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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电网调度数据中心建设思路研究 

李斌  崔恒志  苏大威 

(江苏省电力调度通信中心，江苏省南京市，210024）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各级调度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加强管理效能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信息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对信息的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

江苏电网调度数据中心的建设，总结了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信息发展的过程，并

对现阶段开展数据整合工作－数据中心的建设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 

关键字：数据中心  信息整合  标准化 

0 引言 

随着近年来江苏电网的不断发展，各级调度通过信息化方面的工作，建设了多套适应电

网发展要求的调度自动化系统，为电网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与调度管理提供了强有力决

策支持。调度中心作为实时电网生产调度控制中心，积累的电网生产信息是“江苏数字电力”

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规划、生产、运行检修等其它部门提供着各类电网基础数据资

料。随着系统的增多，信息整合的矛盾也逐渐暴露，虽然近年来 Web 技术的出现使得不同

系统的数据能够进行表现层的整合，但本质上还是难以表达各种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各系

统的资源没有得到综合利用，整体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如何有效的利用各个系统中

的信息，提高数据共享程度与信息资源利用率，保障信息化工作的和谐发展，将成为调度系

统下阶段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重点。下面笔者将结合江苏省调数据中心的建设，对下阶段调度

系统信息整合从标准化、规范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1.  总体思路 

从江苏调度系统多年信息化工作的现实发展分析，我们认为，调度系统的信息化工作将

经历四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系统独立开发”阶段，该阶段主要针对特定应用的专用系统开发。它的特

点是系统的建设主要针对专业独立系统，各个专业根据自身特有的视角建立电网模型，系统

自成体系，很少甚至不考虑与其他系统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开放性差； 

第二阶段是“信息简单整合”阶段，该阶段在应用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下，信息的共享需

求凸现。各个独立的系统在缺少统一标准的前提下通过专用的、特定的、自定义的交换协议

进行系统间直接的信息交换与共享，信息的维护与后继接口开发工作量繁重。该阶段的特点

是系统间的信息共享呈网状结构，系统间数据模型缺乏统一，交换协议缺少标准，系统之间

的数据交换往往通过数据库间的直接操作完成，在信息简单整合的同时存在着信息安全方面

的漏洞； 

第三阶段是“信息标准整合”阶段，该阶段在调度二次系统安全防护方案实施后，系统

进行了分层分区，界定了安全等级，系统之间的直接交换将受到安全机制的约束。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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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的发展使得电网调度专业人员希望能够将各类数据有机的整合起来，实现深层次的关联

查询和分析。在此形势下，调度信息的整合将通过构建调度数据中心（或叫公共信息平台）

的方式统一系统间横向与纵向的信息交换，并将不同安全等级、不同模型的系统通过统一数

据交换平台在数据中心上实现模型统一、信息的共享与数据的增值应用。该阶段的特点是最

大程度保护了独立建设的系统，并通过统一标准，规范结构，将信息在数据中心实现统一共

享； 

第四阶段是“系统统一整合”阶段，该阶段通过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管理的进一步创

新，特别是厂站系统的整合，实现专业间的技术融通，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二次系统的整体

设计与整体构建，从而达到调度二次系统的最终集成统一。该阶段的特点是随着调度二次系

统专业间分工的模糊使得厂站与主站系统的数据模型达到跨专业的统一，并在统一的基础

上，形成一体化的整体主站和子站系统。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调度信息系统的整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现阶段，江苏

各级调度经历了“系统独立开发”与“信息简单整合”阶段之后，将进入“信息标准整合”

阶段，即通过统一标准，规范结构，利用数据中心的建设实现现阶段调度信息的整合。调度

数据中心是整个电网公司电力数据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多个调度生产数据库组成，通

过构造一种体系化的数据存贮环境，将分析决策所需的大量数据从传统的操作环境中分离出

来，使分散的、不一致的操作数据转换成集成的、统一的信息，在统一各个系统电网模型的

基础上，集成调度生产与管理各类相关信息，为调度生产与公司高层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2. 数据中心建设的总体要求与原则 

调度数据中心建设整体原则为“安全为本，统一模型，平台交换，协议规范”的方针，

其中“安全为本”体现的是调度数据中心的信息整合应在调度系统二次系统安全方案的框架

内开展，按应用系统的安全特性，分别置于实时控制区、非控制生产区、生产管理区等合适

的安全区域中，位于相同安全区的应用系统可以紧密连接或适当整合，不同区域的应用系统

之间不允许之间相连，必须采用适当的隔离措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系统信息的最

优限度集成；“统一模型”体现的是在安全区内的集成以统一模型为主线，其中 I区、II 区

以调度生产为主，在集成时应围绕统一电网结构模型展开（借鉴 CIM 标准），III 区、IV 区

以管理信息为主，在统一模型的选择上以调度管理与调度生产相结合的简化模型为主；“平

台交换”体现的是整合的系统在信息的纵向跨域交换与横向跨区交换中，应具备交换平台作

为接入与发送信息的网关，不得进行跨区或跨域的直接数据库操作；“协议规范”体现的是

I 区、II 区生产数据的纵向交换以专用协议为主，III 区、IV 区的信息纵向交换以开放协议

为主。信息的跨区横向交换以可理解文件为主。 

另一方面，调度数据中心的建设应符合国调信息整合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软件、硬件

资源，避免资源浪费；调度数据中心的整合不是简单的服务器物理整合，也不是数据库的整

合，而是数据意义乃至功能意义的整合。整合的工作应结合自身系统实际，并不等于集中，

将所有的数据和功能统统集中起来的观点不符合电力系统自然分布的特点，可以通过采用分

布式处理的思路、通过网络将原来完全独立的多个系统的功能模块有机的整合在一起，这是

现阶段最简单、代价最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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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中心建设的关键技术标准 

I、数据对象模型 

调度数据中心应在 III 区建立信息模型，在此中心的基础上统一 I 区与 II 区的生产历

史信息与生产信息 Web 发布。III 区数据中心数据对象模型的建立以 IEC 61970/61850 标准

为基础，以设备为中心，结合江苏调度管理模式进行适当的简化，形成面向对象、具有多级

层次结构数据模型。数据中心建立的数据模型应与调度管理信息系统（DMIS）相匹配，并进

行适当的扩充。III 区的信息整合应围绕数据中心与 DMIS 系统展开。在信息对象统一的基

础上，集成准实时、历史运行信息与管理信息，为调度生产管理与分析提供决策支持手段； 

II、数据存储模型 

调度数据中心是调度生产与管理信息的集散地，是对各个运行系统中的数据进行清洗与

校正后的结果信息，数据中心的数据应经过分级的权限控制，明确维护对象，保证信息的合

理正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生产管理报表。调度数据中心的存储模型应具备信息时效

管理，在统一时间维度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信息采集密度与应用要求，确定各种信息的存

储规则，按照数据粒度的大小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轻度汇总、中度汇总、高度汇总，汇总

程度越高，数据粒度越大，数据在线保留时间越长，所体现的业务事实越宏观。 

III、软件与应用的接口标准 

调度数据中心横向统一跨区接入标准，在各系统信息对象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信息的集成

与交换。信息对象统一的标准可以采用统一命名与编码相结合的方式，但在同一区域内的自

动化系统应具备同一标准。现阶段在缺乏全国统一编码的形式下，优先考虑统一命名的接入

规范。调度数据中心的信息接入采用文件传输，文件格式以可理解文件为主（如 XML、E 语

言文件等等）。调度数据中心的横向信息输出规范采用应用与文件相结合的方式，便于公司

企业门户网站（简称 Portal）与其他应用的集成。调度数据中心纵向跨域交换的规范以省

地一体化调度管理信息系统（DMIS）的交换平台为依托，采用 XML 文件方式进行信息的接

入与输出，对于数据计算量大的应用，采用分布式计算的服务集成模块实现信息的共享，服

务集成模块主要是针对非可信 Web Service 上的应用系统而言，在统一 DMIS 服务平台的层

次上提供进一步的应用服务整合和集成支持功能； 

IV、数据建立主题与展现的标准 

数据中心的体系结构应划分为数据层、对象层和应用层三层，信息的展示通过对象层的

抽象，以对象、时间和数据共同构成数据三维立方体结构，以 Web 方式进行呈现。数据以两

维方式存储，以多维形式展现。 

V、信息的安全标准 

数据中心部署在安全 III 区，与安全 IV 区之间以防火墙隔离。数据中心可与安全级别

较低的安全 IV 区的业务系统（如 MIS 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在权限允许的前提下，数据中

心与安全 IV 区之间的数据交换是双向的。数据中心与安全 I、II 区之间建立单向数据交换

接口，数据中心仅可从安全 I、II 区的业务系统（如 SCADA、EMS、AVC 等）中抽取数据，而

不能更新其数据；数据中心的安全权限与访问控制体系应结合省地一体化 DMIS 的权限控制，

统一考虑，统一设计，用户身份和资源目录授予不同用户访问不同资源的不同权限，确保不

同的人员仅能访问有权限访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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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应用 IT 技术的规范 

调度数据中心信息的发布采用 Web 方式，数据传输协议以 TCP/IP 为主。数据中心中的

调度信息一般以商用关系数据库的方式存放，应用系统也多以数据库应用为主。分布式计算

采用 Web Service 标准，以 Soap 协议为主。 

4. 结语 

近年来，企业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管理标准化阶段、资源数字化阶段，正在向综合信息化

阶段迈进。信息整合已成为当今信息化工作的重点。但同时也应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信息整合的工作将是一个长期而且艰巨的工作。我们在这项工作上应以信息技术应用

为导向，以信息资源整合为重点，坚持信息化建设的“四统一”原则，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深入开发利用调度信息资源，形成功能完善、高度集成的应用系统，为建设“一强三优”

的电网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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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Method In the JiangSu Grid Dispatching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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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t new demand 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etup of  Jiangsu grid dispatching data center, summar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rid dispatch automation system and research on the key technology of present 

information integration--data center 

KEY WORDS：data center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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