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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气自动化技术在供配电系统中的应用范围

1.1 监测控制领域的应用

在供配电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有多种因素会对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产生影响和干扰，而在设备维护管理

期间，为了更好的保证供配电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就需

要做好系统的监视与控制工作。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

可以有效的对供配电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监控，无论是

操作参数、电源系统的远程测量或者是故障、电能质量

等方面的情况，都可以借助电气自动化技术进行深入的

分析和了解。电气自动化技术的有效应用，可以帮助我

们及时的发现系统应用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保证系统能

够安全稳定的运行，实现对供配电系统的精准控制，减

少人为原因造成的失误。

1.2 保护功能

电气自动化技术本身就具备有保护功能，其可以帮

助供配电系统对继电器进行有效的保护。所谓的继电保

护指的是确保供电系统中电力的稳定性，确保家庭和企

业使用电力的可持续性。同时，自动化系统中的控制设

备还可以及时的检测出供配电系统运行期间发生的类似

故障，然后及时的将相关预警信息发送给供配电系统的

管理人员，这样配电管理人员可以及时的前往故障发生

点，采取措施对故障进行维修处理，这样的话可以有效

的保证供配电系统的稳定运行。

1.3 控制功能

随着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成熟，在供配电

系统运行过程中，系统及设备手动操作的频率可谓是越

来越低，诸多设备的操作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技术。将

电气自动化技术与供配电系统结合在一起，操作系统设

备，其作用与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不仅只是减轻了

电工人员的工作强度，而且供配电系统的操作实际上是

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有效的规避

了多种风险，这样则有效的提升了电气工作的安全性。

2 电气自动化技术在供配电系统中应用的策略

2.1 应用的需要和调整试验

现如今，诸多工厂都会使用中等功率的电压电源，

其可以在电力和配电系统中灵活的使用自动化技术，这

样各种生产目标也能够更好的实现。如在对供配电系统

进行保护时，可以借助集成安全系统保证相关设备与系

统的有效应用，在数据传输与下载的过程中，通常会使

用不同的通信接口和不同的传输方法完成数据的传输。

同时，当工程借助远程控制技术对系统设备的运行

状况进行检查时，则可以通过远程监管馈线实现对开关

整体的控制，并对进线方式和识别功能进行统一的监督

管理，这样可以更加快速及时的发现设备运行中存在的

种种不足与缺陷。此外，智能能源分配系统的集成管理

用于通过特定接口实现数据传输，借此提供科学高效的

管理模式。在完成所有设备的安装之后，需要对系统和

软件实施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调试过程中，调试过

程中将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如果警报或者是相应的指示

灯长时间闪烁，那么则说明数据调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

的问题与不足，必须要及时的采取措施对数据参数进行

整理分析，这样才能及时快速的找出问题关键所在，快

速的做出可行的应对方案，为供配电系统的安全稳定运

行提供更加高质量的保障。

2.2 实现资源安全的共享

资源共享对于供配电系统的安全运行有着极为重要

的影响，如果说设备运行过程中，资源安全共享效果差，

那么设备的应用也将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和干扰。借助自

动化控制技术可以安全管理供配电系统的数据中心，同

时还可以通过数据的共享合理安排资源的分配。也就是

说，在供配电系统运行期间，结合系统中的电压电源、

温湿度、波形走势等相关数据的变化情况，对供配电情

况进行系统的整合分析，明确哪些数据处于安全标准范

围内，哪些数据是存在有明显问题与缺陷的，这样可以

更加快速及时的解决相关工作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使得

资源更加科学合理的调配，这样的话，在数据共享的同

时还可以有效的保证供配电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自动化控制技术在电力调配中的运用，主要是借助

对电能的质量、系统参数等数据进行检测分析，然后，

结合用电量的状况作为判断依据，对电力资源进行更加

科学合理的调配，以便能够更好的满足各个领域的用电

需求。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强对人员素质教育的培训，

提高并完善管理水平，这样的话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工作

中的失误率，减少对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所以说，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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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技术在供配电系统中的应用是极为有利的，其可

以更好的优化并整合数据，实现安全的共享资源，这样

可以更加有效的保障各个供电环节的安全性与高效性。

如下图 1 为智能化供配电目标图。

图 1   智能化供配电目标
2.3 以电气自动化技术为基础优化供配电系统的性能

供配电系统运行期间，如果发生供应中断的情况，

那么其不仅会对各个领域的正常经营发展产生影响，而

且还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安全事故，相关技术的应用

可以有效的减少系统运行期间所发生的种种故障，减少

断电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保障电力系统安全高效稳定的

运行。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过程中，借助互联网技术电

力企业可以实时分析各个区域的用电需求，在对相关数

据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之后，再利用自动化控制技术

对各个区域的输电量进行分配，保证输出与供应彼此之

间高度匹配，这样也可以有效的减少对电力资源的浪 

费，同时还可以提高输配电效率。此外，电气自动化技

术应用过程中，还可以对输电系统的运行过程实施全方

位的检测与监控，然后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之下，使得

监控环节的各项信息能够及时快速的反馈，这样可以及

时的了解系统运行期间断电发生的原因，以达到保障电

路流畅稳定运行的目的，减少因为断电所带来的不良损

失，确实发挥供配电系统的作用与价值。

2.4 提升供配电系统的网络安全性

在供配电系统中，安全稳定是系统运行永恒的追求，

也是最为基本的要求，要想保障供配电系统始终能够安

全稳定的运行，那么就需要系统各个环节的功能可以高

效发挥，并且能够科学合理的分配各项资源，在系统运

行期间最大限度的减少电力损耗。在电气自动化技术应

用到供配电系统之中，不仅可以有效的提高供配电的运

行效率和质量，保证系统的安全性能，还可以有效的节

约各种能源资源。但是要想保证供配电系统中电气自动

化技术安全稳定运行，实际上对于网络的安全稳定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果网络安全性低，长期处于不稳定的

状态，那么就会影响供配电系统网络运行的安全性与稳

定性。在电气自动化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技术、PLA

技术、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等多项技术可以有机融合，

高效的应用于供配电系统之中，进而实现对系统的自行

管控，这样的话系统的网络安全性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运行期间减少了因为操作人员操作方法与技术等所引发

的失误，这样整个系统的运行效果与质量也得到了更好

的保障。

3 供配电系统中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的注意事项

在供配电系统中应用电气自动化技术，是当前时代

发展的趋势之一，是时代进步的重要表现。但实际上要

想切实有效的发挥相关技术的作用与优势，实际上还有

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要加强对供配电系统操作管理人员的培训。

供配电系统中电气自动化技术的高效应用，虽然有效的

优化了系统运行的效率和质量，但实际上相关技术等 应

用还处于起步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应用还存在有诸多

的缺陷与不足，技术应用并不是十分的稳定。因此，在

技术应用期间就需要加强对操作管理人员的培训，通过

专业系统的培训，促使系统操作管理人员能够灵活的应

用各项技术，解决电气自动化技术在供配电系统中应用

的缺陷，深入了解电气自动化技术在应用时重难点体现

在那些地方，遇到突发性情况时，应当如何采取有效的

措施对问题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发挥相关

技术作用优势，促使其得到更好的应用。

其次，要不断的对电气自动化技术进行优化，做好

融合创新工作，电气自动化技术在供配电系统中的应用

绝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电气自

动化技术也将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将在应用电气

自动化技术时，还需要明确其可以与那些技术进行融合，

在融合过程中的侧重点是什么，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

发挥技术优势，提升技术应用的质量与效果，推进相关

工作更好发展。

总之，在供配电系统运行过程中，电气自动化技术

的作用与价值不言而喻，自动化技术有效的整合了网络、

通讯等多项资源，将自动化技术应用到供配电系统中，

不仅可以有效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为电力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动力，所以说必须要提高对供配

电系统中电气自动化技术的重视度，使得相关技术更好

的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与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明岩 . 电气自动化技术在供配电系统中的应用分析
[J]. 建筑与装饰 ,2019(22):140,142.

[2] 尚虎虎 . 电气自动化技术在供配电系统中的应用分析
[J].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2018(36):3342.

作者简介：

李鹏（1983- ），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机电工程 
师，从事项目工作。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Hlk79486466
	_GoBack
	_GoBack
	_Hlk79938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