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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能源占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尤其是电。如今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工厂的生产都逐渐变

成自动化生产模式，自动化模式渐渐代替工人的手工操作模式。而这自动化生产模式是依靠电来运行的。而且日常生活中人

民各种电子产品，日常生活中处处都需要电，现在的人们生活已经不能离开电而生存，那么电能的设备安全就是这其中的重

中之重。这就需要有相关的人员定期去对电能数据进行采集。电能的数据采集技术与方法是至关重要的。适当改进电能数据

采集技术与方法有利于电的正常安全供应，促进企业的有序健康发展。此文详细分析了电能数据的采集方法，研究了在无信

号覆盖的地方的通信问题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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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ener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electricity. 

Nowadays, in the era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production of factori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automatic production mode, and 

the automatic mode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manual operation mode of workers. This automated production model is run on 

electricity. Electricity is needed everywhere in our daily life. Nowadays, people can't live without electricity, so the safety of electric 

energy equip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This requires the relevant personnel to collect the electric energy data on a regular basis. 

Data acquisi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 of electric energy is very important. Appropriate improvement of power data collection 

techniques and methods is conducive to the normal and safe supply of electricity and promotes the orderl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thod of collecting electric energy data in detail, and studies the solu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 in the place without signal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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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有多个电力企业都在致力于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创新工作，都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对电力用户电能信息

数据的自动收集。计量终端对信息数据进行收集，通常都是利用无线网络来将信息数据传递给主站的。但是因为很多

的地区，位置较为偏远，电信运营商所设置的网络覆盖范围并没有实现全面覆盖，所以导致计量终端不能按照既定的

时限要求将信息上传，对电量使用信息的完整性造成了一定的损坏。为了有效的扩展网络信息号的覆盖面，促进信息

收集及时性的提升，将网络运维工作人员在大量的繁琐的工作中脱离出来，这篇文章主要围绕无信号覆盖区域电能数

据采集工作展开全面的分析研究，并针对性的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希望能够促进我国电力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1 采集方法介绍 

电能数据采集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通过对图 1 进行观察分析我们发现，计量终端是借助下层渠道来对电能表内的各项信息进行收集的，之后借助上

层渠道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主站设备中。在一些区域没有信号的覆盖，主要是因为终端与主站之间的上层渠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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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畅所导致的。要想彻底的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下面两种方法：首先，将力量终端设置在信号覆盖范围之内，

之后将下层通道进行优化完善，促使终端能够与没有信号地区内的电表进行连接，如图 2 所示；其次，针对上层渠道

进行优化，提升渠道的整体性能，促使没有信号的地区内的终端设备能够与主站完成连接，如图 3 所示。 

 

图 2 

 

图 3 

1.1 卫星通信 

卫星通信不会受到距离长短的制约，不需要信号中继。卫星通信因为自身优越性较强，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能够实现实时通信。借助上述优越性对下层渠道进行优化完善，可以将终端设备安设在方便管控，信号良好的位置，

并且不需要对主站结构进行改变，卫星通信数据收集系统如图 4 所示。卫星通信因为稳定性较强，质量较高所以受到

人们的青睐，但是建设花费十分巨大，通信速率极易受到限制。 

 

图 4 

1.2 中压载波 

中压载波对于电力线路的综合性能要求较高，往往都是借助耦合器来实现能源数据的传递的。中压载波不需要安

设通信线路，通信速度和效率较为稳定，能够满足为普通抄表工作的需要。借助中压载波对下层渠道进行优化，其结

构如图 5 所示。 

 

图 5 

1.3 信号中继 

将信号中继加以利用，可以促进无线覆盖面的扩展，尤其适合使用在终端设备与整个信号覆盖地区距离较近的情

况之中。可以借助直放站、电台中继装饰来将信号中继的功能发挥出来。借助信号中继来对上层渠道进行完善，如图 6

所示。信号中继设备往往都是利用低压供电系统来增强信号的接收性能，并且中继的效果与环境情况存在一定的关联
[1]
。 

 

图 6 

1.4 计量点迁移 

如果电力用户处在反馈线路的末端，可以将对计量终端的位置加以改变，将其移动到信号覆盖地区内，提升信号

的接收效果。计量终端的移动问题往往会导致线路的损坏，极易导致矛盾的发生。并且计量终端的移动往往需要牵涉

到大量的相关设备仪器的移动，工作量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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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比较 

以上阐述的四种信息收集方法，在实际运用的时候都具有一定的特点，电能数据收集的效果往往会与通信渠道的

信息传递效率和质量存在一定的关联。其次，信息收集方法应该尽可能的不要对结构部件进行改造，这样能够提升信

息收集的稳定性。下面从几个层面对四种收集方法进行比较。 

2.1 通信速率 

2.1.1 卫星通信 

卫星通信这一方法通常是利用专门的卫星服务来完成双向通信的。这一方法方法往往会受到信息发送量以及发送

频率的影响，信息传输效率较低。主站不稳定测试反应速度较差，最少需要两分钟。所以需要借助数据压缩或者是加

护流程优化，才能对电能信息收集工作的效果加以保证
[2]
。 

2.1.2 中压载波 

中压载波的通信效率较为固定，为了有效的增强通信系统的综合性能，提升抗干扰的能力，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

通信效率加以调整，为电能信息数据收集工作创造良好的基础。 

2.1.3 信号中继 

信号中继与终端上层渠道之间的关联性较小，并且不会对下层电表信息收集效率造成影响。所以随机召测的响应

时长较短。其电能信息收集工作的效果，能够对计量高级应用提供辅助作用。 

2.1.4 计量点迁移 

计量点迁移工作完成后，不会对计量终端上下层渠道的信息传递效果造成任何影响，所以随机召测的相应时长非

常短。在电能计量方面，能够对多种不同形式的高级应用提供辅助。详细的来看，四种信息收集方式通信速率方面的

比较结果见表 1。 

表 1 

 

2.2 可靠性比较 

2.2.1 卫星通信 

卫星通信系统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关联较小，但是因为受到信息发送量的限制，经常会出现信息丢失或者是不完整

的情况，这样就会导致数据传输延时不断增加的不良后果出现。并且因为通信的效率较差，不能将补抄机制加以切实

的运用，极易导致主站缺数的情况
[3]
。 

2.2.2 中压载波 

中压载波通常都是借助电力线路来进行信息数据的传递的，电网运行中涉及到的多个方面系数的波动，往往都会

与信息传递的质量存在关联。特别是在遇到恶劣环境的时候，发生载波通信终端的情况概率更高。中压载波需要在信

息传递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和创新，引用有效的补抄防范，确保电能信息的完整性。 

2.2.3 信号中继 

信号中继往往与现实情况密切相关，结合各方面因素来判断适当的位置将中继器进行安设，借助中继站进行信号

的传递，往往会遭到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会对信息中继传递的效果造成损坏。其次，在野外环境下，要想获得低压

电源是存在较大的困难的。虽然可以借助辅助电池，其他发电技术来对系统运行加以保证，但是运行稳定性较差。 

2.2.4 计量点迁移 

调整计量点的位置，可以环节通信稳定性存在的问题。在进行迁移工作的时候，相关辅助设备也需要跟随一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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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迁移，所以要对电源的稳定性加以保证。只要迁移地点信号覆盖质量好，则可获得较高的通信可靠性。4 种采集方法

可靠性比较结果见表 2。 

表 2 

 

2.3 成本分析 

2.3.1 卫星通信 

要想保证卫星通信系统正常的运转，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安设专门的卫星指挥设备以及信息接收设备。其中指挥设

备能够实现与多个接收设备连接，通常情况下，所有的用户都至少需要安装一台接收设备，所有的电力企业只能安装

一台指挥设备。这就说明了电能用户的数量越多，分摊到每个用户的成本就会越少。 

2.3.2 中压载波 

中压载波在所有的分支线路上最少需要安装两台载波设备，通常都会将核心载波设备安设在变电站之中。与卫星

通信系统较为相近，如果在一条线路上存在多个用户使用中压载波通信的情况，那么能够有效的节省单个用户的成本。 

2.3.3 信号中继 

信号中继系统的建设花费涉及到两个方面，即：中继器成本和低压电源建设成本。每台中继器的服务用户数量较

少，通常不会超过三个。为了对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加以保证，电源可以选择电压互感器。 

2.3.4 计量点迁移 

计量点迁移涉及到的花费主要是施工成本。结合迁移距离的大小不同，所以施工费用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四种

信息收集方法在建设和使用成本方面的比较结果见 3。由此可见，卫星通信的方法整体花费最多，而计量点迁移方法花

费最少，所以在对方法加以选择的时候，务必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考虑。 

表 3 

 

3 应用分析 

经过多四种采集方法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之后，我们总结出，计量点迁移方法优越性最为显著，

卫星通信效率高，在实际工作中，针对信息采集方法进行选择的时候，需要集合实际情况以及资金使用计划来选择最

佳的采集方法，对信息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加以保证。 

4 结束语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四种采集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从通信效率，稳定性，花费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最后判断出所有方法适合使用的环境，这样能够为无信号区域用户用电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置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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