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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应急融合调度一体机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调研阶段：

2023年3月，由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标准编写工作组

。2023年3月至6月，开展标准编制工作，工作组经过充分讨论，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要求，制定大纲，并形成标准

草案稿。

标准立项阶段：

2023年8月，标准组提交《电力应急融合调度一体机技术规范》立项申请书

，经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批准《电力应急融合调度一

体机技术规范》标准立项。

编写研制阶段：

2023年9月-10月标准编写组根据立项专家组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写组对标准

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由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电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融智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电普华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本标准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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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训威、宋宝松、吴庆、范永学、张春玲、谭海峰、胡明、郭坤阳、胡晓波

、王志刚、边翀、方爽、孟子健、白杰、丁高泉、闫家栋、陈蒙琪、张珉恺、杨

志刚、李宛真、王进帅、袁葆、杨强、吕海。

所做的工作：

负责标准起草阶段的技术论证、标准起草以及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编制：

a.符合规范性原则。本标准以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要求为指导，对标准内容进行规范。

b.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以标准化为

引领，规范统一电力应急融合调度一体机功能要求。

c.采用会议讨论的形式，集合通信技术、电力技术等专家，将不同业务维度

的专业技术融合一体，体现出标准编制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d.坚持一致性原则。本文件总结、借鉴部分已有标准，与其他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协调一致，不出现矛盾冲突。

2、标准主要内容

从内容来看，该标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 范围

概述标准所规定的相关内容及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标准所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及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列出标准涉及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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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成及接口

描述调度一体机的组成部分以及提供的外部接口。

（5） 技术要求

描述技术要求，包括总体要求、功能要求、性能要求、电磁兼容性、环

境适应性、电气指标。其中总体要求包括与调度一体机的易用性、稳定性、

外壳防护等级、重量等要求；功能要求主要包括集群通话和调度、音视频通

话和会商、实时定位展示、智能终端上报数据展示、录制查询、轨迹查询和

回访、SOS报警、路由交换等要求；性能要求包括集群对讲建立时间、端到

端呼叫建立时间和时延、迟后接入时间、组容量、硬件配置等要求；电磁兼

容性包括静电放电抗扰度、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工频磁场抗扰度等要求

；环境适应性主要包括温度、湿度、机械性能等环境适应性要求；电气指标

包括接地连续性、对地漏电流、抗电强度、电源适应能力等。

（6） 试验方法

描述调度一体机相关技术要求的试验方法。

（7） 试验规则

描述描述调度一体机的试验规则，包括试验分类和试验项目。试验分类

包括试验分类方法和试验条件；试验项目描述不同类型的试验包含的试验项

目。

3、主要技术差异

国家电网公司正在组织编制企业标准《机动通信系统技术及测试规范》，其

中包含了调度一体机相关技术及测试要求，该企业标准中更多地结合国家电网公

司电力领域应急抢险、保电、巡检作业、基建等过程中，在前方指挥部部署调度

一体机的使用需求。本标准除电力外，还将结合其他行业、单位的应用需求和特

点，对技术参数指标及使用方法进行规范，扩大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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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明确融合调度一体机与现场装备及业务的交互功能类型、交互功能性

能，并针对作业现场环境特征，明确融合调度一体机的参数指标、环境适应性、

机械特性等。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国家电网公司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灾害之后，开展了新一代应急指挥系统

建设，形成了应急现场、前方指挥部、后方指挥中心三级联动架构，研发了标准

型、增强型等多款融合调度一体机，作为部署在前方指挥部的核心设备，在国家

电网公司经营范围内20余个省市电力公司开展了测试，高效支持了“迎峰度夏”

、“春节保电”等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根据国家电网公司新一代应

急指挥系统建设工作进度，融合调度一体机陆续在各省市电力公司部署应用。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中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在应急抢险、活动保障、特殊作业等应用场景下，随着作业种类、作业环境

越发复杂，将有更多差异化的作业设备在现场部署和应用，现场文字、图片、视

频、语音等信息将汇聚到指挥中心用于指挥决策和调度，提升整体作业效率。因

此，在作业现场前方指挥部，使用电力应急融合调度一体机，将作业过程中各类

信息高度集成并与现场进行实时交互，满足行业对现场作业的指挥与调度需求。

鉴于便携式融合调度一体机在前方指挥部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标准有助于规范现

场各单兵装备接入、管理及业务交互标准，确保各单兵装备与应急指挥系统之间

能够高效、可靠交互，确保后方指挥中心能够实时掌握现场情况，并开展指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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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标准的发布有助于规范电力应急融合调度一体机的功能要求，有效提升电

力应急抢险指挥效率。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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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修订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7天后实施。并建议标准发布后，组织相关单位技术人

员进行标准培训宣贯，提高对标准的理解掌握，推动标准的实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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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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