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流（变电）站智能物联网关通用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主要工作过程

《换流（变电）站智能物联网关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已于2022年6月经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正式批准立项（项目编号：CESBZ2022048），项目预计开发周期为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由中国

电工技术学会提出制定该项团体标准并归口，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牵头组织、分阶段开展技

术标准研制工作。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项目成立后，超高压输电公司立即组织内部电力通信专业人员对新一代智能物联网关技术调

研，梳理不断涌现的新一代数字变电物联网关产品技术参数及功能应用效果。2023年2月向行业内

相关企业及单位发起组织，召集成立起草工作组，召开启动会议汇报《换流（变电）站智能物联

网关通用技术规范》编制的基本情况和要求，确定并宣读参编单位及专家成员。2023年3月开展标

准编制大纲及主要参编内容的编写工作，确定大纲内容，制定了编制工作方案，形成了双周会工作

机制。各单位按照工作方案开展具体编制工作，截至8月经过多次通过线上、线下集中修编，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

（待开展）

审查阶段：

（待开展）

报批阶段：

2、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昆明局、超高压输电公司贵

阳局、超高压输电公司广州局、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超高压输电公司大理局、南方电网科学技

术研究院、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国家电网黑龙江省电力有

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暨南大学共

同负责起草。

主要起草人：陆国生、罗嘉林、陈波、方明、卞宝银、索思亮、吕善翔、马正霖、蒋建新、

汤方剑、刘腾键、黄开天、乔柱桥、杨洋、田霖、朱一峰、李任新、张承亮、刘乘昱、王宁、曾乔

迪、陈煜敏、张鹏程、王磊、胡跃申、符贵谦、郑绿军、陈强、崔堂山。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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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

写原则制定，定位为团体标准，是对国家、行业标准的补充，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规章、政策及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2、标准主要内容

随着电网飞速发展，传统物理电网进行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化建设，各类智能装备在电网

换流（变电）站中得到大量应用，但这些智能装备厂家各异、标准技术路线不同、缺乏统一规划，

导致各智能装备智能系统功能独立，无法协同应用，大量的运行数据分布存储在各自系统中，无法

得到有效应用并发挥其效应，因此有必要建立适用电力系统的统一物联网平台及其智能物联通信设

备，将各智能装备系统集中在该物联网系统进行协同应用，充分发掘各系统数据的价值。该平台和

智能物联通信设备应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以便为应用开发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使系统能够

方便地升级。为规范智能物联通信的功能设计、结构、性能、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特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9章，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

第1章“范围”，说明本技术导则制定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

了本技术导则引用的标准。

第3章“术语和定义”，对本技术导则适用的主要术语进行了定义。

第4章“缩略语”，对本技术导则使用的缩略语进行了定义。

第5章“总体技术要求”，规定了换流（变电）站智能物联网关的应用架构、功能模型和应用类

型。

第6章“技术要求”，规定了换流（变电）站智能物联网关使用条件及环境适应技术要求、硬

件接口功能要求、通信协议功能要求、软件架构功能要求以及业务应用功能要求。

第7章“安全防护要求”，规定了换流（变电）站智能物联网关总体防护原则、本体安全要求、

网关接入安全要求、业务数据交互安全要求。

第8章“检验要求”，规定了规定了换流（变电）站智能物联网关的通用检验项目、外观结构

检查要求、电源电压偏差要求、基本功能检查要求、电磁兼容检查要求、绝缘及介质强度要求、环

境适应性要求、可靠性要求。



第9章“贮存、运输要求”，规定了换流（变电）站智能网关贮存、运输应适应的环境条件。

3、主要技术差异

无。

4、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电网飞速发展，传统物理电网进行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化建设，各类智能装备在电

网换流（变电）站中得到大量应用，但这些智能装备厂家各异、标准技术路线不同、缺乏统一规划，

导致各智能装备、智能系统功能独立，无法实现协同交互应用，大量的运行数据分布存储在各自系

统中，无法得到有效应用并发挥整体数据效能。为解决数字变电应用建设中存在的“信息孤岛”问

题，传统的电力物联网关形态不断演进，其数据处理能力、存储容量、功能性能和集成程度均大大

提升，新一代数字变电物联网关产品不断涌现。该类物联网关产品将各智能装备系统在统一网关实

现通信协同、数据协同和应用协同，提升数字变电应用整体效能。在当前电力物联网及网关技术标

准框架体系的指导下，研究制定高度集成、统一架构、先进适用的新一代数字变电智能网关应用技

术标准，进一步完善数字变电物联网关应用技术标准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已全面应用于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所辖换流（变电）站的智能物联网关建设，

目前已完成6座站点智能物联网关部署应用，正在部署的有7座站点，其站内智能物联网关的应用

架构、通信协议要求、应用功能要求以及安全防护要求全部按此标准执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对新一代数字变电智能网关应用制定适度超前、先进适用的统一技术标准，能够补充完善当前

电力物联网应用领域的技术框架体系，引领数字变电物联网关应用向高度集成化、平台化、一体化

和智能化发展，并有利于促进下一代数字网关应用产品降能增效，满足数字电网的快速发展需求，

促进绿色电网发展对以后换流（变电）站中智能设备与电力业务的融合具有推动作用，对电力行业

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对智能设备在电力系统物联网中的协同应用具有很大的意义。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引用了IEC60870-5-101/104远动规约。当前电力物联网网关技术标准体系主要针对设备物联

的接入通信和应用接口问题形成了技术规范，但在系统集成功能、数据协同性能、业务智能分析等

新型网关智能技术应用方面仍然缺乏统一标准，难以满足未来数字电网建设系统应用一体化和平台

化发展。本技术标准针对新一代数字变电网关的业务集成和功能应用技术规范问题，补充完善数字

换流（变电）站智能物联网关通信协同、数据协同、业务协同方面的需求模型，规范了基于边缘计

算的智能物联网关功能应用和业务集成技术要求，对传统物联网技术框架下“感知控制域、资源交



换域、服务提供域、运维管控域、用户域”的物联网技术在新型智能网关集成应用方面作了进一步

规范。

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机。

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

协调性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2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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