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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i 

 

中文摘要 

 

随着智能电网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如何管理电力用户的用电信息成为了亟待

解决的问题。信息采集系统可以对用电信息进行实时的采集与监控，进而对信息

进行分析，总结客户用电规律以及整个电网的负荷状况，提高电网的灵活性和稳

定性。 

本文通过对现有的低压用户信息采集系统进行分析，对其原理以及功能进行

详尽的研究，总结出了现有的低压用户信息采集系统存在的问题，如电网用户覆

盖不全面、用电信息采集不够全面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对低压用户信息

采集系统进行相关理论研究，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思路。其次，确定本系统所

要使用的关键技术，对系统的设计进行规范，在保证系统的规范性条件下，确定

本系统的常规架构、功能模块、采集数据的方式、系统端口以及对应后台数据库

的设计。最后根据案例电网 A 公司的实际需求，进行系统各功能模块的建设。本

系统采用主流的 JAVA EE 框架进行开发，并使用 SSH 集成框架对系统的整体架构

进行设计。采用浏览器的多种脚本语言实现客户界面的展现，并使用 B/S 设计模

式作为系统的设计模式。采用 SQL Server2008 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存储。对系统

进行的功能测试，证明了该设计能够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满足电网公司对低压

用户信息采集工作的需要。 

进一步可从供电网的数据完善和异动管理问题、表计管理及抄表时间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智能电网；低压用户；信息采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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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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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grid, how to manage the power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 problem to be solved. Th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ystem can collect and monitor the information of electricity, and then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summarize the rule of the customer and the load of the whole 

network, improve the network's flexibility and stability.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existing low voltage use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detailed researching functions and principles,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low voltage use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ystem, such as the 

power grid user coverage is not comprehensive, the electricity use information of 

power grid user is not comprehensive, etc.. Firstly,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low voltage use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ystem is carried on ,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is determined. Secondly, the key technology of the 

system is determined, and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is standardized. The system's 

general structure, function module, data acquisition method, system port and the 

design of corresponding background database are designed. At las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mand of A compan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is carried out. The 

system is developed by using the mainstream JAVA EE framework , and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is designed by using the SSH framework. The customer 

interface is achieved by using multiple of scripting language. and the use of B/S 

design model as a system design model. Using Server2008 SQL database to store data. 

The function testing of the system proves that this design can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the system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wer Grid Corp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low voltage users. 

More in-depth work can be started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supply 

network data to improve and change management, problem management and meter 

read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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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 

 

随着国家对电力工业的不断重视，电力企业的体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同

时，用电客户也逐渐对用电量增大，这需要电力企业对内部结构以及信息管理技

术进行改变。电力系统的发展目标是对大量的用户信息进行负荷管理，通过系统

对客户用电信息的实时采集，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进而可以帮助电力企业更

好地掌握用户的用电情况以及对应的系统负荷情况，提高负荷预测准确性，促进

电力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协调发展。用电信息釆集系统对电能测量有重要意

义，电力企业可以通过用电信息釆集系统对不同的用户进行用电信息的采集、监

控以及分析，帮助电力企业准确并及时的用户使用电量的情况，同时可以帮助电

力企业完成经营管理以及对应的经营决策分析[1-3]。 

本系统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对现有系统的状况分析，并响应国家的智能电网

计划政策，对整个电网用户的所有用电信息进行数据“全采集”，并能够将整个

国家所有的用户进行“全覆盖”，另外一个目标主要是对这些用户进行“全控制”。

进一步提升智能电网的自动化、科学化水平。 

目前我国多个省市的电力企业已经逐渐开始使用用户电力信息采集系统，但

是这些系统只是针对负荷信息的管理或是对抄表系统进行管理，并且由于开发系

统的公司不同，其功能以及对应的规范也不尽相同，缺乏统一的标准。各个不同

的系统只是针对其特定的企业进行对应的功能开发，无法实现系统的通用性。这

些原因导致了目前的用户电力信息采集系统存在“乱、杂、小”的问题，并且这些

系统已经很难适应当今用户用电量大、用电监控的范围广的现状，难以满足电力

营销现代化技术水平提高和应用层次进一步发展的需求[4]。 

本文在上述背景下，结合电力营销现代化建设进程和电力企业自身的业务特

点，对低压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做出整体规划，并对低压用户数据采集系统提

出建设思路、整体构架和设计方案。本系统建设意义是通过对低压电力用户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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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费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实现用电信息的全采集、用电范围的全覆盖、同时可

以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电力营销的其他应用业务提供数据支持基础，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世界能源的消耗、用户用电量的增加以及用户对供电服务的要求的提

高，世界各国也都开始对低压用户信息采集系统进行设计。美国、英国、德国、

法国等发达国家在电力网络自动化表计系统设计研发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其

中一些已经建成并使用了这种系统。经过最近 10 年的研发与实践，许多国家已

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已有相应的系统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下面介绍

了国外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相关的研究成果。 

(1)欧盟国家理事会在 2012 年发布的绿皮书——《欧洲可持续的、竞争的和

安全的能源策略》中强调：欧洲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能源时代，智能电力系统的

管理可以有效的降低能源的消耗，并能够保证能源政策的可持续性、竞争性和安

全性，并确定了 2022 年及后续的电力系统的发展目标，实现电力系统的智能化

以及信息化。欧洲国家是当今技术的领跑者，也是世界智能电网发展的领头羊之

一，在二十世纪初法国开始了所谓的电力发展技术，并与其他国家一同合作，完

成可对应的智能电网的设施的设计，并将对应的系统进行了相应的研发与测试工

作。同时，德国也制定了对应的智能电网计划，并预计在 2020 年完成整个系统

的基础建设工作，提高电力系统的智能化[5]。 

(2)逐步拓展用电智能化服务。对于电力服务的智能化推进，法国从 2008 就

已经小有成就。它将用电使用的电表均更换为具有智能服务的智能电表。而美国

在 2009 年发布的“复苏计划尺度报告”[6]曾提及到在未来三年内将美国大部分的

电表均更换为智能电表，同时更新和改造美国的用电电路。英国自 2011 年起也

公布了智能电表安装和更换计划，并计划实现英国本土家庭智能电表全覆盖。 

(3)促进了用电系列的负荷相应控制实践。美国科罗拉多州建设了第一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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