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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某发电企业管理流程的基础上，找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针对经

营环节重点进行系统需求分析，设计发电企业生产设备缺陷管理系统，提升发电

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发电企业现代化管理。 

系统采用.NET 平台、SQL Server 数据库和 B/S 三层体系架构进行软件开发，

详细描述发电企业信息管理流程中的设备台账信息录入、生产运行信息记录筛

选、安全监察信息收集调用、大坝水文信息采集等功能设计，实现了生产设备管

理功能模块。 

本文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标和业务需求，描述系统设计思路、系统需求分

析、系统总体架构设计方案、系统设计的关键技术、系统功能设计方法和数据库

设计技术，并实现了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 

 

关键词：发电企业；设备缺陷管理系统；.NET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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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oundation to analyzing management process of a power enterprise, find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duction, directed by system for automated processing of link 

key needs analysis. Design of power company production equipment defect management 

system, the purpose is to upgrade the power enterprise management level, to realize the 

generation of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uses .NET platform, SQL Server database 

and three layer architecture of B/S.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s the function designing of 

device paramete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duction oper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afety supervision management,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human resourc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s the function modules of production equipment 

defect management. 

This dissertation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bjectives and business 

requirements, and describes system requirement analysis, overall system design scheme,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system design, the methods of system function design, and 

database design; and implements the main system functions. 

 

Keywords: Power Enterprise; Production Equipment Defect Management 

System; .NE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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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及企业概况 

发电企业是资产密集、设备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随着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

进程，发电企业从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已经向市场经营模式进行了转变。在保证安全，

稳定提供电能的同时，如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满足投资者和广大职工的利益要求，

是每个发电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某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电公司）负责某流域梯级电站的策划、筹

建、建设、经营、还贷和资产的保值增值等工作。目前已建成发电的水电站 3座。 

该水电公司按体制改革后新的管理模式正式运作，按照新的组织结构，除机关本

部的 5职能部室外，下设 9个二级分公司，其组织结构如图 1-1所示。 

 

 

图 1-1  水电公司组织体系结构图 

 

体制改革后，水电公司形成以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管理的运作模式。公司所属各

单位在地理分布上大体形成了七个物理地域。在日常生产管理活动中，各地理区域都

有几个相关分公司的分支机构工作。 

管理信息系统是现代管理必备的手段和工具，是发电企业减人增效提高劳动生产

率，提高机组安全经济运行水平，提升整体管理效率和水平，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实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 发电分公司 

2 发电分公司 

3 发电分公司 

发电运行公司 

检修安装公司 

检测实验与大

坝管理中心 

机关各部室 建设分公司 物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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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必然的选择。管理是信息系统的灵魂，是核心，信息系统是实现企业管理目标和发

展战略手段。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不是购买一套设备，购买一

套软件就能给企业带来效益，需要根据企业管理水平和需求的变化不断完善提高，才

能使其不断地发挥功效。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企业信息化建设，是企业实现信息管理的必要条件。发电企业为了保证其生产经

营的合理高效，安全生产的稳定可靠，不断提高其管理水平，采用科学高效的信息化

管理是势在必行的。目前，国内电力企业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大致包括计算机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计算机设备的普及、企业内部网 Intranet/企业外部网 Extranet

的建立与因特网的联接等)[1]；生产管理系统的信息化；企业内部管理业务的信息化

(管理信息系统 MIS、决策支持系统 DSS、企业资源计划管理 ERP、客户关系管理 CRM、

供应链管理 SCM、知识管理 KM等)[2]；企业信息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企业内外信息资

源的利用、企业信息化人才队伍培训、企业信息化标准、规范及规章制度的建立)[3]；

企业信息资源建设(包括信息技术资源的开发、信息内容资源的开发等)[4]。 

1.3 研究内容及目标 

发电分公司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 MIS 系统）项目应涵盖分公司生产（安全）、

管理、资本运作等所有环节，满足以下目标： 

    (1)发电分公司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要实用。首先从解决原有系统存在的问题入

手,满足分公司实际应用。 

    (2) 新系统能连接在线实时系统,加强新系统对于在线生产信息的处理功能,特

别是生产运行信息及在线设备状况信息的管理,以提高电分公司生产的安全、可靠性。 

    (3) 能完整、准确、及时、可靠地收集企业的各种数据。实现加工处理的自动化,

并能根据各部门的要求及时生成各种统计报表。 

    (4) 实现信息共享,加快信息传递。在建立专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共享数据库,

实现信息共享。 

     (5) 具有综合查询能力和辅助决策能力 

新系统应能全面地提供生产、经营、管理的信息并辅之以适当的数学模型,使新系统

具有综合查询功能和辅助决策功能。 

    (6) 具有所需要的安全可靠的功能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http://baike.baidu.com/view/31960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7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4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87.htm


第 1 章  绪论 

3 

    新系统应具有安全可靠的功能。其中包括系统本身具有安全可靠机制,数据具有

各种备份存储手段。 

    (7) 具有远程通讯能力 

    新系统应具有远程通讯能力,以便与上级领导单位及本分公司远程工作站进行信

息交换。 

    (9) 系统程序便于维护 

    新系统的软件系统维护方便,最大限度的使权限及配置工作流程等简易、流畅。 

   (10) 保密性好 

现在企业主页已登录 Internet，基于外联网络的使用，新系统保密性要好,具有易于

使用的多级安全保密系统,保持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 

（11）扩展性好 

通过系统提供的系统集成手段，实现单点登录、数据映射等功能，能简单、方便地集

成其他应用业务系统，确保公司信息系统的紧凑性。 

1.4  本文组织结构 

本文共分为六章。 

第 1章，对当前发电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研究的背景，阐明课题的研究意义与主要

研究内容。 

第 2章，分析发电企业对信息化管理的系统需求。 

第 3章，详细描述发电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法。 

第 4章，描述数据库设计，包括模式设计和数据表设计。 

第 5章，介绍系统开发环境，以缺陷管理功能模块为例描述系统功能实现。 

第 6章，总结和展望，对项目的主要工作和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并对发电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的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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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系统需求分析 

 

MIS系统总的设计原则是满足实用、技术先进、性能可靠、功能完善、总体规划、

分步实施。系统建设将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和数据资源，在充分分析公司业务流

程和管理需求的情况下，结合目前先进的企业资产管理思想，优化配置企业资产，理

顺工作流程，提高管理效率[5]。 

实用性：建立 MIS 是为了帮助企业实现网络化信息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系统必须符合实际管理的要求。系统要考虑将目前西电公司各主要业务涵盖进来，数

据库设计合理，界面友好，操作简便，满足公司以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为核心的业务

要求。 

技术先进性：选用 B/S 和 C/S 结构，采用 IP 协议，以现在较新的技术构建应

用系统。 

可靠性：所建系统应能可靠稳定运行，不因软件缺陷而导致系统瘫痪。 

功能完善：系统功能完善，具有强大的数据统计分析功能。 

可扩充性：应用系统应采用先进的组织模式，应考虑在应用发生一定变化的情况

下的软件适应性。 

2.1  企业组织结构与人员配备 

2.1.1 企业内部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 

发电分公司从组织机构上分三个层次:决策层(分公司领导)、管理层（部室）、执

行层（专业公司）。 

1．决策层 

分公司级领导是发电分公司的决策、指挥者，负责制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方针、目

标、长远规划，对电力部和省(局)下达的指令性生产计划进行宏观控制，对企业的重

大投资、大型工程项目的选项进行决策。决策者在日常工作中，除了要了解国家、省

(局)颁发的方针、政策外，还需要了解企业本身的生产、运行等重要信息，并通过这

些信息进行决策和指挥。这些信息是对原始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分析之后而产生的。 

2．管理层 

管理层是发电分公司的管理核心，为实现企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进行管理控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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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管理层制定企业管理所必须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文件，把总任务分解成具体的实施

计划，确保计划的执行。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原始信息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

以指导自己的工作，并为分公司领导决策提供各种信息。 

3．执行层 

执行各项生产计划和指令，对发电设备进行操作、监控和保护，进行设备的检修、

消缺、试验和投运，及时提供检修和消缺所需的备品配件、材料和工具，保证一次性

能源的供应。执行层是信息的主要发源地，采集和生成大量的事务类信息，如运行日

志信息、缺陷类信息，这些信息供管理层和决策层使用。 

2.1.2企业外部上下级关系的组织机构 

发电分公司在业务上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有： 

1. 发电分公司由水电公司直接领导。 

2. 发电分公司同时还接受电力调度中心的对口指导。 

2.2 现有信息分析 

2.2.1 原有 MIS 系统情况分析 

1. 发电分公司 MIS 系统初建于 2000年底，于 2003年竣工验收。通过这几年的运

行，MIS信息有一定的积累，由于当时 MIS设计时考虑的不周全，原 MIS系统臃肿、

结构松散，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作用。 

2. 信息点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经营管理部、综合办公室、财务部、安生部、

专业公司维护部；信息分布时间主要集中在日、月、和不定期。 

3. 目前，生产信息主要来自水情测报系统和水工观测系统及生产监控系统及各种

即时生产数据。 

4. 信息出入路径不统一，有时会发生同一数据在不同部门不一致现象。 

2.2.2 企业总体对外的信息交换 

发电企业对外交换信息的部门主要是上级公司和各电网调度中心等有关单位。现

有信息主要流向如图 2-1 所示。 

2.2.3 用户对原有系统的意见 

发电分公司原 MIS 各子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功能分散,各部门之间不能进

行快速有效的通讯和信息交换。生产指挥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也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

实时监控信息和机组运行参数。因此，用户对现有管理信息系统有以下意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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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信息主要流向 

 

1．对在线生产实时监控信息利用不够 

    由于发电分公司监控实时显示系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急需扩大信息来源和应用

面。 

2. 信息收集、传递和处理速度慢、效率低 

    信息收集、传递和处理大多由人工完成,工作量大,费时费力,造成信息流远远地

落后于生产经营现状,以至于不能充分发挥信息的应有作用。 

3. 数出多口多样 

    目前信息存储主要以文件、报表等形式存放。各部门在编制时由于统计口径不同，

容易造成数据不一致。对于同一个数据，有时不同部门报出的不一致。 

4. 信息利用率低 

    综合查询子系统满足不了对有关信息的频繁利用。 

5. 职能处室大量精力消耗于事务性工作 

    专责人员在数据收集、整理、分类、统计制表等繁杂事务中,消耗的时间和精力

过多,无暇从事创造性劳动和进行分析工作,难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6. 通讯方式落后,信息交换不够 

各种信息均按部门管理,由于信息分散,不利于直接为高层决策服务。 

2.3 系统建设技术原则 

结合发电分公司实际，充分利用已有系统资源，建立高性能、低成本的系统；根

据企业发展情况，逐步地、灵活地实现整个系统的构建；在开发技术方面遵循以下原

则[8]： 

先进性原则：选用当今主流的技术平台、先进的开发管理技术，吸收国际厂商的

其他业务单位 

上级公司 发电企业 各电力调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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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经验，考虑中国特殊的国情，让系统在未来五年内保持同行业领先水平。 

健壮性原则：系统必须是可靠的，一般的人为和外部的异常事件不会引起系统的

崩溃；同时系统有较高的可用性，当系统出现问题后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而且系

统的数据是完整的，不会引起数据的不一致。 

可扩展性／可伸缩性原则：采用组件化或中间件设计原则，用户可以选择需要的

组件构成不同规模的应用系统：新功能、新业务的增加能够在不影响系统运行的情况

下实现；当系统的负荷增加时，可以无缝地增加系统的处理能力，使其适应不同的处

理负荷。 

开放性原则：系统支持各个层次的多种协议，支持与其它系统的互通、互联，应

用系统采用标准的数据交换方式，保证数据共享；系统可支撑主流的系统平台，移植

到不同平台不需要重新编写程序；计算机管理系统的软件、硬件均应符合相关的业界

标准，不同厂商开发的系统应保持统一的业务功能、统一衡量标准。 

安全性原则：系统数据不易被非法入侵者破坏和盗用，防治病毒的侵扰、黑客的

袭击，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内部使用时要体现责权的分配，合理地划分信息的责任区

和制定完备的个人密码制度。数据的安全性还包括当数据遭到破坏以后，可以在一定

的时间内进行恢复，保证数据不会丢失，系统要提供完备的数据备份策略。 

实用性原则：易操作、易管理，有良好的用户操作界面、完备的帮助信息。所有系统

参数的维护与管理通过操作界面实现。 

准确性原则：提供多种数据核查手段，保证系统数据的准确性。 

2.4 系统功能需求 

2.4.1 系统功能描述 

采用先进的系统支撑平台，基于 WEB技术或其他相关技术，全面支持 Java技术，

支持 C/S和 B/S两种应用模式，实现用户端零安装、零维护。 

开放的体系结构，具有良好的扩展功能，易升级、易集成。分布式组件技术，

标准化接口设计，可自由增加或配置新模块。为满足定制需要，系统提供丰富的应用

样例（如典型流程、通用表单、具特定功能的函数包及增强工具），便于随时调用。

全面支持二次开发，提供二次定制及开发所需的完整应用工具，包括二次开发手册文

档及相关技术资料和案例介绍等。 

系统以组织机构为基础，实现工作和权限的分配。“部门-岗位-人员”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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