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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电网数据治理系统设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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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山西电网公司目前所面临的数据问题做了全方位的分析，采用自查和他查 ２ 种方式对数据的完整性、规范

性和准确性 ３ 个维度进行核查，通过督办和管控手段，健全数据常态化维护机制和考核机制，提升数据质量，实现对同期线损、
配网可视化、营配贯通、供电服务指挥平台等应用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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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国网十三五配电规划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

配电网基础数据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营、配、调业务

未完全贯通，数据不能实现共享，设备台账、网络拓

扑、运行信息未完全对应，配电网规划所需数据人工

维护工作量大，一致性、准确性有待提高；要求“十
三五”期间大力推进配电网数据信息化集成应用，
夯实管理基础。

目前 ＰＭＳ２． ０ 系统中历史数据迁移效果比较

差，新增设备参数填写不完整、不准确，图数未关联、
图数关联错误等情况严重，导致系统中存在大量垃

圾数据和不准确数据；由于配网数据量大、涉及面

广，并且其它系统对配网数据依赖程度比较高，配网

数据质量直接影响营配贯通和台区线损等业务应

用，同时对运检部实用化情况也造成一定程度影响，
因此提升数据质量成为配网数据治理的重点工作。

１　 数据问题描述与分析

随着 ＰＭＳ２．０ 系统逐步深入应用，数据质量问

题逐渐暴露出来，山西电网公司的数据质量管理管

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下面就系统中暴露出的典型

问题进行分析。
１．１　 数据迁移混乱

历史数据迁移效果比较差，并且每次升级后总

会出现数据丢失、属性变更无据可查。 新增设备参

数填写不完整、不准确，图数未关联、图数关联错误

等情况严重［１］。 ＰＭＳ２．０ 的数据来源于 ＰＭＳ１．０ 的

基准库以及 ＧＩＳ 系统等多个支撑平台。 当初的数据

迁移方案是保障 ＰＭＳ２．０ 能尽快投入运营的前提，
但由于数据迁移工作涉及到跨平台、数据量大、冻结

期短、业务数据关联性强、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高等

特点，在数据迁移的初期工作中，造成了数据迁移混

乱，使得数据迁移工作不仅进展缓慢，并且由于不正

确的数据迁移产生的不完整、不一致的数据，严重影

响了系统升级期间正常的生产运营工作［２］。 数据

迁移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数据源数据质量问题。 图数对应问题、参

数维护不正确、图形拓扑异常、垃圾数据等。
（２） 数据迁移工具和 ＰＭＳ２． ０ 系统的 ＢＵＧ。

ＰＭＳ２．０ 前台展示不正确以及数据迁移逻辑错误等。
（３）迁移中的数据错误。 厂家、型号对应错误，

组织机构人员对应错误等。
（４）业务规则问题。 部分台帐参数的填写规



范，部分数据迁移的业务规则等。
１．２　 设备台账数据关键属性缺失

设备台账是反映企业设备资产状况，包括企业

各种类型设备的数量及设备变动情况的主要依

据［１－２］。 设备台账数据通过 ＥＴＬ 工具，从 ＰＭＳ１．０ 系

统中将数据迁移到 ＰＭＳ２．０ 系统。 ＰＭＳ２．０ 是以企

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主线，以状态检修为核心，
依托电网 ＧＩＳ 平台构建的企业级电网资源中心，是
一个统一、高效、集约的运维检修管理信息化平台。
电网运检业务涉及面广、用户基数大、接口多、协调

管理复杂、系统数据量大，ＰＭＳ２．０ 从单纯的工作记

录整合处理，演化到以设备台账为基础，业务流程环

节紧密配合，以及生产过程精确把控的设备全生命

周期跟踪管理。 由于 ＰＭＳ１．０ 系统是以单纯的工作

记录整合处理为主，使得大量历史设备台账数据的

属性并不完整，特别是面向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

关键属性缺失，如生产厂家、设备型号、运维单位等、
设备采购时间、初次投入使用时间、检修时间、设备

全负荷运行时间、超负荷运行时间、设备工作地点

等。 这些关键属性在 ＰＭＳ１．０ 中并没有记录，特别

是设备检修数据依然停留在设备维修班组的日常工

作记录中，而设备采购数据保留在设备采购系统中，
并没有集成进来，造成 ＰＭＳ２．０ 设备全生命周期管

理过程难以实现。
１．３　 线路、设备台账数据与图形不一致

ＰＭＳ２．０ 系统中的基础数据主要分为 ２ 部分：一
是图形数据，图形数据是指在 ＧＩＳ 系统中绘制的站

房、线路、站外设备、站内设备等数据的电系关系、拓
扑关系、关联关系及相关设备的图模信息。 图形的

历史数据来源于 ＧＩＳ 系统，通过国网总部开发的图

形数据迁移工具将数据迁移到 ＰＭＳ２．０ 中；二是设

备台账，设备台账是掌握企业设备资产状况，反映企

业各种类型设备的拥有量及设备变动情况的主要依

据。 设备台账数据通过 ＥＴＬ 工具，将数据从 ＰＭＳ１．０
系统迁移到 ＰＭＳ２．０ 系统中。

图形数据与设备台账主要问题是：
（１）ＧＩＳ 系统中设备存在图形，但无对应的台账

数据；或者设备台账中数据存在，但 ＧＩＳ 系统中未找

到相应的图形。
（２）ＧＩＳ 系统中设备图形与对应的台账数据名

称不一致。
（３）ＧＩＳ 系统中设备的专业分类错误。
ＰＭＳ２．０ 中的图形及台账数据质量较差，对部分

依赖于图形拓扑数据的业务产生影响，如停电信息

分析、停电信息报送等业务，对后期的 ＰＭＳ２．０ 高级

应用的使用及各个部门间的业务协同存在影响。
１．４　 大量的垃圾数据

在 ＰＭＳ２．０ 试运行期间，由于基层班组在使用

过程中对系统中的各项功能优化后的流程仍存在疑

虑或知识盲点，对其中部分业务掌握不透彻，还存在

欠缺且对项目组依赖过大，在现场对线路改造、拆
除、退运时没有遵守标准的操作流程，特别是对图形

数据进行修改、删除和退运操作处理，造成现场留用

杆塔数据大量流失，线路、杆塔、设备等垃圾数据残

余；其次，由于 ＰＭＳ２．０ 的设备台账数据结构是按照

设备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的，需要进行完整定义

和部署，但 ＰＭＳ１．０ 系统中的设备台账数据属性不

全，甚至还存在关键属性缺失问题，在数据迁移过程

中，存在部分数据需要多次迁移和映射的现象，从而

衍生出大量的垃圾数据。

２　 系统架构设计与分析

对于上述问题，基于现有的指标体系，建立对站

房、站内一次设备、配电线路、线路设备、低压设备等 ５
大类配网设备的核查治理工具，采用自查和他查 ２ 种

方式对配网数据完整性、规范性和准确性 ３ 个维度进

行核查，通过督办和管控手段，健全数据常态化维护

机制和考核机制，提升数据质量，实现对同期线损、配
网可视化、营配贯通、供电服务指挥平台等应用提供

可靠的数据支撑［３－６］。 系统架构设计如图 １ 所示。
　 　 针对设备台帐准确性、中压图数一致率、拓扑联

通率等 １５ 类配网基础数据建立一套统一考核指标；
通过自查和他查的方法对配网数据完整性、规范性

和准确性 ３ 个维度进行核查。 接入 ＰＭＳ２．０ ／ ＧＩＳ１．６
系统数据后，开展对设备的自查工作，通过接入同期

线损、ＳＧ１８６ 等数据开展他查工作；并建立 ３ 个管理

库：业务规则库、问题清单库、治理经验库。 从而对

业务规则进行梳理，对数据问题进行分类，以及对同

类数据问题治理经验的管理，为后期智能化数据治

理工作做好铺垫。
２．１　 自查工作

（１）数据完整性。 建立设备校验机制，对设备

包括低压设备进行全面核查，检查校验设备台账属

性完整性：主要设备大类包括站房类设备、间隔单

元、站内一次设备、配电线路、低压设备 ５ 大类设备

类型 ３００ 余小项进行完整检查。 其中，针对单线图、
台区地理沿布图完整性进行检查，辅助基层人员进

行整改，从而提升整体数据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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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系统架构设计图

Ｆｉｇ． 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２）数据一致性。 对设备拓扑关系按照“站—
线”、“线—变”进行多维度分析，从配网接入点到配

网电站检查是否存在拓扑关系；验图形和档案是否

对应，通过“纵向＋横向”方式对图形进行检查，逐步

提升设备台账数据和图形数据规范性和一致性。
（３）数据准确性。 根据梳理的业务规则，建立

设备规范库、核查库，通过业务规则固化成数据库语

言对台帐数据进行全面核查，发现隐藏问题、定位问

题并辅助用户修正问题，提高台账数据质量，有效支

撑运检、营销、调度等业务应用。
２．２　 他查工作

通过营配调贯通低压“变－户”一致率，从运检

电站到营销用户纵向核查，汇总统计不一致数据，对
涉及到配网接入点、变压器、线路、电站问题进行比

对。 通过查看各单位低压一致率指标情况，对运检

测档案和关系进行分段统计分析，定位问题数据。
以 １０ｋＶ 台区线损监测为抓手，对线路线损率不合

格下所挂接的公共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将问题数据

通过表格方式导入工具中，按照工具统计规则分析

变压器图数是否一致，拓扑关系是否正确。
通过配网运维管控模块指标中，配变一致率和

配变完整率指标情况，反映配网数据治理，形成数据

质量支撑业务应用，业务应用促进数据整改方式，提
升配网指标。

通过停电信息，结合停电设备、停电范围和停电

区域，人工判断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通过故障研判，
根据供电路径分析故障范围和故障设备是否和实际

一致。 通过故障研判应用情况，反映数据质量情况，
依据停电分析结果的准确率和故障研判结果的准确

率，按照“谁维护谁承担”的原则对问题数据维护班

组进行考核通报，通过考核与业务应用相结合的方

式逐步提升数据质量。
总体按照“工具核查和人工整改相结合、数据质

量提升促实用”的工作思路。 通过“事前控制”对设

备和图形参数信息和图数关联信息按照工具规则库

进行校验，在数据录入源头保证数据质量准确性；“事
中校验”，针对 ＰＭＳ２．０ 系统中存量配网数据，通过核

查工具规则库，对存量设备和图形的完整性、准确性、
图数一致性、专题图成图规范性等进行校验，保障系

统中配网数据完整、准确、可用；“事后预防”，根据错

误数据类型，及时更新维护工具规则库，做到问题数

据“发现一次，预防一次”。 以质量为根源，管理为核

心，工具为手段，加强对配网设备管理。 通过核查工

具对配网数据完整性、准确性、图形拓扑关系等进行

核查，确保基础数据质量可用。 深化生产管理信息化

建设，提高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实用化水平。

３　 结束语

随着 ＰＭＳ２．０ 系统逐步深入应用，各地市电力

公司面临以下巨大的数据管控挑战。 因此，能否促

进生产管理精益化水平提升、实现电网信息化再上

一个新台阶，关键在于能否有效解决目前面临的数据

治理问题，并形成一套行之可行的数据管控措施。 本

文针对电力公司目前所面临的数据问题做了全方位

的分析，采用自查和他查 ２ 种方式对配网数据完整

性、规范性和准确性 ３ 个维度进行核查，通过督办和

管控手段，健全数据常态化维护机制和考核机制，提
升数据质量，实现对同期线损、配网可视化、营配贯

通、供电服务指挥平台等应用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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