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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背景  

随着 21 世纪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非常重视运用网络

环境以及数字化技术进行信息交流和信息管理;智能化管理模式已经

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成功企业借助各种数字技术，帮

助企业改善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在社



 

 

会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同时也是非常典型的资产密集

型行业，通常一个省公司的资产总量就有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元，并且

其中 99% 属于生产经营性资产。电力同样也是非常典型的流程型行

业，其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围绕其资产的正常运作而展开。因此，

企业资产管理之于电力行业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其他离散型生产企

业。例如，资产管理在电力行业的 ERP 中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对于离散制造行业而言，则未必如此。  

在能源价格不断高起，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电力企业面临

的经济效益压力日益增加。如何更加有效地降低成本，从企业部挖掘

市场竞争力，提高资产的投入产出率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电力

行业的资产管理早已不再仅仅停留在对资产存量的跟踪管理层面，而

是全面面向从构建到日常维修维护，直至报废的整个资产生命过程。

资产运行正常对于电力行业而言实可谓命脉之所系，而如何在确保资

产运行状态的前提下，降低资产的维修维护成本，是电力企业挖掘部

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所不容回避的问题。  

进入 21 世纪，信息系统对于企业管理的作用已毋庸置疑。经过几

十年企业信息化的实践，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说明，企业的信息化不

仅仅包括软件、计算机和网络，缺乏高质量的现场数据，功能再强大

完美的信息系统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陷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的尴尬境地。因此，数据采集技术在企业信息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

得到认同和重视，对于企业资产管理系统而言也是一样。 



 

 

第二章 RFID 技术介绍  

2.1  RFID 概述  

RFID 技术作为智能卡应用技术的延伸，在企业智能化管理模式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电子标签 (Tag) 又称作射频感应器，一般带有

天线，存储器与控制系统的低电集成电路，它可以存储需要识别传输

的信息，是标识人员和物品，以方便辨识、跟踪和记录的工具。RFID

射频识别技术能在外力的作用下，将存储的信息发射出去。电子标签

具备智能卡的信息存储量大、易识别、信息无法仿冒等特征;还具有

非接触式读写、数据读写速度快、提供多重加密方式使信息存储更安

全等特点;并且信息的存放格式相对 IC 卡和磁条卡也更为简单。电子

标签良好的物理特性也为在各种任意形状的商品中使用成为可能。由

于电子标签具有上述优点，因此，作为一种信息存放载体可以起到标

识识别、商品防伪、物品管理等作用。  

2.2  RFID 工作原理  

RFID 技术的工作原理是：解读器通过接收标签发出的无线电波接

收读取数据。射频系统有主动系统和被动系统。最常见的是被动射频

系统，解读器将加密数据载波信号经发射天线向外发送，在其周围形

成电磁场 ;电子标签进入发射天线工作区域后从电磁场中获得能量激

活标签中的微芯片电路，芯片将电磁波进行转换，然后发送给解读器，

解读器把它转换成相关数据。控制计算器就可以处理这些数据从而进



 

 

行管理控制。而在主动射频系统中，装有电池的电子标签只能在有效

围活动。  

 

2.3  RFID 的工作频率及应用围  

射频识别系统的工作频率主要有 125KHz 、13.56MHz 、433MHz 、

860 ～ 960MHz 、2.45GHz 等，允许的最大发射功率电平和频率分配

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 125KHz 系统主要应用在动物

识别和商品流通等领域 .13.56MHz 系统一般应用在公共交通和门禁

系统等领域,其识别距离较近,一般为几厘米到几十厘米，采用特殊制

作的天线最大识别距离为 1.5 米左右。在 UHF 频段，系统的识别距

离远，可从几米到几十米。 433MHz 频段主要用在集装箱跟踪管



 

 

理;860～ 960MHz 频段主要应用在物流供应链、仓储管理、资产安全

管理等业务中。2.45GHz 系统被动式系统(无源标签)一般可提供几米

左右的识别距离，主动式系统(有源标签)也可以达到几十米的识别距

离。  

2.4 RFID 技术特点及优势： 

1) 读取方便快捷  

2) 识别速度快  

3) 数据容量大  

4) 使用寿命长，应用围广  

5) 标签数据可动态更改  

6) 更好的安全性  

7) 动态实时通信  

第三章 体系结构 

系统采用 J2EE 架构，支持 Windows 、Unix 、Linux 等多种操作

系统，支持 Oracle 、Sybase 、DB2、SQL SERVER 等数据库，支持

BEA 的 WebLogic 和 IBM 的 WebSphere 等中间件。  

  OPEN-PEAM 是一个适合大型企业集团和小型供电公司应用的企业

级应用系统，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其服务器及网络架构可以根据企业

规模等情况配置。下图是数据集中管理的企业集团应用典型架构。 



 

 

 

第四章 主要功能 

OPEN-PEAM 资产（设备）管理系统是面向电力企业资产（设备）

管理的专业应用系统，包括资产（设备）管理、检测管理、工单（作

业卡）、项目管理、计划管理、管理分析、移动作业、地理信息、两

票管理、停电管理等多方面、多层次的业务和信息，并与远光采购、

库存、财务结合，是一个贯穿设备生命周期的综合管理系统。    

功能结构如下：   



 

 

  

4.1 资产（设备）管理  

  资产（设备）管理分别从位置、设备、系统、网络逻辑等不同角度，

将设备及备件组成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并与设备的采购、技术规、维

护、检测（巡视和试验等）等资料相关联，跟踪设备在整个生命周期

中的缺陷、维修以及变更等详细情况和价值变化，实现设备的动态管

理。  

  资产（设备）管理辅助建立设备评级模型，根据设备健康状况对设

备进行辅助评级。支持进行评级升降的管理，制订设备升级措施，并

进行跟踪考核。能够对不同的设备、制造商、部门等设备进行评级分

析，为设备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资产（设备）管理支持建立设备的保修记录，可以查询保修期厂家

的服务、设备发生的缺陷和发生的维修工作及成本。能够辅助创建保

修索赔报告，并跟踪处理。  



 

资产（设备）管理可以通过地理图搜索线路、电站等资产的数量、

价值、成本等分类统计信息。支持按设备类别、制造商、部门、设备

状态等统计设备的数量、原值、计划与实际维修成本等。    

检测管理  

检测管理是对设备状况通过人工或仪器检查，并对检查结果分析，以

发现设备缺陷或掌握故障倾向，并采取维护措施的综合应用模块。检

测管理支持人工巡视检查、仪器试验、在线监测等方式的作业管理和

数据管理。  

  系统建立检测标准体系及知识库，容包括巡视和试验的项目、方法、

标准、条件、安全措施、路线等。检测工单设计时可以从检测标准知

识库快速生成检测（巡视/试验）工作容。  

  检测管理能够根据设备位置或连接关系等辅助设计巡视路线，并通

过数据和图形（地理图或一次图等）显示；检测工作完毕，系统自动

检查检测（巡视或试验）结果，可以快速产生后续工作报告或缺陷单，

自动或人工决定进入缺陷或工单流程；   

  检测管理支持对检测结果技术分析，并以图形和文字显示，以便掌

握故障倾向和设备健康状况。 检测管理可以对检测计划的完成情况

统计分析，并用图形或数据形式显示。    

4.3 缺陷管理  

  缺陷管理对缺陷的发现到消缺和验收等全过程管理，具有缺陷知识



 

的建立和完善、消缺计划跟踪、缺陷分析等功能。  

  支持按设备类别或部门设置不同的缺陷流程，支持用移动 PDA 采集

数据，管理文字和图片资料等。    

缺陷管理可以对消缺计划进行动态跟踪管理，能够查看具体缺陷

所处的状态并安排或调整消缺任务。    

对消缺工作延期或重要缺陷提醒或告警，以督促相关责任人尽快

采取措施。    

缺陷管理支持根据缺陷单产生工单和工作票，缺陷单、工作票及

工单配合使用。  

  缺陷管理支持根据不同部门、设备厂家、缺陷现象、原因等统计缺

陷发生次数、发生率以及消缺完成情况及消缺成本。  

  缺陷管理支持保修期的缺陷管理，对发生的成本进行分析，以便建

立保修索赔报告。    

工单（作业卡）  

  工单（也称作业卡）是维护管理工作的核心，工单记录了作业任务

以及执行任务的时间、人员，记录了作业容、步骤、方法、标准、条

件、安全措施，以及作业需要的材料、人工及工器具消耗。  

  系统将传统的经验转化为数据并应用在工单上，通过工单规作业行

为，提高作业质量和安全水平。    

工单包括工单计划、批准、执行、评估等环节，并可以根据需要

定义工单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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