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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学校概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 1952 年，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

府，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学校所在地北京，分为学院路校区、沙河校区，占地

3000 多亩，总建筑面积 170 余万平方米。沙河校区位于北京市昌平沙河高教园区。 

1.2 配电室改造前 

(1) 配电室基本情况 

沙河校区建有 20 座 10kV 配电室（以下配电室名称均按照配电室内模拟板名称）

（其中，1#总配电室与 2#配电室位于同一个建筑内)，包含 4 座低压配电室、1 座分配

电室、15 座 10KV 高压配电室；项目共计 41 台变压器，其中 12#分配电室内有 1 台变

压器未投入使用，13#配电室内 3 台变压器未投入使用。 

除 10#配电室、11#配电室、12#配电室、12#分配电室、13#配电室、14#配电室、

15#配电室七座配电室外，其余配电室投运时间均超过 10 年，二次设备存在损坏情况。 

除 1#总配、2#配电室、5#配电室、6#配电室、重点实验楼配电室、10#配电室 6 座

配电室外，其余配电室或配电间均无视频监控。 

除 10#配电室、13#配电室外均无本地电力监控系统（或已损坏，不能使用，且 13#

配电室电力监控系统长期不运行）。 

(2) 配电室存在问题 

1) 10#配电室、13#配电室电力监控系统监测范围不全面，缺乏全面运行监测及预警，

不能快速、准确的对电气设备故障定位、识别，而且无法实现移动应用等等。这与

北京市配电室智能化运维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相去甚远； 

2) 人工巡检、抄表工作量较大，且人工巡检不可避免地存在巡检盲区、设备状态巡视

时点不连续等问题； 

3) 故障判断全凭个人经验，存在巨大安全风险； 

4) 运行缺乏数据与工具支撑，难以支撑配电设备及运行维护的精益化管理； 

5) 缺乏全面运行监测及预警，不能快速、准确的对电气设备故障定位、识别，响应速

度慢，往往造成损失扩大； 

6) 缺少分类计量与实时采集，无法通过监测与分析指导节能降损、需求响应，优化用

电合理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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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配电室            2号公寓配电室              羽流配电室 

2 建设目标 

(1) 提高供电可靠性，减少非计划停电次数和故障停电时间 

(2) 数字化智能运维，提升管理水平 

(3) 完善智慧校园应用场景，实现与大平台集成对接 

(4) 提高用电效率、降低用电成本。 

3 项目内容 

在配电室内安装智能网关，将配电室的智能设备如高压微机保护装置、多功能电力

仪表、电能表、温控仪、直流屏、温湿度传感器等接入智能网关，不具备通讯功能的智

能设备，先进行智能化改造，然后再接入智能网关。将各配电室电力数据通过互联网或

4G 无线专网上传到配电智能运维云平台，实现云端实时监控，系统结构示意图如下： 

 

图 4-1 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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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架构 

基于 AIoT 的新一代智能配用电管理云平台： 

配电智能运维云平台，采用基于 64 位 CentOS 操作系统以及物联网、大数据技术

架构进行开发，平台采用 B/S 构架(不需要安装第三方插件或者 Java 虚拟机、兼容各种

主流浏览器)支持分布式数据采集、分布式数据存储，采用分层架构，分为终端采集层、

边缘层、物联层、数据层、应用层、交互层，基于角色和分组的权限管理方式，平台系

统管理贯穿整个过程。 

3.2  监测内容 

根据高压电力用户配电室智能运维的相关标准，设计了标准版监测内容，采集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标准规范的采集范围。其中部分数据的采集需现场条件允许，具体采集内

容如下： 

(1) 高压配电监测（环网柜不做监测） 

(2) 低压配电监测 

(3) 直流站用电源设备监测 

(4) 变压器设备监测 

(5) 配电室视频监测 

(6) 配电室环境监测 

3.3  系统功能 

(1) 综合概览 

(2) 监控中心 

(3) 告警中心 

(4) 报表中心 

(5) 配电运行分析 

(6) 配电能效分析 

(7) 电能质量分析 

(8) 设备管理 

(9) 报告管理 

(10) 运维管理 

(11) 权限管理 

3.4  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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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件配置 

配电室智慧管理平台的硬件配置需满足整个系统的功能要求，硬件设备主要包括：

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大屏幕显示设备、网络通讯设备等。 

(1) 数据服务器至少 1 台，负责处理平台的存储数据，通过 RAID 卡配置，保证能耗数

据的长周期存储，同时具有快速性，安全性。 

(2) 应用服务器至少 1台，实现平台各种软件功能； 

(3) 工作站至少 1台，就地实现对平台的设置、监视、操作等； 

(4) 大屏显示器，方便平台数据、图表等展示； 

(5) 其他设备：网络交换机等； 

2. 软件配置 

配电室智慧管理平台采用 B/S 架构和 C/S 架构相结合的软件架构，各个应用系统拥

有独立的数据库及处理过程，系统和系统之间采用接口调用的方式完成，灵活易修改。 

操作系统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具备高可靠性、易管理性、易维护性，能够和硬件

服务器完美结合，充分发挥服务器的处理能力。 

3.5  信息安全 

(1) 数据安全 

(2) 通信安全 

(3) 应用安全 

(4) 管理安全 

3.6  系统组成 

1. 硬件组成 

(1) 多功能电表采集器； 

(2) 温度、湿度传感器； 

(3) 烟感传感器； 

(4) 摄像头； 

(5) 浸水传感器； 

(6) 门禁传感器； 

(7) 通信管理机； 

(8) 数据服务器； 

(9) 应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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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屏； 

(11) 工作站。 

2. 软件组成 

(1) 服务器操作系统； 

(2) 数据库软件； 

(3) 其它辅助软件。 

4 平台说明 

4.1 监控 

(1) 访问界面 

 

(2) 监控界面 

 

电量统计               实时功率 

 

报警显示                报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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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菜单 

(1) 界面二级菜单 

 

(2) 界面三级菜单 

 

(3) 视频菜单 

 

4.3 数据分析 

 

(1) 监控界面 



  

7 

 

(2) 数据分析 

1) 电压曲线图分析 

 

2) 电度统计分析 

 

3) 其它分析 

① 配电室系统图监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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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配电参数数据分析 

 

 

③ 功率统计分析 

 

④ 电度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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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变压器温度统计分析 

 

4.4 告警管理 

(1) 告警监控界面 

 

(2) 告警处理界面 

 

4.5 数据报表 

(1) 数据报告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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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查询 

 

5 处理流程   

(1) 告警解除流程 

1) 发现告警，判断告警等级，红色告警是保护类设备告警和仪表通讯状态属于一般

告警；黄色告警为设备的分合闸告警为重要告警。 

2) 到报警相对应的位置查看设备状态，故障排查。 

3) 确认没问题点击确定，告警消除，告警颜色变为白色。 

(2) 门禁管理流程 

1) 信息录入，支持多种认证方式：刷卡、指纹、人脸、等方式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

适合的开门方式。 

2) 每次开关门都会留下照片以及账户信息方便查询出入信息。 

3) 没有权限的人员是不能开关门的，如过需要进入需要像管理员报备信息。 

6 项目进度 

项目 2022 年 8 月竣工，目前正在使用中。 



  

11 

7 项目成效 

1. 完善了智慧校园的规划建设，打造智能配电的垂直应用场景； 

2. 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和故障响应能力，减少故障停电次数和故障停电时间； 

3. 数字化智能运维，提升了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使用户省心省力； 

4. 分类分项用电计量，提高用电效率、降低用电成本，为后续的节能技改提供良

好的数据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