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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交互性强 

智能电网建设与传统的电网相比较而言，更加的重视用户的使用体验，电力企业中的管理部门在通过电网与用户

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能够根据用户给予的反馈，对电网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调整，通过不断对电网进行优化，提升自

身的工作效率，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四）自动化水平高在我国现阶段的智能电网建设过程中，已经让电网具有了

自动排除障碍以及自动修复的功能，这让电网在实际运行中的安全性以及稳定性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更好的保证

了我国电网的运行质量，同时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缩短了实际运行以及维护工作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企业成本的投入。 

2 在智能电网建设过程中运用电力工程技术的原因 

2.1 有利于提高智能电网整体的效率 

通过有效提升智能电网的效率,充分将电力工程技术应用到智能电网建设中。使智能电网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同时

还可以明确采集的数据。除此之外,可以全面提升电网的运行效率
[1]
。 

2.2 提升电网数据采集能力 

传统的电网技术水平并不是很高。并不能具备自动化和智能化。同时运行效率普遍偏低。对于收集的数据信息不

能完成自动化划分。当前,智能电网运用先进的技术,可以将电网设备数据自动化收集,同时进行自动划分。在电网建设

的技术投入和系统完善方面都有所改善。确保电网运行的高效性和便利性。 

3 电力工程具体技术 

3.1 质量优化技术 

质量优化技术主要是通过对电能进行等级的划分而建立起科学的、完善的电能质量评估体系，方便工作人员对用

电的经济性来进行分析。通过数据的分析构建起一个合理的质量评估系统。在我国现阶段，电力市场的竞争是非常激

烈的，电力企业想要取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通过自身不断的完善来提高电网的质量，提高其经济性以及效率。相关

工作人员可将自适应静止无功补偿技术、连续调谐滤波器技术、源滤波器技术应用在电网建设当中，能够更好的提高

电网的质量。上述技术不但成本比较低，更是具有环保性以及低能耗的性质，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2]
。 

3.2 柔性交流输电技术 

将柔性交流输电技术应用在智能电网的建设当中，能够起到扩大清洁能源应用范围的作用，更好的落实电力技术

与通信控制技术与微电子技术一体化，让工作人员能够更加灵活的对交流电进行控制。现阶段我国在智能电网建设的

过程当中，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输送高压输变电，为了能够降低电力在运行过程中对于环境的影响，相关工作人员通过

应用清洁能源的方式来更好的进行能源的隔离。将柔性交流输电技术与智能电网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因其更加符合可

持续发展理念将会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3]
。 

3.3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 

我国现阶段广泛采用的是直流输电方式。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应该重视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在我国电网建设当中的应

用。同时，将环路器应用在直流输电系统当中，能够起到让电流更加稳定、输电工作更具安全性、可靠性的作用，从

经济层面来说，其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值得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将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应用在电网建设当中

能够起到远距离输电的作用，能够让山区中的人们得到稳定的电力供应，提高山区人们的生活质量，并起到提高全国

范围内用电安全性及稳定性的作用。 

4 电力工程技术在智能电网建设中的应用 

4.1 在电源中的应用 

在整个电力工程中，电源装置能够为整个系统的运行提供充足的能源，将电力工程技术加以切实运用，可以有效

的为系统提供各类不同的店员，从而为系统的实际需要提供帮助。诸如：在针对智能电网的运行情况实施监控的时候，

通常都会利用专业的高频开关店员来辅助电子设备工作。在蓄电池进行充电的时候，利用直流电源，能够为变电所的

正常运行提供稳定的能源。 

4.2 在发电中的应用 

电力工程技术可以借助基础设备来将其他种类的能源转变为电能，从而弥补电网发电设备不充足的问题，并且可

以对耗电量实施专门的检测和控制，提升机电设备的利用效率。当前，无功发电技术以及电气传动技术都取得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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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从而被人们大范围的引用到了智能电网之中。 

4.3 在输电中的应用 

要想保证电网运行的稳定性和高效性，需要针对智能电网发电以及运输电能环节加以切实的管控，这项工作对于

设备和数学的分析能力要求相对较高。在实施电力运输的时候，整个电网中的线路往往会遭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

极易引发故障问题。智能电网的大范围运用有效的解决了以往陈旧的物理电网中能量损耗较大的问题，可以自行结合

电网输电情况来对功率进行调整，提升电能传输的稳定性
[4]
。 

4.4 在配电环节的应用 

现如今，在我国使用最为频繁的是功能较少的传统数字变电站，其作用就是针对电力输送变换信息进行切实的监

督管控。在整个智能电网中，电力工程技术能够实现对所有信息数据的监测和收集，并且可以完成针对电力系统的管

控和保护，促进电网运行的效率，从而完成配电网络的双向流动和输送终端的电压自动调控
 [5]

。 

5 结语 

智能电网是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产物，因为具有良好的优越性，所以广泛的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针对

智能电网实施建设工作的时候，务必要严格遵从相关法律法规，大范围的引入最前沿的技术，促进智能电网建设质量

和效率的不断提升，从根本上确保电网运行的效率。其次，好需要加大力度来对智能电网建设工作进行优化和创新，

从而提升智能电网建设的整体水平,确保我国电力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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