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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大数据智能电网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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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了大数据下的智能电网建设内容。文章首先分析了大数据智能电网，依照文献内容明确了大数据下

的智能电网特征。然后在该基础上对大数据下的智能电网建设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从数据库、算法、存贮及处理四项

内容着手，对智能电网构建进行完善。本文对大数据下的智能电网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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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智能电网概述
智能电网与传统电网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其数据内容较为复杂，系统结构较为庞大，处理难度较高，已经成为电

网建设中的核心部分 [1]。智能电网中的智能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基础上的，具有明显的大数据特征，其具体大数据内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大量的设备数据：智能电网对设备信息具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及时掌握设备的实时信息，依照实时信息完

成智能控制；第二，大量的状态数据：智能电网为了实现电网运行状态的捕捉，需要及时对上述系统中的信息进行收集，

系统采样频率较高。系统在上述状况下可以获得大量连续信息，信息能够及时反映系统状况，信息体系非常庞大；第三，

大量的细节数据：智能电网可以对系统各个细节进行全面控制，可以实现实时变化控制，对系统细节进行调整。

大数据智能电网具有典型的智能化数据特征，其具体表现为：（1）具有非常大的数据量信息，其数据内容量非常

高，可以生产出几十甚至几百 TB 系统数据信息；（2）内容非常复杂，可以产生文本数据、历史数据、多媒体数据等，

以不同的数据信息完成高效信息交流，改善电网智能化效益；（3）内容数据价值密度较低，数据内容实时获取，信息

密集度价高，可以全方面反映系统存在的问题，数据信息准确性较高；（4）系统处理效率较高，可以通过智能化系统

完成数据的全面处理，以智能化技术手段对在线和离线数据进行及时分析，数据利用效益非常高；（5）数据质量普遍

较高，数据真实性可靠级别一般高于其他系统数据真实性，可以依照数据进行准确预测，系统处理可靠性较为可观。

2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电网建设
2.1 智能电网并行数据库构建

作为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行数据库直接影响着数据库的关系结构，可以通过数据内容形式转变为系统提供

高质量、高效益的数据信息，对数据安全性和可靠性的提升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并行数据库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对关系数据库进行全面控制，要依照数据结构状况、分析状况、存贮状况等形成有

效处理体系，提升数据安全性及可靠性。智能电网并行数据库构建要先设置好存贮结构，依照系统数据内容对存贮层

次进行明确，从而保证数据能够被及时、高效利用。其次要对数据查询系统进行完善，依照智能化技术对数据查询层

次进行明确，将查询内容与数据库层次桥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一对应结构体系，保证数据能够快速、准确查询及应用。

最后，要做好数据库语言设置，当前智能电网并行数据库中可以选取 SQL 语言，使用 scale out 方式及 RDBMS 技术对

数据库应用性能进行提升。

2.2 智能电网云计算体系构建
我国云计算体系在大数据智能电网中应用范围较窄，一般多用于电力设备状态监测过程中。当前云计算体系在上

述内容运用时主要通过构建电力系统仿真云计算中心实施各项工作，以基础云、管理云、计算云三相内容达到数据的

仿真处理，对系统状况进行模拟和分析，其整体构建内容较为单一。

随着大数据智能电网的不断丰富和数据计算技术的不断改善，强化云计算体系结构，形成新的云计算体系层次已

经势在必行。智能电网云计算体系在构建的过程中需要对数据存贮及数据并行内容进行合理设置，要依照智能化技术

保证数据能有序处理，从而提升数据处理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智能电网云计算体系构建时要做好对分布式文件系统的

把握，要以该内容为核心构建理论进行计算安排。体系要针对电网中的重要内容，依照系统指标状况及系统运行状态

实施对应监测，从而获取有效信息。在采集完成数据后，云计算体系要依照上述信息和 Hadoop 内容，构建对应虚拟化

技术体系及分布式冗余存贮体系，对数据进行处理及存贮，从而实现智能电网大数据的全方位计算。

2.3 智能电网数据传输构建
传统电网数据内容较少，系统对数据形势要求较低，散乱数据对整体系统处理并没有过多影响。但是在大数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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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网中，电网内容非常庞大，散乱数据可以直接造成数据拥堵，导致系统数据处理效益大打折扣。因此，在实施数

据传输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大数据智能电网要最大限度压缩电网中的各项数据，将散乱形式数据内容转变为集中式数据

包，以数据包代替原有数据散漫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拥挤现象，改善数据传输效益。

随着大数据智能电网建设的不断深入，数据传输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和提升，已经开始由单纯数据压缩转变

为数据压缩及格式转变高集成化，实时信号数据的压缩效益及重构效益得到了本质上的改善。当前常见的数据传输处

理技术主要包括自适应多级树集合分裂算法处理技术、稳态数据参数化压缩算法处理技术、基于小波上的参数化压缩

算法处理技术等。

2.4 智能电网数据存贮构建
存贮体系在构建的过程中可以依照数据状况进行对应选取，需要依照大数据智能电网性质及数据状况形成对应同

质结构，从而保证数据存贮的合理性。存贮体系构建时要控制好非结构化及半数据化存贮效果，要依照数据层次及数

据同质将不同数据筛选、分层、转化，形成同样结构化的系统格式，依照上述格式特征存贮，改善大数据智能电网数

据的查询效益和处理效益。

当前智能电网云中常选取实施数据存贮、分布数据存贮等方式，通过数据层次及数据状态完成各项存贮效果的优化，

提升系统处理有效性及可靠性。但随着智能电网发展内容的不断深化，其非结构化及半结构化数据量不断加大，在上

述数据信息转变环境下，形成新的数据存贮方式已经势在必行，在今后大数据职能电网建设中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2.5 智能电网实时处理构建
实时处理需要对数据处理速度进行全面把握，要保证从速度上提升数据指标的控制效益，从而实现数据内容的优化。

智能电网实时处理构建时要首先对内存读写硬件进行提升，要从硬件提升系统数据处理的质量 [2]。其次要对数据库与算

法的结合状况进行提升，形成智能数据分析方案，从而改善智能电网数据处理运用效益，例如 SAP的 HANA 内存数据处理

体系。再次，要建立系统索引结构，适当丰富物联网技术，依照物联网技术对索引内容进行完善，提升系统实时处理效益。

最后，要强化大数据处理体系技术的选取，依照具体用电状况及电网运行状况选取对应技术方案，保证处理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当前常见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异构多数据源处理技术、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技术等。

异构多数据源处理技术：该技术主要针对系统中的异构信息，可以通过智能电网数据库完成各项异构信息的整合

处理，加工大规模信息数据集中、筛选、处理，从而形成简化配置数据体系。异构多数据源处理技术可以在数据中心

对上述数据进行统一处理，以数据中心模型规范数据表达形式，实现数据存贮和查询内容的简化，提升存贮和查询效益。

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技术：该技术主要针对智能电网中屏幕数据显示状况，主要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手段完成对大

量数据的处理 [3]，确保数据能够直观、清晰地在屏幕中全部显示出来，让用户能够直接了解智能电网数据状况。大数

据可视化分析技术中数据集可以达到 TB 数量集以上，可以依照定性及定量两种形式实施处理，绘制高精度、高分辨率

屏幕图像，数据处理效果非常显著。

3 总结
随着电网设备的不断丰富和电力技术的不断提升，大数据智能电网已经成为我国电网的主要发展方向。在大数据

的智能电网建设过程中，人员要控制好大数据内容体系，要依照其内容及特征形成对应数据库、算法及处理体系，提

升大数据应用效益。要适当改善大数据内容体系，对其数据体系进行完善，改善数据分析效果，提升智能电网系统带

的拓展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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