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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为了规范广域测量系统的设计，满足安全可靠、先进适用、

经济合理的要求，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系统广域测量系统规划、可行性研究、

工程设计；发电厂、变电站、换流站工程有关广域测量系统部分的

设计。

1. 0. 3 广域测量系统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及缩略语

2.1 术语

2. 1. 1 相量数据集中器 phasor data concentrator 

用于厂站端数据接收和转发的通信装置。

2. 1. 2 广域测量系统 wide area measurement system 

基于同步相量测量以及现代通信技术、对地域广阔的电力系

统动态过程进行监测和分析的系统。

2.2 缩略语

AVR 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 自动电压调节器

DCS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分布控制系统

GOOSE Generic Object Oriented Substation Events 通用

面向对象的变电站事件

IRIG-B Inter-Range Instrumentation Group-B 美国靶场

仪器组 B 型码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平均故障问隔时间

PSS Power System Stabilizer 电力系统稳定器

SV Sampled Value 采样值

V /Hz Voltage/Hertz 电压频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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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要求

3. 0. 1 广域测量系统通过同步相量测量以及现代通信技术对电

力系统动态过程进行监测和分析，应满足各级调度监测电力系统

动态过程的要求。

3.0.2 广域测量系统由调度端主站系统、厂站端子站以及两者间

的信息传输通道构成。

3.0.3 广域测量系统宜作为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一部分，在统

一基础平台上建设，系统架构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力系统调度

自动化设计规程》DL/T 500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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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度端部分

4.1 系统功能

4. 1. 1 广域测量系统应实现下列基本功能：

1 采集厂站端子站上传的实时信息，包括带有时标的相量、

模拟量、开关量、频率量和事件标识；

2 满足与调度端其他应用系统及上下级调度端广域测量系

统间进行数据交换，与厂站端子站双套相量数据集中器同时通信

的要求；

3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时标对齐、合理性检查及处理、异常和

缺漏处理；

4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运算及处理；

5 对历史数据实现存储压缩、统计、查询和导出功能；

6 在主站系统自检异常，数据通信异常，相量、模拟量数据异

常，开关量变位，检测到电网扰动、故障及数据越限时告警；

7 对采集的数据和通信通道状态进行图形化展示，并为运行

人员提供图形化操作控制界面，实现参数配置、定值整定、权限设

置功能；

8 具有电子报表的生成、查询、修改、存储功能，并具有报表、

异常记录、操作记录的打印功能；

9 监视和解析通信原始报文，监视数据帧传输速率和通信通

道状态，统计通道报文丢失率、通道可用率和中断次数，对通信原

因引起的缺漏数据进行检测、统计、重传；

10 广站子站离线文件定期自动召唤及配置文件对比功能。

4. 1. 2 广域测量系统应实现下列应用功能：

1 电力系统动态监视功能包括监视电网及发电机三相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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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要求

4.2.1 广域测量系统应满足下列总体要求：

1 广域测量系统宜作为基于调度自动化系统统一基础平台

的应用模块进行建设，基础平台应为应用提供统一的模型、图形、

数据、总线、人机界面、系统管理服务，应为各类应用的开发、运行

和管理提供通用的技术支撑；

2 广域测量系统与调度自动化系统基础平台交互的要求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DL/T

5003 的规定；上下级调度的广域测量系统之间以及广域测量系统

与其他系统之间的交互应通过基础平台提供的服务完成。

4.2.2 系统整体性能指标包括系统设计使用年限、系统服务器和

网络设备 MTBF 以及负载率、系统时间与标准时间的误差性能指

标。广域测量系统作为调度自动化系统的一个应用，其系统性能

指标应满足现行电力行业标准《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规程》

DL/T 5003 的规定。

4.2.3 广域测量系统应满足下列应用性能指标：

1 主站系统以时间序列数据库存储动态数据，数据保存时间

应不少于 30d;

2 低频振荡、电网扰动以及一次调频分析数据和结果保存时

间应不小于 la;

3 子站数据采集传输到主站并显示的时间应不大于 3s;

4 当振荡频率在 0. lHz~ 0. 2HzC含 0. 2Hz）区间时，报警时

间应不大于 50s ；当振荡频率在 0. 2Hz~ 2. 5Hz 区间时，报警时间

应不大于 30s;

5 电网扰动识别报警时间应不大于 5s;

6 调用 90%画面时间应不大于 2s;

7 电网扰动识别成功率不低于 95%;

8 当振荡频率在 0. lHz~ 0. 2HzC含 0. 2Hz）区间时，计算误

• 6 • 



差应不大于 O.OlHz；当振荡频率在 0. 2Hz~ 2. 5Hz 区间时，计算

误差应不大于 0. 05Hz 。

4.3 硬件设备配置

4. 3. 1 广域测量系统硬件设备应与调度自动化系统一体化建设。

4.3.2 广域测量系统硬件设备应冗余化配置，应采用双重化网络

结构，服务器应采用双机或多机集群方式热备用。冗余硬件设备

宜安装于不同机柜中。

4.3.3 计算机设备和网络设备的数据处理和计算能力应与广域

测量系统的功能以及调控中心管辖范围的电网规模相适应。

4.3.4 选用的硬件设备应能满足整个系统的功能要求和性能指

标要求，选择通用的、可靠的、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性能优良、兼容

性较高的硬件设备。

4.3.5 广域测量系统硬件设备主要划分为下列类型：

1 计算机设备包括服务器、工作站；

2 存储设备包括磁盘阵列；

3 网络设备包括交换机；

4 前置通信设备包括接入 El 通道的专线路由器。

4.3.6 应根据广域测量系统的功能要求，并考虑系统使用年限内

的电网发展，按下列条件确定广域测量系统的硬件配置规模：

1 接入子站数量；

2 数据采集的容量；

3 与上下级调度端广域测量系统之间数据交换的类型与数量；

4 通道数量及传送速率；

5 计算机中央处理单元负荷率的估算条件和具体要求。

4.3.7 计算机设备、存储设备、网络设备、前置通信设备、安全防

护设备宜配置两个及以上电源模块，任意一个电源模块故障时设

备功能应不受影响。

4.3.8 计算机设备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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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厂站端部分

5.1 子站布点原则

5. 1. 1 330kV 及以上厂站、 220kV 枢纽变电站、大电源、电网薄

弱点、新能源接入汇集站均应配置子站。

5. 1. 2 通过 35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线路并网且装机容量 40MW

及以上的风电场、光伏电站应配置子站。

5. 1. 3 安全稳定问题突出的其他发电厂和变电站应配置子站。

5.2 子站功能要求

5. 2. 1 子站应能测量安装点的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模拟量，4mA～

20mA 直流量和开关量信号。

5. 2. 2 子站应能计算三相基波电压相量、三相基波电流相量、正

序基波电压相量、正序基波电流相量、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及

变化率。

5.2.3 应用于发电厂时，子站应具有下列功能：

1 通过键相脉冲信号直接测量发电机内电势；

2 通过电气参数和电压电流相量计算发电机内电势；

3 测量发电机励磁系统、调速控制系统信号。

5.2.4 子站应具有下列通信功能：

1 将第 5. 2. 1 条和第 5. 2. 2 条中的同步测量数据按时间顺

序逐帧、均匀、实时传送到主站；

2 向主站传送动态数据和暂态数据记录文件；

3 同时与多个主站以不同传送速率通信；

4 向厂站自动化系统传送状态及数据信息，传输协议应符合现

行电力行业标准《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DL/T 860 的系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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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于智能变电站时，应能通过网络方式接收来自合并单

元的 sv 报文和智能终端的 GOOSE 报文，传输协议应符合现行

电力行业标准《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DL/T 860 的系列规定。

5.2.5 子站应能连续记录三相电压、电流基波相量，正序电压、电

流基波相量，频率、频率变化及开关量信号。使用于发电厂时，还

应能连续记录发电机内电动势、功角、励磁系统、调速控制系统部

分信号。监测到系统发生扰动时，应能结合时标建立事件标识，并

向主站发送告警信息。记录的动态数据宜采用自动循环覆盖的方

式存储。

5.2.6 子站应具备低频振荡监测功能，当监测到系统发生低频振

荡时，应能结合时标建立事件标识，并向主站发送告警信息。

5.2.7 光伏电站、风电场、汇集站、直流换流站、串补站及近区厂

站的子站宜具备次／超同步振荡监测功能，根据需要可具备宽频监

测功能。

5.2.8 当系统发生频率及变化率越限，正序电流、负序电压、负序

电流、零序电压、零序电流、相电流幅值越上限，正序电压、相电压

幅值越上限或下限，功率振荡，发电机功角越限，次／超同步振荡事

件时，子站应能启动暂态录波，并建立事件标识。

5.2.9 子站应能记录采集通道的瞬时值，记录格式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电力系统暂态数据交换通用格式》GB/T 22386 的要求。

5. 2. 10 子站宜采用经光纤传输接收厂站集中同步时钟授时方

式，对时信号类型宜采用 IRIG-B 码。应具备守时功能 0

5. 2. 11 子站自检异常时，应能发出异常告警信号，并能以硬接点

方式上送厂站自动化监控系统。

5.3 技术要求

5.3.1 动态实时数据传送应具有 25 帧Is 、 50 帧Is 、 100 帧Is 的可

选速率。

5.3.2 动态数据时标与数据输出时刻的时间差要求：传送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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