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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枢纽远程集控系统通讯方式及现场调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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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计算机技术正在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当中。在水利

枢纽正常运行的时候,要按照发电流量来确保江河下游的供水。如果发电流量出现缺额,就要及时开启泄

洪闸门来进行补充泄水。远程集控系统就是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对被控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和管理,它能

够将原本分散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设备通过这个系统来进行远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大大增加了便利性。

基于此,文章就水利枢纽远程集控系统通讯方式及现场调试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水利枢纽；远程集控系统；通讯方式；现场调试 

中图分类号：TV61  文献标识码：A 

 

1 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总体

目标 

水利枢纽工程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着突出性作用,在明确该类工程建设的

整体目标的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明确发

展方向,使建设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为

可靠性地展开。在今后一段时期还需要

将可靠的防洪调水工程体系建立完全,

保障水利枢纽工程管理体系的进一步规

范化以及精细化,促进井然有序的河湖

管理体系的建设完善,发挥现代信息技

术所带来的优势,保障信息化管理体系

的高效建立,促进工程建设朝着良性发

展的方向展开。 

2 远程集控系统传输方式概述 

远程控制技术由来已久,是控制领

域的一项重要技术。传统的远程控制主

要包括以下几种：基于无线的远程控制、

基于有线的远程控制(包括基于公用电

话网远程控制、专用线路的远程控制)。

其中无线方式和电话线远程控制应用比

较广泛,主要是这两者初期建设的时间

短,而且短时间应用中费用小,线路的维

护费也比较低。 

随着控制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现

场环境越来越复杂,需要监控的目标越

来越多样化,对驱动器和用户接口的需

求越来越高,同时监控系统的结构也变

得越来越分散化。目前的远程控制系统

由于结构复杂、分布距离远,而且要求集

成网络中的不同平台,这些问题是传统

的方法所难以解决的。传统的远程控制

方法已不能适应系统拓扑结构的分散化

需求。因此,随着计算机硬件成本的降

低、功能的日益强大,远程控制系统已开

始倾向于使用计算机网络系统。 

3 水利枢纽运行对下游水文的

影响 

水利枢纽建设与河流水文之间有

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大量水利工程的开

发和建设,天然和河流水文受到人工的

干扰和调节,水库的蓄水量也会由此发

生巨大的改变；大坝的修建目的在于调

节河流的蓄水量,在枯水期蓄水和在洪

水期放水的作用,以此来调节河流的蓄

水量。 

水利工程的修建对下游河道的水

文影响作用表现在调节气候、影响河流

的汛期和非汛期,河道修建大坝后下流

非汛期径流变化量增大,径流年内分配

量平坦,径流年极值与建坝前相比有不

同程度的增大,流量极小值在枯期电站

关闸时候造成短时间的流量减小。水利

工程像其他工程一样,在造福人民的同

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水利枢纽

对下游河道的水文要素有较大的影响,

我们要站在合适的立场上进行客观的

评价。 

4 水利枢纽远程集控系统的

结构 

4.1远程集控中心计算机监控系统

的结构 

远程集控中心计算机监控系统是一

套完善的水利枢纽实时控制和集中控制

的系统,同时具有强大的系统监控功能。

这个系统采用是高速交换双以太网络的

分布式、全开放、可配置结构,安全可靠

性很强,同时还具有可移植、可扩充、支

持异形机网络互联和联网功能。 

计算机监控系统主要分为两层,一

个是调度控制层,另一个是管理信息层。

其中,调度控制层采用的是双一千兆的

主干以太网来对各个设备进行连接,而

管理信息层采用的则是单一百兆以太网

来连接生产管理设备。 

4.2水利枢纽上层网络系统的结构 

水利枢纽上层网络系统的建设主

要是为了更加方便的与远程集控中心

进行连接,更好的实现水利枢纽工程的

远程集控。上层网络系统主要是由多台

一千兆的主干网络交换机组成,分别安

放在水电站的副厂房和水工坝顶控制

楼中。这些交换机利用各自的一千兆光

纤端口和1千米的单模光缆进行连接,

以构成一千兆的主干网络。然后针对水

利枢纽原有的各个子系统进行软件和

硬件上的升级和改造,将这些子系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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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纳入到这个一千兆的主干网络当中,

以实现对整个水利枢纽的远程集中控

制和管理。 

远程集控中心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和

水利枢纽的上层网络系统的建立和连接,

能够实现对整个水利枢纽的发电系统、

泄洪系统等诸多子系统的远程监控。同

时对水利枢纽的各个部分进行数据采集

和安全监测,最终实现对水利枢纽工程

的远程集控。 

5 水利枢纽远程集控系统的通

讯方式 

5.1通讯的基本功能与要求 

水利枢纽远程集控系统的通讯能够

通过对周期性实时数据的采集,实现采

集周期的可调。通过变化传送和周期扫

查的方式处理各类数据,以确保相关数

据能够得到及时的收集。通讯系统能够

采取周期性同步更新的方式对系统的数

据和历史数据进行更新,以实现内部数

据的外传。同时还能够限制外部系统对

内部数据库进行全局访问,确保了内部

数据库的安全性。此外,通讯系统还能够

根据用户的不同要求进行数据集和外部

系统之间的双向通讯,并支持与远程计

算机之间的通讯。另外,通讯系统还能够

支持将多项数据按照优先级顺序进行先

后传送,保证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通讯

畅通,以便实现对整个水利枢纽的全面

监测和控制。 

5.2远程集控中心与水利枢纽之间

的通信通道 

在水利枢纽远程集控系统当中,计算

机监控系统在进行远程通信时,采用的是

两种不同传输介质的通信通道。其中,主

通信通道所采用的是SDH数字微波,通信

带的宽度为多个两兆每秒组成,是由多个

EL通讯线路捆绑而成的十兆每秒的以太

网接口。而备用通讯通道所采用的是多个

两兆每秒的端对端光纤通道,利用多个不

同型号的协议转换器通过相应的接口电

缆与路由器广域网接口相连接,主通道和

备用通道之间的相互冗余,能够使通讯通

道的可靠性得到有利的保障。 

远程集控中心的监控系统也具有完

整的通信功能,可以对整个系统当中的

数据和资源进行共享,同时保证整个系

统高效、稳定的运行。系统通信的规约

是以TCP/IP协议为基础。系统控制下的

各个设备和局域网之间,是按照开放式

系统的形式,通过客户服务器的模式,来

实现数据传递的。此外,监控系统还通过

广域通信的方式与各个梯级电站实现通

讯的,其通讯协议符合各个梯级电站计

算机监控系统的要求。 

5.3通讯功能与数据发送 

在水利枢纽工程中,是由主干网络

利用路由器的广域网口和主备用通道,

将各个子系统当中的各类相关信息和数

据,发送到远程集控中心的主干网络当

中。在数据发送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是定

时周期性的自动采集和随机采集的方

式。在监控系统的内部,是通过以太网将

各个设备之间的通讯进行连接,所采用

的是TCP/IP的规约。在各个梯级电站中,

上行数据传送到远程集控中心的调度控

制层,然后由计算机节点设备将下行数

据发送出去。经过仔细的校验和确认,

再通过点对点的形式发送到各个梯级电

站节点当中。 

6 水利枢纽远程集控系统的现

场调试 

对水利枢纽远程集控系统进行现场

调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其能够正常的

运行和工作。调试时需要完成对远程集

控中心系统和水利枢纽监控系统的数据

核对工作,同时保障远程集控中心与各

个子系统能够实现远程通讯。 

在现场调试的过程中,除了要保证

顺利的完成新系统的安装与调试工作,

更重要的是不能对正在运行中的设备造

成影响。因此,在进行现场调试之前,要

根据水利枢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份

全面、完善的执行计划和方案。同时针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或影响,提前做好应

急预案和紧急处理措施,以保证调试任

务的顺利完成。 

7 结语 

远程集控系统对水利枢纽工程的运

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极大地

提高水利枢纽的控制和管理的效率,确

保水利枢纽正常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同时,远程集控系统中的通讯和监控

功能,能够实现对水利枢纽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数据进行及时的采集和分析,对

其中可能存在和发生的问题提早进行预

防和处理。因此,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应

当加强对远程集控系统的相关技术的学

习。对其在运行过程中容易产生的问题

给予充分的重视,以确保远程集控系统

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使水利枢纽能

够更加安全、稳定的运行,为我国水利事

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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