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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力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点和先行产业，它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和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电力工业发展迅速，在电源建设、电网建设、电源结构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世
人瞩目的成就，已开始步人“大电网、大电厂、高电压、高自动化”的新阶段。
中国电力企业多年的实践和探索证明，GIS是电力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尤其在供电
企业的生产管理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针对供电企业的生产管理而言，电网信息是一切的基础，而GIS系统能够很好地描述电网空间、属性
、拓扑、运行信息，是其他信息系统难以实现的。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其应用领域已十分广泛，传统测量应用及其他相
关应用已渗透到许多崭新的行业。
现实的应用已经使卫星导航定位技术逐渐成为继通信、互联网之后的第三个IT新增长点。
电力行业自引进GPS以来，已经完成火力发电厂输电线路、微波通信和水源地等工程测量30余项，取
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GPS系统的高精度、高可靠性及全球无偿共享性，引起了国内外许多电力研究部门及专家的极大兴趣
和关注，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致力于GPS在电力系统的应用研究，短短几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
果。
编者总结多年在电力系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研究实践，综合分析最新研究成果，并对现有电力巡检
系统进行了比较分析，力图以输电线路运行与检修基本规范为基点，从GPS、GIS、MIS的基本原理及
其集成，GIs工程的分析设计与实施和生产管理系统的案例等多个方面着力论述新兴的地理信息技术在
线路巡检中应用的基本方法、关键技术及其实现过程。
全书共7章。
第1章是对输电线路运行与检修基本规范的概述；第2章论述了现在主要的信息技术在输电线路运行与
检修中的应用；第3、4、5章从地理信息的获取和管理及其在电力行业的应用角度，介绍了地理信息系
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GPS／GIS／MIS集成的基本原理及专业知识；第6、7章是本书的
核心内容，着重从线路巡检GIS工程的分析设计与实施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案例方面论述建立实用的
线路巡检GIS所覆盖的关键技术与实现过程。
全书以“输电线路运行检修规范一地理信息技术的原理与应用一多种技术集成方法一技术实现与案例
”为线索，深入浅出，内容上力求“新、广、易”。
因此，本书可供各级电力公司的管理人员，电力生产建设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行业协会，各级信
息系统工程设计、建设单位和公司的决策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作为电力行业工程技术人员及大中专院
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读物。
本书的完成，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怀和支持，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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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输电线路运行检修地理信息系统(GIS)建设及应用的经验和体会，收集了当前有关基于GPS
、GIS的电网生产管理系统工程的最新资料，描述了电力设备在线监测和故障诊断的基本知识与原理
，全面阐述了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的结构、功能、特点及其在电力行业中的应用。
    本书主要包括输电线路运行与检修基本规范、信息技术在输电线路运行与检修中的应用、地理信息
系统、全球定位系统、GPS/GIS/MIS的集成与应用、线路巡检GIS工程的分析设计与实施等内容，最后
给出了基于GIS的南阳等地输电线路巡检一体化生产管理系统的案例。
    本书可供各级电力公司的管理人员，电力生产建设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其他相关信息系统工程
设计、建设单位和公司的决策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作为电力行业工程技术人员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
师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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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1.1 电力系统在线监测技术现状分析电力系统是一个由众多发、送、输、配、用电设备连接而
成的大系统，这些设备的可靠性及运行状况直接决定整个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也决定着供电质量和供
电可靠性。
检修是保证电力设备健康运行的必要手段，它关系到设备的利用率、事故率、使用寿命，以及人力、
物力、财力的消耗和电力企业的整体效益等诸多问题。
随着电网建设的加速和市场经济的推进，电力企业为避免由定期预防性试验及定期检修对设备检修“
过度”或“漏失”而引起的运行可靠性降低和经济损失，迫切需要以输变电设备状态在线监测与诊断
技术为基础的状态维修，以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
美国最早开展以在线监测为基础的状态检修工作，日本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电力设备实施以状态
分析和在线监测为基础的状态检修，而欧洲很多国家也采用状态检修来提高检修效率。
国外统计资料表明，在实施状态检修后，一般可使设备大修周期从3-5年延长到6～8年，甚至10年，并
且1.5 ～2年即可收回实施状态检修所增加的投资。
应该说，国外在状态检修技术研究与实践应用方面都已取得了显著成绩。
美国电力研究院诊断检修中心的统计表明，实施状态检修提高设备利用率在5％以上，节约检修费用25
％-30％。
我国开展状态检修起步较晚，水电部1987年颁布的《发电厂检修规程》（SD230-1987）指出，应用诊
断技术进行预知维修是设备检修的发展方向。
应该说，状态检修在国内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由于输电线路在线监测技术的制约，期望加强现有模式下的离线监测手段来推动状态监测实施，但还
是存在诸多问题。
我国开展电力设备在线监测技术的开发应用已有20多年了，对提高电力设备的运行维护水平，及时发
现事故隐患，减少停电事故的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几十年来一直是根据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的规定，对电力设备进行定
期的停电试验、检修和维护。
定期试验不能及时发现设备内部的故障隐患，而且停电试验施加低于运行电压的试验电压，对某些缺
陷反应不够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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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GPS/GIS技术的输电线路运行检修管理系统建设》是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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