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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璐 赵海翔 刘微

寒潮来袭，气温骤降。
“叮咚！”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贵阳小河供电局

配网抢修调度高级作业员伍连军循声望去，智慧运行
支持系统红光闪烁，告警信息“10 千伏中电线路故障
停电，停电范围涉及星河国际、榕筑花园等 5 个居民小
区，影响户数 5102 户”映入眼帘。他迅速打开系统，给
受停电影响的用户发送停电短信通知，同时将故障信
息发送到配网综合班。

15 分钟，配网综合班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查找故
障，1.5 小时成功复电。伍连军再次通过系统发送复电
短信通知，实现了一次“战时”高效营配协同处置，保
障老百姓温暖过冬。

近年来，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将业务可视可
感可测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托“让
数据多跑路”，建立贯穿省、地、县三级的生产综合指
挥体系，推动电网网架、设备、客户、作业 4 类业务对
象数字化，推动核心业务运转 100% 线上数字镜像展
示，构建 3111 个数字分析场景和数字代人工具，加速
数字化生产力效能释放。

■■加：为决策提供支持

“寒潮影响地区预警：本年度冬季寒潮与冰冻主
要影响地区为毕节大部（威宁、大方）、六盘水北部、贵
阳东部（开阳）、铜仁东部（万山）。”贵州电网公司生产
指挥中心内，值班人员张啟黎一边复诵防冰场景自动

弹出的告警信息，一边做着记录。
半小时后，在贵州电网公司召开的安全生产早会

上，生产指挥中心汇报相关预警信息，提醒相关部门
和地区提前做好防冰准备。

在数字化转型变革中，贵州电网公司以需为先，
打破专业壁垒和内外部界限，融合电网管理、输变配
专业平台，生产指挥、调度、计量、供应链系统，雷电、
覆冰、山火系统，气象预报、地灾隐患、瓦斯告警等多
源数据，开发业务流转系统，建设数字场景，对多源且
大量的数据自动采集、汇总、整合、分析，实现线上实
时智能管控。持续优化“三预”（预测、预报、预警）数
据模型，提前规避风险，解决隐患，为各项决策提供有
力支持。

“以防冰场景为例，以前我们不仅需要在内部多
个系统查询电力相关数据，还要在外部系统查询气象
相关数据，之后进行人工比对才能得出结论。现在，
建设防冰场景设置好规则，这样就可以自动抓取数据
进行比对，之后自动弹框警示，做到了数据实时更新
并且提升工作效率。”贵州电网公司电科院生产技术
支持中心防灾减灾及评价分析专责吴建蓉说。

在贵州电网公司生产指挥中心的“八屏”场景前，
选择切换到防冰场景，正实时滚动播放“冰期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包括缺陷隐患排查治理、防冰项目跟踪、
融冰装置预试、观冰点布置、冬季高峰负荷预测、应急
队伍及物资准备等。

“在公司的防冰应急会商会上，以前我们需要安
监、生技、市场、调度、供应链等多个部门多个专业领
域分别汇报不同的情况，现在我们通过‘八屏’场景，

由生产指挥中心统一
汇报相关情况和风险
异常，提出处置建议。”
贵州电网公司电科院
生产技术支持中心副
总经理张洋说，“相关
部门根据提示风险，可
快速作出决策，在全省
范围内统一部署和安
排，更好服务现场提前
做好应对准备。”

“我们并不是简单
的信息叠加，而是根据
贵州特色防冰经验，进
行 了 多 次 迭 代 升 级 。
除了冰期前，还建设了
冰期中、冰期后场景。
在冰期中，预测影响范
围和设备，提升融除冰

效率；冰期后，制定整改提升策略，提升管控效能。”贵
州电网公司电科院副总经理张迅介绍，“我们通过‘三
预’模型，不断建设和优化各类数字场景，真正做到提
质增效。”

■■减：切实为基层减负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贵州电网公司通过数字透明业务，打开了过程管

控的“黑匣子”，解决了线下流转和闭环管控不到位的
问题，通过数字化手段，为基层减负的同时，提升了工
作效率，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现在确实方便多了，以前故障停电时，我们要自
己打开 GIS 系统，逐一查询到底是哪一条线路、哪个开
关或者变压器停电。”伍连军轻松地说，“现在就不用
了，自动声光报警，而且弹框显示，减轻了工作量，大
大节省了我们处理故障信息的时间。”

以贵阳小河供电局为例，依托数字化手段，整合
了改革前的供电运营指挥中心与安监部门，打破县局
各专业指挥监督单一、横向协同性差、响应效率低的
壁垒，真正成为县区局运营监控、运行分析、决策支持
的营配信息中枢，故障定位时间同比下降 39%。

实现减负和效率提升的不仅是县区局，地市局和

省级电网也同样如此。
在贵州电网公司生产指挥中心，生产安全技术研

究专责席光辉正在“光字屏”前查看告警信息并记录，
“原来我们要在不同的系统里面把各类数据导出来，
一条条人工比对分析，现在有了光字屏，它可以自动
数据采集、监测、告警，更准确、更快速、也更智能了。”
他说。

“在电网风险方面，我们充分利用‘八屏’和‘光字
屏’，及时发现风险异常并自动告警，将监测人员从人
工判断的繁复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将告警信息分层
分级管控，例如配网故障停电告警分为六级，县区局
监测六级，地市级监测四级、五级，省级监测一、二、三
级，有效提升了监测效率。截至目前，全省配网故障
前百线路故障停电次数同比下降 43.7%。”张洋说。

“针对以往需要层层向基层要报表和打电话了解
信息的痛点，我们在人工智能叠加大数据分析方面积
极探索，借鉴变电站‘光字牌’理念，创新开发了‘光字
屏’数字切片，风险一目了然，数据各专业各层级共
享，省地县三级生产指挥中心对风险分层分级联动管
控，真正为基层减负。”张迅说，“贯穿省地县三级的生
产指挥体系发挥‘眼睛’和‘大脑’的作用，让我们的工
作真正实现了闭环管控，让老百姓少停电，让供电可
靠性更高。”贵州电网公司毕节供电局员工对 110 千伏珠市变电站融冰装置开展巡视。陈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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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举 赵海翔

    “报告调度，龙山变融冰装置升流试验
已完成，申请恢复正常运行状态。”11 月 29
日，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
里县龙山镇的 110 千伏龙山变电站完成了
融冰装置带电抗器升流试验，为迎接即将
到来的冬季寒潮做好了准备。这是南方电
网贵州电网公司打好抗冰保电“主动仗”的
生动缩影。

冬季抗冰保电是贵州特有的“硬任
务”。而融冰装置是输电线路覆冰后保障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利器”。为此，贵州
电网公司每年都将融冰装置的预试定检作
为冬季生产运维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们从 6 月开始就进行安排，到 11
月就全部完成，以确保融冰装置能保持
正常状态投入到抗冰保电工作中。”贵州
电网公司生产技术部输电检修专责胡荣
俊说。

目前，贵州电网公司已对全省 39 套
固定式融冰装置、30 套移动式融冰装置和
43 套交流融冰变压器开展了预试定检及
消缺工作，确保覆冰期间融冰设备随时可
用、能用。

融冰装置有了保障后，什
么时候启动融冰工作，关键在
于输电线路覆冰情况。对此，
贵州电网公司积极加强“融冰
在线监测装置”的消缺和调

试，及时做好输电线路“一线一策”融冰处
置方案修编完善，强化了覆冰监测系统和
科技融冰方式运用。

有了科学的融冰技术和装备，灾情的
信息和预测尤为显得重要。

结合贵州特点，贵州电网公司对今冬
明春雨雪冰冻天气开展了灾情预测，按照
气象情况与设备状况、线路走向、特殊区
段、重要用户等关联分析，提升预测的准

确性。
“有了准确的灾情信息，就能更好地

为防冰融冰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
胡荣俊说，准确的信息，特别对移动式融
冰装置的及时布置和安排起到关键作用。
也对做好地势较高处重点线路和设备的
特巡特维、防冰加固及隐患消除发挥助推
器作用。

灾情的预测，不仅要加强与气象部门
动态沟通，更需要科学技术的加持。在海
拔 2514 米的梅花山之巅，已进入冬季备
战模式，南方电网防冰减灾重点实验室

（梅花山基地）二期工程已建成投用，
该基地已成为南方电网规模最大、技
术最强的高海拔自然覆冰预试重点

示范基地以及实验基地，为南方电网供电
区域内的防冰工作提供了科学支持。

“目前，正在对气象设备厂家提供的设
备进行验证观测，对设备所观测的气象数
据进行分析研究，为电网线路和设备覆冰
提供科学数据。”贵州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高压设备技术研究中心钟尧说，目前
已完成国家级综合气象观测专项试验外场
建设，对冬季可能发生的冻雨及覆冰进行
气象监测。

面对冬季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贵州电
网公司防冰融冰工作切实做到“平时预”和

“灾前防”，把各项防冰融冰应急准备工作
想在前、做在前，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贵州电网公司铜仁印江供电局开展变压器增容，确保冬季用电稳定。 陈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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