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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系统在配网中的应用 

广东电网汕头供电局  黄淮扬  阅读次数：0 

摘要：为全面、直观掌握配网信息，更好地进行设备管理、负荷管理、规划设计等工作，汕头供电局在2001年引入

地理信息系统（GIS）。该文简单介绍了配网GIS目前在汕头配网运行管理中的应用，从运行管理和优质服务的角度探讨

该系统在配网管理上的发展方向，并结合前期构建、使用配网GIS的经验与体会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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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汕头配网GIS系统的建设情况 

汕头供电局所辖区域总面积360km2，总人口约140万，目前配网的10kV线路已达160km，配电房1685座，配变5147

台，总容量2504045kVA。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电力系统的不断更新扩张，汕头供电局根据业务发展引入了配网GIS系统，使

配网的运行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 

汕头供电局目前的配网GIS是在原东方电子DF9100配网自动化系统（2001年龙湖片区）平台基础上，在2003年进行升

级，2004年8月5日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至今已完成所有资料和数据的录入。配网GIS主要实现了

GIS基本功能、查询统计功能、拓扑应用功能、图纸管理功能、GPS标注点维护功能、WebGIS地图服务功能、与其他系统

数据接口功能等。 

图1 系统结构功能图 

2 汕头配网GIS在生产和管理上的应用 

配网GIS系统的实施增强了配网信息管理的可视化程度，使电气接线图、走向图与地理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为不同部

门之间的管理、信息交换提供了统一的数据标准与规范，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效率，并从一定程度上使配网管理手段

摆脱了传统的模式，为配网自动化和配网生产管理建立了一个信息平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线路、设备资料的更新和查询。过去一旦线路或设备发生变动，技术人员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维护多套图纸和

台账，要查阅某条线路的相关参数时，过去也需翻阅多本图册和台账才能完成。由于配网GIS系统有显示线路走向图、电

气主接线图和线路台账等功能，现在只需要及时维护更新配网GIS系统就能实现对配网设备的动态管理。可作为决策的主

要依据并与其他部门实现数据共享。 

设备分类统计。该统计功能的实现，将以往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来完成的现场设备统计工作缩短为几分钟甚至更短，



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通过配网GIS系统与营销系统之间的接口，可以很方便的解决优质服务的工作。如在急修服务中通过用户告知的户名

或地址急修人员可以方便快捷的查询到该用户所属公变、10kV线路和变电站，极大的提高了急修工作效率；在制定停电

计划时能根据电网模型得出由于计划停电影响的电网状态及影响范围，从而进行最佳停电决策和负荷转移决策，对制定

计划、执行计划和恢复供电的流程管理提供依据。 

配网规划设计。在配网GIS地理信息系统中，可直观显示反映不同信息，如不同地理环境、线路范围、重要用户供电

以及对配网的专题分析图等，以上数据可以重叠或分层显示、分析，还可按查询要求，自动统计并列出各线路供电半径

和各线路的负荷情况，显示线路所属设备的型号、投产日期，甚至是运行健康状况，从而找出配网的薄弱环节进行分

析，为配网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在GIS系统上，可以以运行中的电网结构为平台，进行配网工程设计。同时，GIS系统

还建立了工程的基本设计图库、基础设计材料库等，以确定工程量和所需材料，帮助设计人员快捷的作出工程概算。 

其他功能。系统还具有GPS模块功能、网络管理功能、多媒体功能、拓扑功能等，为用户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如配网

GIS系统与配变综合测试仪的结合使管理者能实时的掌握各个配变的电流、电压、功率等运行参数，为各种配网分析提供

了大量可靠的基础数据。 

3 配网GIS的建设展望与体会 

随着电力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力公司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都要随着整合和变动以适应市场的要求，配网GIS系

统作为为电力生产运行服务的系统，其建设当然也是一个不断扩展、完善的过程。因此建议配网GIS平台的建设要考虑全

面，具备可扩展性和兼容性，能满足与不同系统的集成和功能扩展的需要，最好是采取分步实施、集中精力突出重点的

方式，首先实施重要的应用和功能，然后根据需求再逐一实现不同的应用和功能模块，这样完成的配网GIS系统才会更适

合实际的工作需要。配电GIS系统发展的目标就是实现使用计算机在电子地图上完成设备管理、配网实时调度和客户工作

等运行管理工作。 

系统应实现与CAD成图系统的集成。目前，AUTOCAD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的计算机辅助制图和设计，企业的图形数据

大部分为CAD数据集。因此，应要求GIS能与CAD实现无缝集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用户的培训时间，使用户能迅速掌握

GIS系统的制图功能，通过使用AUTOCAD录入GIS的基本图形资料，另一方面从GIS也能够直接读取CAD的图形，进一步提高

工作效率。 

系统应实现图纸的内部闭环流转，保证图实相符。我们在应用配电GIS的过程发现，由于配电网的发展和变化很快，

要保证配电GIS系统资料准确性、时效性和实用性非常困难。如果按现有模式进行维护的话，即是由设计部门进行设计，

竣工投产后、相关人员再根据竣工图纸进行维护，这样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不能保证维护结果的准确性，因此

可通过直接维护GIS系统并经系统的自动转换，将GIS图形转换成CAD的DXF格式，使得基于GIS的线路图通过计算机网络在

生产过程中流转，实际应用于设计、施工、运行、调度等生产环节，设备的改动必然会导致设计、校对、审核、审批等

几项工作的有序开展，由相关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一个变动都在流程结束后由流程直接反映在GIS

中，而无需资料管理员直接维护。 

电力GIS系统应能保证信息的互动性。信息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要形成信息流，使GIS系统不是整个信息化管理中的一个信息孤岛，而是整个信息化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

信息交换中心。首先，系统应与配网自动化系统（配电综合测试系统、SCADA系统等）联网运行，能在GIS系统的开关

站、配电房结线图形上实时显示设备的电流、电压等信息，实现实时监控功能、遥信功能和遥控功能。其次，系统应能

与信息管理系统（MIS）、检修文档规范化系统集成，能在GIS上实现设备的运行维护功能、缺陷、检修停电申请、两票

管理等功能。再次，GIS系统也应能向用电营销系统提供用户供电信息，包括所属供电配变、所属供电线路、所属变电站

等信息，保证用电营销系统能够动态更新因为运行方式切改而导致的用户信息变更，也便于业扩工程的开展。最后，系

统应能与客户服务中心系统集成，系统接受用户停电投诉后能自动推出相应的地理信息图，在图上将该停电区域以指定

的颜色表示出来，并提供抢修车辆最优化路径分析。 

4 结束语 

随着电力需求迅速增长，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配网设备、时刻变化的负荷信息、不断变迁的城市道路和建筑，融地



理图形信息辅助下的智能化图形管理，及与配网图形信息耦合的设备管理为一体的配网GIS系统，必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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