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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力工程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电力现场作业管控面临更高要求,如何科学有效引入智能

识别技术,全面提升作业管控成效,备受业内关注。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智能识别技术的应用现状,分

析了当前实践领域智能识别技术的主要类型。在探讨智能识别技术在电力现场作业管控中应用的基础

上,结合相关实践经验,分别从电力现场作业人脸检测与安全施工检测等方面,论述了基于智能识别技术

的电力现场作业管控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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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power engineering, power field operation control is 

facing more requirements. How to introduce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operation control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analyzes the main types of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urrent practical field.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in power field operation control, combined 

with relevant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application of power field operation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power field operation face detection and safety 

construction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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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社会,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对传统技术条件下的电

力现场作业管控方式构成了严峻考验与挑战,对新技术与新方

法的优化运用产生迫切需求。当前形势下,技术人员应立足电力

现场作业管控需求,精准把握智能识别技术的核心方法,全面提

升电力现场作业管控的智能化水平。 

1 智能识别技术的应用现状 

智能识别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实践运用,为新时期电力现场

作业管控提供了更为灵活多变的工具载体,使传统技术条件下

难以取得的管控效果更具实现可能。在智能识别技术辅助作用

下,电力现场作业管控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将得以显著提升,包括

指纹识别、语音识别和人脸识别等在内的多元化技术方法均在

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作业管控效能,提升了电力现场作业管控的

智能化水平。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智能识别技术的优

化运用,在细化完善专业技术规范,拓展丰富智能识别技术框架

等方面制定并实施了诸多具有导向性的政策策略,为新时期电

力现场作业管控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遵循,在特定范围

内突破了专业技术瓶颈问题。同时,各级电力企业同样在完善智

能识别技术流程,构建多元化智能识别数据信息库等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创新研发了具有部分人类思维与意识的专业仪器

设备,成效突出。尽管如此,与当前高标准、高要求的电力现场

作业管控需求相比,当前智能识别技术的应用水平尚有较大提

升空间,理应立足实际,予以拓展延伸[1]。 

2 智能识别技术的主要类型 

2.1具有生命特征的识别技术 

2.1.1智能语音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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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是智能识别技术应用的主要面向对象,可通过特定规

则识别分析发声者的音色、音调和声音强度等,进而根据识别结

果判断发声者的身份。在现代技术支持下,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的

应用更趋成熟,多类型的移动智能终端均嵌入了语音识别功能

模块,可随时随地开展智能语音识别任务,执行相应指令。依托

于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电力现场作业管控的实效性更加突

出,可构造科学合理的语音识别体系,便于更加精准高效地进行

作业。 

2.1.2智能指纹识别技术 

人类手指指纹各不相同,其所存在的微观性显著差异,为智

能指纹识别技术提供了良好基础条件。通过融合运用智能识别

技术,相应设施设备可精准判断指纹所对应的操作人员,经过对

比分析,得出识别结果,根据判断结果作出“可信”或“不可信”

等响应。智能指纹识别技术具有高度单一性特征,操作者可将特

有的指纹特征作为基本载体,生成指纹图样,在电力现场作业管

控中更具准确性。 

2.1.3智能人脸识别技术 

与指纹信息相类似,人体面部特征同样千差万别,利用智能

识别技术可采集人脸面部数据信息,并将其与事先存储的人脸

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若信息比对一致,则可判定操作人员的有效

身份。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的实际应用需要对识别到的人脸图像

进行专业技术处理,对光照度和明暗度等进行调整,提高图像清

晰度,进而对面部整体特征和局部特征等进行细化分析。在完成

识别后,可将处理完成的信息传递给处理器,满足指令信息响应

要求。 

2.2不具有生命特征的识别技术 

通过技术创新与实践运用,不具有生命特征的识别技术

同样开始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智能卡识别技术、射频

识别技术和条形码识别技术等,这些不同的识别技术在面向

对象、识别规则与操作响应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所取得的识

别效果同样具有一定不同。以射频识别技术为例,其通常将射

频识别终端作为基本工具,通过读取特定物品上独有的标签

信息,协同完成数据采集、数据传输与数据认证等任务, 终

做出有效判断[2]。 

3 智能识别技术在电力现场作业管控中的应用 

3.1电力现场作业管控难点 

3.1.1现场视频违章判定的准确性有待提升 

在当前智能识别技术应用中,如何准确识别所提取到的相

应现场视频信息,对电力现场作业保持动态化管控,成为技术应

用中的难点所在。纵观以往识别方法应用实际,普遍存在电力现

场视频违章判定准确性不足这一共性问题,尤其在电力现场作

业范围大、人员数量多、操作环节复杂等客观条件影响下,更是

放大了电力现场作业管控难度。现场视频中涵盖的信息种类繁

杂,若仅凭人工远程识别控制,势必难以形成 为准确、全面的

判断结果。 

3.1.2视频监控信息量大,识别提取有效信息难度大 

电力现场作业监控的过程会形成大量的视频监控信息,

庞大的数据量使识别提取难度变得更大。从以往实践来看,部

分视频监控信息识别提取对人工专业技能要求较高,在经过

长时间的人工识别后,将不可避免地形成疲劳,影响信息识别

提取的 终效果,出现部分错误。经过长期研究与探索,智能

识别技术在电力现场作业管控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可在

更深层次上替代人工识别模式,在海量的视频监控信息中准

确提取有用信息。 

3.2智能识别技术的应用 

3.2.1图像识别 

图像识别方法在电力现场作业管控中的应用主要利用计算

机技术与软件技术,构建基于图像信息采集、分析与处理的识别

流程体系,明确每个识别环节的具体要求,形成更加准确有效的

识别效果。在图像识别中,应配置性能稳定的识别硬件装置,对

电力现场作业中的不同要素进行分类识别,并按识别规则对其

中所包含的表格、文本和图片等信息进行区分,形成可视化的图

像识别模型。现代电力现场作业对标准化操作具有较高要求,

而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的优化运用,则可在系统平台内建立识别

功能模块,在分析联通区域、查找块区域、查找文本行和得出图

像信息等环节后,得出图像种类判定结论,进而识别出复杂现场

作业场景下的各类信息。 

3.2.2个人防护装备智能识别 

根据电力现场作业安全规则要求,应始终强化个人安全防

护,降低现场作业安全事故几率。对此,可通过个人防护装备智

能识别技术,将图像和监控视频数据作为基础,对作业中应配备

的安全帽、安全绳、绝缘手套等防护装备进行智能识别,并根据

识别结果,形成安全防护作业要求,以规范现场作业过程。在上

述过程中,可采用卷积神经网络算法,将识别提取到的个人防护

装备信息进行分析,按照作业场景对收集现场的视频片段进行

分类。运用网络参数,将识别信息与数据库信息进行对比分析,

结合识别现场的安全防护设备,构建网络模型,辅助作业人员按

要求佩戴防护装备,并进行远程优化管控。 

4 基于智能识别技术的电力现场作业管控系统应用 

4.1电力现场作业人脸检测 

4.1.1电力现场人脸特征识别方法 

正如前文所述,人脸识别在电力现场作业管控中扮演着不

可替代的关键角色。为提升电力现场作业人脸检测的准确度,

应提前设置相应的人脸检测算法,将所有参与电力现场作业的

人员面部特征信息导入数据库,对全局面部特征和局部面部特

征进行分类管理,形成不同类型的面部特征点。合理优化分解面

部特征点的数量与布局,在更大程度上明确智能识别中的频率

和方向信息,以参数化的方式优化识别过程。采用混合增强学习

算法等,构建多类型参数间的数据误差关系,降低可能出现的识

别差错几率。 

4.1.2智能管控系统中安全分析管控 

现代电力现场作业管控需重点突出安全管控,在保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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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有序推进的前提下,以连续性的方式识别、判断与排除潜在

安全隐患。因此,在安全分析管控中,可通过对智能识别到的图

像进行分块处理,提取有用信息,然后进行人体识别和安全识

别。以色彩识别为例,智能管控系统应配置性能稳定的色彩功能

识别模块,通过特征匹配等方式,采集电力现场作业环境中不同

的安全帽颜色,对不同工作人员进行分类管控,然后辅助进行作

业人员审核和作业授权。 

4.2安全施工检测 

4.2.1目标定位 

电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中目标定位的过程同时也是判定目

标具体信息的过程,通常需要采用视觉算法,对目标对象的位置

信息进行全面检测,并利用尺度参数和长度参数等提高定位准

确性。在获取到目标定位信息后,应根据电力现场作业管控的基

本要求,剔除存在明显偏差的数据信息,筛选有用特征信息,并

对目标定位进行分类。在相对尺度不变的情况下,目标定位可

根据旋转图像特征,构造三维物体模型,将不同类型目标进行

准确区分,避免施工机具、作业材料和其他障碍物等要素的扰

动影响。 

4.2.2目标特征选择 

安全施工检测中的目标特征选择需要按照可靠性、独立性、

可区分性等原则要求,排除存在明显畸变的目标特征数据,使

终确定的目标特征具备更加稳定有效的衡量度。根据智能识别

区域面积、轮廓、质心和离散度等参数,筛选有利于识别分类的

特征组合,对不同作业场景下的目标进行分类,降低冗余信息

量。运用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分类器,对电力现场作业环境进行立

体模拟,构造形成 优线性分类面,对相对较小的目标特征进行

提取。采用函数化处理方法,优化目标特征区分状态,确保 终

识别效果符合要求。 

4.2.3目标检测与处理 

基于智能识别技术的电力现场作业管控通常可识别到多类

型的颜色特征、纹理特征、形状特征、运动特征和空间位置特

征等,这为提高目标检测质量提供了良好载体。因此,在目标检

测与处理中,应对上述目标特征进行差异处理,将多幅单一图像

构造形成连续的图像序列,从不同角度描述目标对象状态。应用

时间约束条件和场景相关特征等,对目标检测效果进行优化,提

取目标变化状态,计算特征向量,减少目标分类错误状况。对电

力现场图像数据集进行增强处理,提高图像可辨识度,保证目标

检测稳定性。 

4.3运动目标识别 

对运动目标的精准识别是电力现场作业管控的关键构成部

分,也是智能识别技术应用的重要方面。对此,可采用背景差分

法、帧间差分法或光流法等,针对电力现场作业中的移动目标进

行动态识别,获取相对完整的运动目标特征数据,以此为参考实

施有效管控。其中,背景差分法通常将特定灰度参数的背景作为

基准目标,将电力现场作业要素作为识别对象,预先建立背景模

型,再将每一幅识别到的图像与背景模型进行比对分析,获取二

者偏离幅度,判断运动目标状态。运动目标的识别应强化硬件装

置对速度的敏感度,避免出现识别中的空洞现象。 

4.4现场作业管控模型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构造参数,搭建基于智能识别的现

场作业管控模型,清晰直观地观察电力现场作业各项被测对象

与目标的现状,根据不同要素之间的衔接对等关系,生成相应指

令,辅助管控人员调整优化现场作业规范。在现场作业管控模型

辅助作用下,相对分散的管控要素可得以高度集中整合,按照智

能识别精准度完成排序和分类,并通过变化曲线的方式描述现

场作业管控的实时状态。可以预见,在未来电力现场作业管控中,

由智能识别对象构造而成的管控模型将发挥更加重要的现实作

用[3]。 

5 结语 

综上所述,智能识别技术的价值作用与内在优势决定了其

在电力现场作业管控中的关键地位。因此,技术人员应摒弃传统

陈旧的电力现场作业管控模式束缚,宏观审视智能识别技术在

实际应用中的关键方法,建立健全基于全流程的作业管控方法

体系,拓展丰富电力现场作业管控路径,提升技术人员对智能识

别技术应用的熟练程度,为全面实现智能识别技术的总体价值

奠定基础,为促进电力现场作业管控质效提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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