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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2151《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的第71部分。GB/T42151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3部分:通用要求;
———第4部分:系统和项目管理;
———第5部分:功能和装置模型的通信要求;
———第6部分:与智能电子设备相关的电力自动化系统通信配置描述语言;
———第7-1部分:基本通信结构 原理和模型;
———第7-2部分:基本信息和通信结构 抽象通信服务接口(ACSI);
———第7-7部分:用于工具的IEC61850相关数据模型机器可处理格式;
———第8-1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 映射到 MMS(ISO9506-1和ISO9506-2)和

ISO/IEC8802-3。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1850-7-1:2020《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 第7-1部分:基本通信结

构 原理和模型》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电力系统管理及其信息交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8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中国南方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天津津轨汇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网

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宏源电气有限责

任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长园深

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上海思源弘瑞自动化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劲松、李文琢、沈健、常乃超、李金、周斌、唐永建、杜奇伟、任雁铭、廖泽友、

彭志强、窦仁晖、任振兴、郑翔、姚楠、张海燕、陈建、朱晓磊、王永福、杨松、郑永康、王化鹏、韩锴、盛福、
刘永新、魏洁茹、王佩琪、黄新平、黎强、魏丽峰、葛立青、葛欢、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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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42151《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旨在为电力自动化系统中的所有装置提供互操作。拟

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概论。目的在于介绍本文件的概貌。
———第2部分:术语。目的在于列出本文件所使用术语和定义。
———第3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介绍通信网络的总体要求,重点是质量要求。
———第4部分:系统和项目管理。目的在于描述对系统和项目管理过程的要求以及对工程和试验

所需的专用支持工具的要求。
———第5部分:功能和装置模型的通信要求。目的在于规定电力自动化系统各功能的通信要求。
———第6部分:与智能电子设备相关的电力自动化系统通信配置描述语言。目的在于以某种兼容

的方式交换智能电子设备的能力描述,以及在不同厂家提供的工具之间交换电力自动化系统

描述。
———第7部分:电力自动化系统基本通信结构。目的在于通过定义分层的类模型和这些类所提供

的服务来实现装置之间的通信。
———第8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目的在于提供变电站站控层和间隔层内以及站控层和

间隔层之间的通信映射。
———第9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目的在于提供变电站间隔层和过程层内以及间隔层和

过程层之间的通信映射。
———第10部分:一致性测试。目的在于规定实现一致性测试的标准技术及提出性能参数时要使用

的特定测量技术。
本文件概述了电力自动化系统(如保护设备、断路器、变压器、变电站的主站等)之间通信和交互的

体系结构。
本文件是详述电力自动化分层通信体系架构规范集的一部分,选择此体系结构是为了提供类(表示

分层信息模型)和服务的抽象定义,从而使规范不依赖于特定协议栈、实现和操作系统。

IEC61850的目的是实现由不同供货商提供的智能电子设备(IED)之间的互操作性,更准确地

说,是由电力自动化各系统所完成功能之间的互操作性,这些功能常驻在由不同供货商提供的设备(物
理设备)中。可互操作的功能可以代表过程(例如断路器)或者变电站自动化功能(例如保护功能)的接

口。本文件以功能的简单例子描述用于IEC61850中的概念和方法。
本文件描述了IEC61850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最后定义了如何实现互操作性。

  注:互换性是指能够替换来自同一供应商或不同供应商的设备,使用相同的通信接口,至少提供相同的功能,而不

会对系统的其余部分产生影响的能力。如果功能的差别是可接受的,替换也要求在系统中作某些修改。互换

性隐含功能甚至设备的标准化,这两者都超出IEC61850的范围。互换性遵守IEC61850的互操作性的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自动化行业中从事通信标准化和系统标准化的所有相关人员,它提供关于

IEC61850-7-4、IEC61850-7-3、IEC61850-7-2、IEC61850-6以及IEC61850-8-1的穊述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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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

第7-1部分:基本通信结构 原理和模型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用于IEC61850-7-×中各个部分的建模方法、通信原理和信息模型。本文件是从概念

性的视角出发,帮助读者理解下述各项基本建模概念和描述方法:
———电力自动化系统的变电站特定信息模型;
———用于电力自动化的设备功能;
———为电力设备提供互操作性的通信系统。
本文件解释并提供有关IEC61850-7-4、IEC61850-7-3、IEC61850-7-2和IEC61850-5之间关系的

详细要求,并解释IEC61850-7-×系列的抽象服务和模型如何映射到IEC61850-8-1定义的具体的通信

协议。
本文件的概念和模型也可用于描述下述其他应用中的信息模型和功能:
———水电厂;
———变电站和变电站之间的信息交换;
———配电自动化的信息交换;
———变电站和控制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换;
———计量的信息交换;
———状态监视和诊断;
———与用于设备配置的工程化系统的信息交换。

  注1:本文件所举的例子和摘要是取材于IEC61850系列的其他部分。这些摘要用以解释概念和方法。本文件的

例子和摘要是资料性的。

  注2:本文件的例子使用在IEC61850-7-4、IEC61850-7-3中定义的类名(例如逻辑节点类XCBR)和在IEC61850-

7-2中定义的服务名。规范的名称仅在IEC61850-7-4、IEC61850-7-3和IEC61850-7-2中定义。

  注3:本文件不是综合性指导材料,建议首先阅读本文件,结合IEC61850-7-4、IEC61850-7-3、IEC61850-7-2进行

阅读,并建议也阅读IEC61850-1和IEC61850-5。

  注4:本文件不讨论具体实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ISO9506-1 工业自动化系统 制造报文规范 第1部分:服务定义 (Industrialautomationsys-
tems—ManufacturingMessageSpecification—Part1:Servicedefinition)

  注:GB/T16720.1—2005 工业自动化系统 制造报文规范 第1部分:服务定义(ISO9506-1:2003,IDT)

ISO9506-2 工业自动化系统 制造报文规范 第2部分:协议规范 (Industrialautomationsys-
tems—ManufacturingMessageSpecification—Part2:Protocolspecification)

  注:GB/T16720.2—2005 工业自动化系统 制造报文规范 第2部分:协议规范(ISO9506-2:2003,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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