.2.1 系统所需调整容量取决于系统负荷的变动幅度、允许频率
偏差、系统功率/频率特性以及系统容量等因素，直为系统总容量

的 3%-----5%或系统最大负荷的 8%----10% 。具体计算公式见附录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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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系统宜采取多厂、多机组参加调整，调整厂或机组的调整

总容量至少应为系统所需调整容量的 3'----4倍。

6.2.3 在安排调整厂(或机组)时要有一个合理的布局，并要根

据不同季节考虑水火电协调问题以及线路输送能力等约束条件。

6.2.4 调整厂(或机组)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l 基础自动化水平高。对于火电厂应具备机炉协调控制系

统;对于水电厂应具备完善、可靠的机组自动启停控制系统。

2 可调容量大。火电机组可调容量宜为额定容量的 50% 以

上:水电机组宜为额定容量的 80% 以上。

3 调整速度与负荷变化相适应。对火电机组宜为每分钟增减

负荷在额定容量的 2%以上:水电机组直为每分钟增减负荷在额

定容量的 50% 以上。

6.2.5 应优先选择容量较大、水库调节性能好的水电厂和单机容

量在 2∞MW 及以上、热工自动化水平高、调节性能好的火电机

组参加调整。对于单机容量在 200MW 以下的火电机组，如有条

件，根据系统需要亦可考虑参加调整。

6.3 自动发电控制信息

6.3.1 电网频率。除在调度端直接测量外，还应选择几个远方监

视点。

6.3.2 系统允许频率偏差设定值。

6.3.3 时差修正值。

6, 3.4 各联络线的有功功率和电能量。线路两侧有关调度端宜取
同→点测值，如有困难时，也可考虑取不同测点，但应采用适当

的补偿措施以减少误差。

6.3.5 系统内部有输送容量极限要求的重要线路的杳功功率。

6.3.6 联络线交换功率设定值及交换电能量设定值。

6.3.7 所有参与调整的发电机最大、最小允许调整出力及调整速

率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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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水轮机组振动区。

6.3.9 所有参与调整的发电机杳功功率或全厂总有功功率。

6.3.10 所布参与调整的发电机运行状态及热力系统重要事故信

τ王。

6.3.11 电力系统自动调整装置运行状态信号。

6.3.12 各联络线断路器的位置信号。

6.3.13 反映系统解列运行的事件信号。

6.3.14 其他约束条件。

6.4调度端控制系统

6.4.1 调度端控制系统对调整厂宜采用设定值控制信号方式，对

机组直采用设定值或偏差值控制信号方式，即由调度端计算机通

过远动系统或当地计算机对调整厂或机组自动调整装置发出设定

值或偏差值，对发电机的出力进行自动调整。

6.4.2 调度端控制系统应对电力系统旋转备用容量进行计算和

监视。当计算出的实际旋转备用容量小于要求值时应发出告警信

号。

6.4.3 调度端控制系统应对参加自动发电控制机组的可用性和

响应情况进行监视和检查。当发现其不可用或未响应控制时，应

自动转为离线控制方式，并发出告警信号。

6.4.4 在下列异常情况下，自动发电控制应自动停止，并发出告
警信号:

1 电力系统频率测量部件故障或频率偏差超过极限时(定频

率或联络线功率与频率偏移控制方式)。

2 某条联络线交换功率测量部件故障或联络线净交换功率

偏差超过极限时(定联络线功率或联络线功率与频率偏移控制方

式)。

3 区域控制误差 (ACE) 滤波值超过极限值。

6.4.5 对装有机炉协调控制装置(或闭环控制计算机)的调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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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和装有成组调节装置(或闭环控制计算机)的调整水电厂，

不应装设专用的自动调功装置，但要求调整厂的自动调整装置应

与控制系统的控制信号方式协调一致。

6.4.6 对未装设机炉协调控制装置或成组调节装置或闭环控制
计算机的调整厂或机组，可考虑装设专用的自动调功装置。

6.4.7 具备功率分配、机组响应检查、备用容量计算与监视和自
动发电控制性能监视与统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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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房及其他

7.0.1 计算机机房的温度、湿度、接地和静电防护应符合 GB 50174 
的有关规定。

7.0.2 调度端机房应防尘，应达到设备厂家规定的空气清洁度。

7.0.3 调度端交流供电电源必须可靠，应由两路来自不同电源点

的供电线路供电。电源质量符合设备要求，电压波动范围直小于

+10% 。

7.0.4 为保证供电的质量和可靠性，调度端计算机系统应采用交

流不间断电源供电。外供交流电消失后不间断供电维持时间应不

小于 2ho

7.0.5 计算机系统应有良好的工作接地。如果同大楼合用接地装

置，接地电阳宜小于 0.5Q，接地引线应独立并同建筑物绝缘。

7.0.6 机房内应有新鲜空气补给设备和防噪声措施。

7.0.7 根据设备的要求还应考虑防静电、防电火花干扰、防雷击、

防过电压和防电磁辐射等要求。

7.0.8 机房内应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防水、防火和事故照明设

施。其设置要求应符合 GB厅 2887 和 GB 50174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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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区域控制误差计算

各控制方式区域控制误差 (ACE) 的计算公式如下:

对于定频率控制方式z

ACE=B (鸟f-bð.t)

对于定联络线功率控制方式:

ACE=~ +!1E / H 

对于联络线功率与频率偏移控制方式:

ACE= (~+!1E 1 H)+B( !1f -bð.t) 

式中:

!1Pt-一实际联络线净交换功率偏差:

!1E-实际联络线净交换电能量偏差:

H一一需要进行电能量校正的小时数:

!1f-实际频率偏差:

B一一频差系数:

!1t一一实际时差:

b一一时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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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自动发电控制调整窑量计算

系统所需调整容量 (ðPG) ÉJ{J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M飞 =ML -B- l1l s 

式中 z

ML一一系统负荷变动幅度。一般按最大负荷的 10%考虑:

B一一频差系数:

4在一一允许频率变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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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

技术规程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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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此部分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根据省级及以上电

网的运行特点和调度任务，对调度自动化功能要求、控制方式、

信息采集和监控内容以及设备配置等要求作了具体规定，作为省

级及以上电力系统调度中心及其所辖厂站调度自动化设计的技术

标准。对于地区及以下的电力系统应遵循 DUf 5002 <<地区电网

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应按照电网一次系统规划的年限编制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系

统规划设计，经审定后作为调度中心工程和发变电工程中有关调

度自动化设计的依据。

网、省调如需新建调度自动化系统工程或对其计算机系统进

行全面更新或重大扩充，应根据经审定的调度自动化系统规划设

计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主管部门审批。

网、省调如需对调度自动化系统进行国外招标采购，一般需

编制招标书。为确定标书编制原则、系统规模、性能指标等数据，

需根据调度自动化系统规划设计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概念设

计。概念设计不确定设备型号，设备型号由厂商在报价书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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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此部分引用的文件均适用于本标准，具有同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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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则

3.0.1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是一项投资大、涉及面广、各级调度

之间以及有关专业之间相互关联密切的系统工程。统一技术标准

对于系统工程的顺利建设、可靠运行和节约投资都是必要的。标

准中贯彻了"采用符合国情的先进技术和力求经济实用"的原则。

本标准分调度端和厂站端两部分。两个部分在技术上密切相关，

应用中要注意协调统一，避免发生矛盾。

3.0.2'""'-'3.0.4 提出了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设计所需要的条
件。

电力系统一次规划设计。这是最基本的，主要内容有:电力

系统一次接线，代表性的运行方式，调相调压和潮流计算，系统

稳定计算等方面的资料，借以了解分析电力系统特点和运行中可

能发生的问题，以便比较准确地确定远动信息内容和调度自动化

具体功能。

调度管理体制，包括各级调度中心的设置'情况、所址、调度

管理范围和职能划分，这也是必要的条件。因为电力系统调度自

动化是直接为电力系统调度服务的。这方面的资料一般由有关电

网公司或相关电力部门提供:如果生产部门一时提不出远景调度

管理体制，电力设计部门也可提出意见，经电网公司或相关电力

部门确认后作为设计的依据。

各级调度在实现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工作中，应强调可靠性、

实用性和经济性。特别是要从电力系统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来

分析考虑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所能达到的自动化水平，恰当地确定

需要解决和能够解决的问题，应根据电力系统的发展和与其相适

应的自动化功能来考虑间题，要充分发挥调度自动化系统的投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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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电力系统分电压等级、分地区管理的需要，现代大电

网调度自动化系统，都采用与统一调度分级管理相适应的分层控

制模式。各级调度的自动化系统，都应根据其管辖范围和任务，

来确定相应的功能和配置方案，其总体功能达到先进实用水平。

3.0.5--3.0.8 主要明确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和发变电工程，
以及调度中心工程调度自动化设计的内容划分。电力系统调度自

动化设计是从电力系统特点和运行要求以及各级调度中心、各厂

站间的相互协调出发，主要提出调度自动化功能要求，计算机系

统选型，解决远动信息内容和信息传输网络的舍理组织，以及远

动设备性能和制式要求等系统性的问题，而具体的实施则在发变

电工程和调度中心工程设计中进行。调度中心工程和发变电工程

调度自动化设计应以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规划设计为依据，

并结合工程具体情况进行核实，做出具体设计，避免工程设计脱

离系统总体要求。当系统调度自动化规划设计已经不符合发变电

工程和调度中心工程的具体情况，工程设计中需要进行原则性变

更时，也应考虑、调度自动化信息传输网络的合理性，并在工程设

计文件中进行必要的说明，供有关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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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度端部分

4.1 系统总体结构和与其他系统互联

省级及以上调度中心的调度自动化及电能量计量系统、水调

自动化系统、雷电定位监测系统、调度生产管理系统等相关的系

统，在规划和建设时，应遵循国家有关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

定的要求。各应用系统应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支撑平台，模块化

设计，做到制式统一，资源共享，减少信息转换的投资，有利于

系统间的信息交换和各系统的联网运行。

4.2 总体功能

4.2.1 '"'"'4.2.2 列出了网、省 2 级调度自动化必备的 10 项总体功

能和可选的 6 项总体功能。

调度自动化系统收集、处理电力系统运行实时信息，通过人

机工作站和模拟屏、大屏幕显示系统把电力系统运行状况集中，

并有选择的显示出来进行监控，完成自动发电控制、经济调度和

安全分析等功能。运行人员可借此统观全局，集中精力指挥全网

安全、经济和优质运行。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安全监控和计算机通

信功能的实现，可以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水平。当发生事故

时调度员能及时掌握情况，迅速进行处置，防止扩大事故，减少

停电损失。调度自动化系统自动发电控制、经济调度功能的实现，

可以实现电网安全运行，达到可观的节能效果。调度自动化系统

具有安全分析功能，可以进行事故预想，并提出对策，提高调度

人员的应变能力。通过约束条件和紧急控制等手段，解除线路过

负荷，使电力系统保持正常运行状态。

调度自动化总体功能大致可分低、中、高 3 挡。低挡功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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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监视和控制 CSCADA); 中挡功能是数据采集、监视

和控制以及自动发电控制和经济调度 (SCADA+AGCÆDC); 高

挡功能是在中挡基础上增加安全分析等应用软件功能。各级调度

应按照调度自动化现状、调度职责和电力系统实际情况和发展水

平，按照由低至高，由易至难原则，恰当确定总体功能。

4.3 技术要求

4.3.1'-"'4.3.2 明确了调度端与厂站端的通信方式、通道组织和规
约要求，信息传输以数据网络方式为主，专线通道为铺，当新建

调度自动化系统时，应择优选用网(省)内统一远动规约的问答

式远动终端。

4.3.4 确定了数据采集的基本类型，各待建的调度自动化系统可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特点，确定数据类型。

4. 3. 5 ,..._, 4. 3. 10 调度自动化系统主要技术指标参考《电网调度自
动化实用化要求》及近年国内外调度自动化系统技术发展状况，

列出了基本应达到的系统性技术要求和指标。

下面对某些技术要求和指标说明如下:

l 远动系统遥测误差是指调度自动化系统包括交流采样(或

变送器〉、远动系统(或变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通道、调度端

各个环节误差的综合。根据调度管理需要和电子设备的水平定

为1.0% 。频率指标目前调度中心大多数采用精确到小数点后 3

位，本标准根据自动发电控制的要求为 O.lHz，将频率误差取

为测量综合误差不大于士0.1 % (额定值)，即 0.05Hz 。

2 事件顺序记录主要用于系统中重要断路器和保护信号，这

个指标含义有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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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厂站 2 个事件同时发生，调度端记录的 2 个事件

顺序时间，其误差应小于事件顺序记录系统的分辨

率。

2) 记录不同厂站 2 个事件发生时间，其先后相差时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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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或等于事件顺序分辨率时，调度端记录的 2 个事件

顺序时间，其前后的次序不应颠倒。

事件顺序记录分辨率主要用于事故分析，根据目前大部分系

统的水平定为lOmso

3 实时性指标中:

1)遥测遥信传送时间指厂站远动终端或自动化系统采集

到一次系统发生变化信息，到主站端数据库反映出来

的整个时间。

2) 画面调用响应时间是指调用键按下至整个画面包括实

时数据显示完成的时间。

3) 双机自动切换到基本监控功能恢复时间是指发出双机

切换指令至显示器画面上的数据重新开始更新的时

间。

4.3.11 对高级应用软件提出基本要求。

4.4 硬件设备选型和配置要求

4.4.1 提出了计算机系统硬件内容和配置原则。具体工程应根据
功能和实际需求进行配置。

1 提出了计算机系统硬件包括的主要内容。一般情况下，计

算机硬件系统包括:主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通

信服务器以及人机工作站、时钟系统、前置设备、网络设备和安

全设备。

2 提出了计算机系统的配置原则。由于计算机技术发展很
快，本标准不可能也无必要对调度自动化系统的计算机的型号、

内外存容量和一些主要技术指标作定量的规定，这就要求在设计

中应根据计算机的发展情况、计算机和计算机系统配置的一般原

则合理选择计算机及系统。在机型的选择上，要根据调度职责分

工和自动化要求而定，要注重经济性和实用性。

3 明确了计算机系统在设计中一般考虑运行使用 10 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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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供了确定计算机系统规模的条件，其第1)----第 5) 项应根

据调度职责范围和功能要求而确定。第 6) 项计算机中央处理器

负荷率应根据电力系统发生事故时，调度自动化系统采集、处理

的数据和实用任务急增的情况下，保证中央处理器的正常工作。

因此负荷率的估算条件应提出在电力系统事故时，单位时间内(如

108) 发生遥信变位、遥测越死区的数量和工.况越限:事件和事故

追忆处理的类型与数量以及事故、事件打印、显示的种类和数量

等，以便供系统集成厂家在系统设计时合理确定计算机系统规模，

并可在系统验收时作为验收中央处理器负荷率的依据之一。

4--6 提出了计算机中央处理器和局域网的指标。在系统设

计时，对计算机的内外存容量的选择应考虑系统最终规模的应用，

同时兼顾到硬件的逐年降价，避免提前投资造成的浪费。

7~ 1O 在系统设计中应配置必要的外设、接口设备和部件，

以满足调度自动化系统整体功能要求。

4.4 .2 人机联系系统
1~2 提出人机联系系统的内容和总的要求。由于人机联系

系统是调度自动化系统的窗口，而各个系统集成厂家提供人机联

系系统都有自己的特色，应根据调度管理需要和调度自动化系统

总体要求合理选择。

3 为了便于调度员操作，应将调度管理所需要的画面调用、

远方控制、模拟屏不下位操作、大屏幕显示系统控制、打印启动

等操作，用一个键盘来实现。

4 为了保证系统正常工作，在众多人员使用系统时，必须有

一个完善的管理手段，即对各席控制台和每个使用人员赋予不同

使用范围。根据调度中心各类人员对调度自动化系统的要求，至

少可分为以下 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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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员级:可进行对计算机系统的全部操作。

2) 调度员级:可进行对电网的全部操作。

3) 调度中心运行管理人员级:调看画面，修改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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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度中心其他授权人员:调着画面。

5~8 提出了人机联系系统的部分技术要求。

9--12 提出了人机联系系统配置的基本要求。为了可靠运行，至

少必须配 2 套人机工作站，显示器则根据使用情况至少配 4 台，

并能逐步增加:打印机总数不少于 3 台，其中 l 台用于事件记录，

1 台用于报表打印 t 1 台用于拷贝画面:调度控制台则根据在值调

度员人数，相应配 2.-....4 席。

4.5 软件要求

软件分系统软件、支持软件和应用软件。在新建调度自动化

系统时，应由系统集成厂家配备必要的系统软件和支持软件，应

有良好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模块化的数据来集和监控程序，所高软

件应满足安全性要求，且在国内有合法的版权。至于应用软件，

如 SCADA、 AGC、高级应用软件等应考虑符合中国国惰，安全

分析软件则应考虑实时网络结构。应用软件的项目应该根据需要

逐步扩充，目前对软件水平和对软件的具体要求很难有统一指标

和要求，有待今后逐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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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厂站端部分

5.1 信息采集

5.1.1 确定远动信息采集、传送的基本原则。

5.1.2 所列信息内容属于必要的信息:

l 对大容量机组的功率进行单独遥测，是考虑这些机组的运

行情况对系统影响很大，调度员需要直接掌握，有些大机组的出

力将由调度所直接调整。单机遥测的具体容量取决于它们在系统

运行中的地位。

2 为变压器的功率遥测，主要为了掌握各级电压网络和各地

区的负荷情况，为经济调度和安全监视提供条件，并监视用电计

划执行情况(有关变压器功率总加，可反映各级电压网络总功率

和各地区的总负荷〉。

3"-'7 此 5 款主要为了掌握电网潮流。 220kV 及以上电网是

网调和省调调度管理的重点，为可靠信息采集，需要一定的冗余

量，并为网损计算提供便利。对直接调度的线路一般在线路两端

遥测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而间接调度的线路←般只在一端进行

遥测。对直接调度的 110kV 线路，一般在线路一端遥测有功功率。

考虑到当前许多系统无功功率比较紧张，省调还要参与或指导部

分 110kV 线路无功功率和电压调整工作，所以对环网线路或电源

联络线，可以加测无功功率。

母联和分段断路器一般不经常投入运行，只测电流就可满足

需要。但奇些母联和分段断路器，由于系统运行方式的需要，投

入运行的情况比较多，可以改测有功功率，或测有功功率和无功

功率。

8 频率遥测的目的在于监视系统频率质量和解列网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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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指导系统并列，有时也对电力系统振蔼时的频率进行监视。

一般在系统调度自动化规划设计中，统一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点

作为频率监视点。

9 水电厂水位遥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动发电控制和经济运

行，防洪和下游用水等综合调度的需要。

10 220kV 及以上电网是网调和省调调度管理的重点，遥测

其电压，主要为了监视电压水平、系统稳定和控制电网潮流。

5.1.3 所列选送内容属于选择项目，是否需要或需要哪几项，应
根据具体条件加以确定。

1 电力系统 50MW 的单机功率一般不遥测，但是有些特殊

情况可以灵活处理，如水电容量少的电力系统，水电单机容量虽

然只有 50MW左右，但水库调节性能较好，这种机组在系统运行

中机动性比较大，调度员对其运行情况十分关注，如果条件可能，

可以加测其单机有功功率。

2 大型火电厂厂用总有功功率绝对值相当大，为掌握电厂注

入电网实际功率，厂用功率需要扣除。一般可以采取直接测量升

压变压器功率，若不测量升压变压器功率肘，可以加测厂用总有

功功率。

3'""-'4 主变压器一般都有一定的过载运行能力，可以不测电

流。但是若高级应用软件需要，或当这些主变压器因其在电力系

统运行中的特殊重要性，或因其可能长期过载运行，出于对电力

系统安全运行考虑，需要加测变压器可能过载的绕组电流。

5 主要为了监视这些中枢点电压质量，参与或指导电力系统
无功功率和电压调整工作。

6 为了指导井加快电磁环网的并列操作，保证电力系统安全

运行，往往需要对其相角差进行监视。

7 这种线路末端开断时，其电压可能升得很高，为监视过电

压，可对其电压进行测量。

8 功角数值比电压更直接反映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程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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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遥测的必要性和测点的布置，需根据电网结构和潮流输送情况

加以确定。

9-----12 所测数据经过处理，可以反映出全系统、各省、各地
区的水电和火电，总发电有功电能量或总厂用有功电能量。计算产

供销各环节的效率，进行经济核算，监督供用电计划或合同执行

情况。对于具有单机有功电能量遥测的电厂，其总发电有功电能

量可以在调度端进行总计。此部分数据也可在调度端由电能量计

量系统获得。

5.1.4 所列内容属于必要项目。
1 对无功补偿装置进行遥测是为了系统无功出力平衡，监视

电网稳定运行，进行调相调压。

2 装设井联电抗器的线路属于需要监视无功平衡和电压稳

定的重要线路，对电网稳定至关重要，需要重点监视。

3 设置串联补偿装置的线路需要重点监视线路稳定极限，同

时还需监视串联补偿装置的运行工况，所测信息属于必要的电气

量。

4 主要为了监视无功平衡，参与或指导电力系统无功功率和

电压调整。

5.1.5 所列选送内容属于选择项目，是否需要或需要哪几项，应
根据具体条件加以确定。

1~3 主要用于监视无功装置本身的运行工况和参与无功平

衡和电压调整。

5.1.6 有关电能量的测量应遵循 DL/T 5202 <<电能量计量系统设
计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此部分内容可根据调度中心的具体情

况确定，如调度中心没有电能量计量系统或还未建成，则对应的

电能量数据应通过本系统传送至调度中心。如调度中心建设有功

能齐全的电能量计量系统，则应征询调度中心意见确定是否需要。

5.1.7 所列遥信内容属于必要的信号。
1---'2 直接调度的断路器和间接调度的断路器均需要位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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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以便及时掌握断路器变位情况和电力系统实时接线情况，但

间接调度的信号一般通过直接调度中心转发获得。

3 提高判断事故的速度和准确性。

4 反映电力系统运行状态的隔离开关主要有双母线和旁路

母线隔离开关.3尼和角形接线中反映主设备运行或退出的隔离开

关，以及反映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方式的隔离开关。这类信号往往

影响高级应用软件的计算。

7--8 主要为了防止对运行方式的误判断。

9"""'10 掌握设备可调情况，防止误操作。

5.1.8 所列遥信项目属于选择项目，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1 这类信号可以在调度端由人工设置，也可以由遥信取得。

具体方法在系统设计中统一研究确定。

2 发电机一般指的是电力系统中进行自动发电控制的大型

发电机组:变压器-般指与上述发电机配套的升压变压器和在电

力系统中起枢纽作用的降压变压器。无功补偿装置一般包括如调

相机的旋转设备和静止无功补偿设备。传送该设备的主要保护动

作信号杳利于调度中心掌握上述设备的运行状况。

3--4 继电保护动作信号是为了给分析事故和处理事故提供

条件。线路主要保护的遥信量有两种z 一种是微机保护动作信号:

另一种是常规保护动作信号。

5--7 为了给分析事故和处理事故提供条件。

8 为通信设备运行人员及时提供反映电力系统通信设备运

行状况信息。

9 对于具有遥测的越限信号也可以在调度端整定取得:对于

设高遥测的越限信号，则需要通过远动系统发送至调度端。

10 为准确判断事故原因和事故范围提供条件，避免误操作，

并从电力系统范围内采取对策，满足调整要求。

5.1.9 省级及以上调度中心对发电厂、变电站进行直接控制，应
以提高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为主要目的，其控制、调节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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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在电力系统渭度自动化设计中确定。有些工程在设备选择时

要留有远期进行控制、调节的条件。

5.1.10 所列遥测信息内容属于直流换流站控制必要的信息。

5. 1. 11 所列遥视i信息内容属于选择项目，是否需要或需要哪几

项，应根据具体条件加以确定。

5.1.12 所列遥信内容属于直流换流站控制必要的信号，

反映直流运行状态的信号一般包括:主换流站/从换流站位置

信号、主导极位置信号、极解锁/闭锁信号、极电压正常/降压信号、

极功率方向信号、极紧急停机信号、极功率/f;包流"提开/回悔"正

在进行信号、阀冷却紧急报警信号等。

5.1.13 所列遥信项目属于直流换流站选择项目，需视具体情况
而定a

1 反应直流运行模式的控制信号。-般包括=极功率控制信

号、极电流控制信号、极独主控制信号、极联合控制信号、单极/

大地/金属回线运行方式信号、极空载试验信号等。

2 换流阀的主要告警信号。一般包括:换向失败、温度报警

等。

5.1.14 调度中心为实现对直流换流站的控制必须发出的遥控和

遥调命令，并且两端换流站需同时动作。

5.1.15 直流换流站将作为电源点参与电网的自动发电控制。

5.2 远动系统

5.2.1 远动系统的选择应考虑其设备功能、制式、容量以及具体

的技术指标，能满足调度自动化系统的要求，并为工厂生产的定

型产品。定型产品是指已经部一级鉴定，并由工厂定型批量生产

的获得电力系统入网许可证的产品。未经鉴定过的产品或新研制

的产品可在个别工程中试运行，但不作为正式产品普遍推广使用。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实现远动功能，都必须满足调度自动化系

统的功能要求，即调度端所需的远动信息应不经过计算机监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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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处理而直接从底层的采集单元送入远动终端单元 CRTV) 或

远动工作站，通过远动终端单元 CRTU) 或远动工作站传送至调

度中心:调度端下达的遥控、遥调命令也不经计算机监控系统的

主机处理而直接对设备进行操作，在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方面，不

能因为后台计算机监控系统故障影响到远动系统的功能。

对于参加自动发电控制 CAGC) 的电厂，如采用控制到厂级

的控制方式，则自动发电控制 (AGC) 命令应由远动终端单元

CR叽])或远动工作站传送给计算机监控系统进行功率分配。

5.2.2---5.2.3 远动系统的配置要考虑节约投资和简化二次接线。
属一个调度中心调度的厂站，向直接调度的调度中心发送信息并

接受其控制命令。非直接调度的调度中心如需要信息，可通过转

送解决。其设备分属 2 个或 2 个以上调度中心调度的厂站，一般

与其存在主要运行关系的调度中心交换远动信息，其余调度中心

通过转送解决。如果根据信息流向合理性和传送时间等要求，必

要时可向 2 个调度中心同时发送远动信息，其余调度中心通过转

送解决。为保证运行安全并明确责任，同-时刻同一设备不允许

执行 2 个调度端的遥控、遥调命令。若遇特殊情况需要阶段性改

变调度关系，且在调度规程中做出规定的，才可相应改为接受另

一调度端的遥控、遥调命令。

5.2.4 为远动系统的主要功能。
5.2.5 为保证电网调度运行需要，在工程中电网内主要的主力发

电厂和枢纽变电站远动终端的主要模块应有足够的可靠性。

5.2.6 为确保组网，在工程中要注意妥善解决远动通信规约问
题。

5.2.7 为确保调度监控需要，对远动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都有相

应要求，因此，远动系统一般为调度自动化系统专用。在保证系

统监控需要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与厂站监控功能相互兼顾。

5.2.8 远动系统主要技术指标是综合考虑电力系统需要和目前
设备条件制订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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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遥测精度不包括变送器误差。为满足系统综合精度，一般

要求远动终端的精度为 0.2 级，目前生产的多数远动终端可以达

到这个要求。

2 远动终端模拟量输入一般采用 0--+2阳的、 4mA--

20mA，根据电力系统实际情况，也可采用 O--+5V。在确定设备

规范时应注意与变送器输出一致。

3 交流采样设备的输入应与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二次

侧输出相一致，井满足采样精度要求。

4 电能量累计容量一般按 24h 累计值需要考虑，按三次侧每

千瓦·小时 1800 脉冲计，需要 2160

5 遥信输入要求无源触点方式。为了工程施工和运行管理方

便，一般需装设遥信转接端子。遥信转接端子视工程情况不同，

安排在远动终端、变送器屏中，也可单独设置遥信转接屏。远动

系统提供的遥信电源目前有 DC 24V，也有 DC 48V。建议采用

DC48V 以上，以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6 国产设备按分辨率不大于 2ms 考虑，进口设备适当提高

要求。

7 在工程设计中模拟量输出应与厂站自动调节系统协调，避

免造成接口困难。

8 远动系统可配置时钟，也可采用厂站已有的时钟实现对

时，以提高全网 SOE 精度。不具备对时能力的远动系统，仍可采

用调度端对时。时钟可采用 GPS，也可采用其他时钟同步系统。

9 IED 接口主要用于与电能表、继电保护设备等的信息传

输。

10 为实现远动信息网络传输，远动系统应具备标准局域网

接口，支持 TCPIIP。

11 遥控输出直接接入广站二次控制回路时，其触点容量应

选用直流 220V、 5A 或 110V、 10A; 遥控输出接入遥控重动继电

器回路时，其触点容量视重动继电器参数，选用直流 110V 、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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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4V 、 lA。但重动继电器触点接入二次控制回路时，其触点容

量应选用直流 220V、 5A 或 110V、lOA。所高重动继电器宣统一

装在遥控执行屏上。

12 网调、省调一般以遥测、遥信为主，要求远动信息的海
明距离不小于 4。对于遥控、遥调，其信息的海明距离可以适当

提高。

13 对远动系统平均故障问隔时间的要求，不仅出于减少维

修工作量，更重要的是出于调度自动化系统协调工作的要求。对

于调度 40~50 个厂站的调度中心来说，远动终端平均故障间隔时

间宜在 25∞Oh 左右。

14 抗电磁干扰能力一般包括串模干扰和共模干扰抑制比，
其指标应符合远动终端国家标准。专线通道必须设置防雷保护器。

15 目的在于减少电磁干扰影响。

16 为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需要可靠的保护接地。

17 主要指温度、湿度和洁净度要满足设备要求，并尽量缩
短电缆连线。

5.2.9 遥测变送器和采集设备的技术要求:
l 根据电力系统综合准确度要求，遥测变送器和交流采样准

确度一般可达为 0.2 级。大容量发电机组以及 330kV----750kV 主

干线功率变送器和交流采样设备应为 0.2 级。

2 为保证遥测的准确度和稳定度，要求变送器采用恒流或恒

压输出。

3 变送器和交流果样设备尽可能合用，以减少互感器负载并

节省投资。

5.2.10 其他:

首先要提高厂站端远动设备交流和直流电源的可靠性，不停

电电源维持供电时间主要满足全厂或全站停电肘，保证远动信息

不丢失并具备一定的时间进行事故处理，因此不停电电源维持供

电时间与通信设备要求一致，一般按不短于 60min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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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信息传输和通道

5.3.1 明确远动信息传输方式采用电力调度数据网和专线方式。

远动信息直采直送，提出各类厂站信息传输通道的要求。为了适

时、准确、可靠地进行自动发电控制，直调和参加自动发电控制

的厂站的远动信息不宜采取转送方式，在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配

置和通道组织中都应加以注意，在电力系统通信设计和调度自动

化设计中密切配合，以便落实。

5.3.2 提出计算机数据通信的要求。

5.3.3 为了保证远动系统正确传送和接收以及调度自动化系统

的正常工作，除了远动装置要有必要的纠错和检错能力(海明距

离主主4) 外，通道误码率也是一项重要指标。误码率过高会增加信

息的拒收率，甚至造成误执行机会，影响信息的处理和反应速度。

一般微波和光纤通信误码率较低，可以满足要求。电力线载波通

道需要精心调整才能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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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动发电控制部分

6.1 控制目标及方式

6.1.1 提出电力系统自动发电控制的 3 个主要目标。

6.1.2 只列出自动发电控制 (AGC) 中当前比较常用的 3 种控制

方式。在具体设计中可结合各电网的具体情况和电力市场要求，

采用适应工程需要的控制方式。

6.2 调整容量和调整厂

6.2.1 参考电力系统运行的有关对自动发电控制的考核指标而
提出的。

6.2.2 考虑到参阳自动发电控制的机组或发电厂运行方式和检
修计划的限制，原则上凡具备自动发电控制条件的发电厂或机组

都应该参加自动发电控制。水电厂在枯水期担任调整任务是比较

好的，因为它能适应电力系统负荷的变动而不影响水能利用的经

济性，但它在丰水期必须满发，不宣承担调整任务。担任调整的

火电厂最好是煤粉炉而且有储粉仓，但由于一般煤粉炉在 50% 以

下负荷时燃烧不稳定，因此，要求调整厂或机组的总容量至少应

为电力系统所需调整容量的 3'""-'4 倍。

6.2.3 为了尽量减少送电损耗以及减少电网潮流窜动，在设计中
安排调整厂或机组时，要有一个合理的布局，不要过分集中，并

且要根据不同季节考虑水火电的协调问题。

6.2.4 着重提出调整厂或机组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最起
码的条件。

6.2.5 着重提出调整厂或机组的优先选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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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动发电控制信息

本节列出了参加自动发电控制必要的信息。

6.3.1 远方监视点的频率在工程设计选取时，应考虑传输时延。
6.3.2'"'-'6.3.14 在工程设计中，可根据各电网的实际情况选定信
息内容，设定值的选取应满足电网调度运行规程的规定。

6.4调度端控制系统

6.4.1 目前装设有机炉协调装置或闭环控制计算机的调整厂或

机组，对控制信号多数要求设定值或偏差值，个别厂站也有升/

降脉冲，主要取决于调整厂或机组自动调整装置，设计时必须与

相关专业配合，以便取得协调。

6.4.2 为保证电力系统随时有足够的可调容量，以便发现旋转备
用容量过小，可以及早开机。

6.4.3 给调度员随时了解调整机组是否具备可调的条件。参加自
动发电控制的机组(或发电厂)的控制系统自动化投入率应达到

运行要求，其部分故障将影响机组(或发电厂)的可用性和响应

性。

6.4.4 所列条件下自动发电控制 CAGC) 软件退出运行，并通知

调度运行人员。

6.4.5----6.4.6 对参与自动发电控制的调整厂和机组的实现方式
提出自动调整装置的配置原则，在设计过程中还应根据电力系统

的具体情况具体考虑，并与相关专业紧密配合使之协调一致。

6.4 .7 对自动发电控制软件提出了总的功能要求。

50 

www.weboos.com



DL I T 5003 - 2005 

7 机房及其他

为保证调度自动化系统正常运行，在本章中对必备的运行环

境提出了最基本要求，并应在调度楼工程设计中落实，至于调度

中心的机房、接地、电源等项具体的设计，则应遵照相应的设计

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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