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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首都

北京在加快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对供

电保障的安全性、可靠性提出了极高

的标准和要求。与此相应，北京电力

人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

加强管理，创新手段，全力确保首都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率先实现调控一体 

满足城市供电需求

2015 年 5 月 20 日， 当 调 度 员 下

达指令，酒仙桥变电站正式纳入市调

的一刻，国网北京电力调控中心调度

控制处的韩蓬显得有些激动。“今天，

北京电网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的集

中监控覆盖率达到了 100%，调控一体

化进程完成，这是大家经过 2800 个日

日夜夜的努力取得的成果。”

调控一体，即电网调度和变电站

设备监控一体化集中管理。自 2007 年

开始摸索、尝试，到一体化进程完成，

国网北京电力用了整整七年半时间，

实现了电网运行管理水平的飞跃性提

升，电网故障处置时间由“小时级”

降至“分钟级”。

这是一次需要勇气的尝试，没有

掌控电网安全 护航首都发展
文 / 本刊记者  赵一   通讯员  姜超

任何前人经验可借鉴。直到 2012 年，

调控一体才成为供电行业内统一构建

的模式。对于这种超前性，时任国网

北京电力调控中心主任的郑广君说得

一针见血：“没别的，就是为了满足

首都高可性供电需求。”

作为调控一体化全过程的亲历者，

郑广君对首都供电的特殊性深有感触。

“以住，用户的需求是有电没电的问

题，现在是电灯闪不闪的问题；以往，

停电了半个小时恢复属正常，现在，

用户的接受限度大致在十分钟以内。

首都的高标准，是我们不断创新突破

的目标和趋动力。”

通过调控一体化，国网北京电力

实 现 了 对 35 ～ 500 千 伏 等 级 的 477

座变电站的集中监控。该公司还对设

备缺陷定级实施动态调整管控，使北

京电网危急及严重缺陷处理率均达到

100%，一般缺陷处理率达到 98.7%，

分别比未实施动态管控前提高了 1.6%

和 6.4%。

创新风险管理机制 

防范大面积停电风险

“220 千 伏 西 朝 一 线 跳 闸 将 造

成 220 千伏望太二线超过允许过载能

力。”2016 年 5 月 17 日，国网北京电

力检修公司收到了来自国网北京电力

的度夏电网风险预警通知单，立即组

织制定响应措施。同时，国网北京电

力发展部、运检部、建设部、调控中

心也就这条预警信息分别作出了响应。

这是国网北京电力电网风险预警与管

理工作机制运行中的一幕。

电网安全不仅是调控系统自身的

事，关系到方方面面。必须将管控工

作扩展到各个专业领域，形成联合互

动的电网风险管控机制。基于此种思

考，国网北京电力遵循“稳定、预警、

协同”理念，建立了电网风险预警与

管理工作机制，强化电网运行与设备

管理、规划建设、营销服务等信息的

衔接共享，要求各专业部门、各单位

分别建立电网风险预警响应制度。“有

了这个预警机制，我们工作的针对性

大大增强。”该公司运检部检修一处

处长马锋表示。

与此同时，国网北京电力针对首

都重要客户多及轨道交通发展迅速等

情况，着力加强重要客户及城市轨道

交通供电安全管理，建立了涉及 8 项

风险指标的重要客户外电源健康水平

评价体系，滚动开展外电源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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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技术支持系统，实现对城市轨道

交通冲击负荷、跨区供电负荷等运行

数据的实时监视。该公司还强化停电

计划精益化管理，实现停电设备“一

停多用”，提升了用户供电可靠性；

完善电网“一级 +”风险差异化管控

标准，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应用先进技术手段 

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如果说国网北京电力努力通过管

理机制的完善将电网大面积停电风险

消灭于萌芽，那么一项项创新技术手

段的研究和应用，则是该公司快速应

对电网故障的“杀手锏”。

“我们仿佛有了‘神通手’，这

手可以从市调任意延长到各个变电站

操作设备，也有了‘千里眼’，每项

操作情况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且能够

实时掌控。”该公司调控中心人员刘

洋生动地打着比方。

目前，国网北京电力已实现所有

变电站设备常态化远方操作，具备试

送条件的电网故障，100% 均由远方完

成试送操作，故障试送时间由实行远

方操作前的平均 35 分钟降至 9 分钟。

仅需拉合开关的电网方式调整时间由

平均 1 小时缩短为 10 分钟。

北京电网人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

在远方操作的基础上，他们又开发、

试点了监控设备远方一键操作功能。

“原来是设备出现故障时才操作，而

一键操作，是根据计划方式安排，提

前预想可能发生的设备故障，并把解

决方案做到系统里。一旦出现触发条

件，只需按下一个按键，系统立即进

行自动操作。”刘洋介绍道。

当发生影响电网安全的紧急事件

时，一键操作可自动实现变电站一次

设备的快速分合操作，无需人工干预。

“同一个故障，远方操作如果用时 6

分钟，一键操作可能仅需 3 分钟。从

用户体验来讲，这种细微的变化几乎

感觉不到，但所有的提升都是这样一

点点积累起来的。”国网北京电力调

控人员李晓松认真地说。

目 前， 国 网 北 京 电 力 正 在 推 进

110 千伏及以上电网调度、监控的集约

管理，着力构筑新型都市电网运行管

理体系，为建设更明亮、更幸福的和

谐宜居之都而不懈努力。

全 面 夯 实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基 础，

有效提升员工安全风险素养，切实提

高作业现场风险管控能力，构筑大电

网安全基础保障体系，是国网蒙东电

力在发展新形势下，确保企业和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任务。鉴于此，

2013 年，国网蒙东电力全面启动“本

质安全化”企业建设的实践探索工作，

构建更加完备的安全体系，不断提升

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构建“本质安全化”企业  确保大电网安全
文 / 国网蒙东电力安质部主任  徐日洲

全面推进“本质安全化”建设

安 全 管 理 背 后 的 本 质 问 题 是 什

么？如何打造蒙东特色的“本质安全

化”管理模式？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国网蒙

东电力开展了以“一标双控”（标：

岗位标准；双控：人员管控、作业管控）

为主要内容的“本质安全化”建设探

索实践，全面优化组织运作行为。赤

峰供电公司为此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以“一台两法”为关键驱动，优

化组织运作。为强化“本质安全化”

建设的整体势能，赤峰供电公司创新

使用了群策群力组织学习技术，建立

一台两法（一台即兑标会平台，两法

即小课法和案例法）关键驱动，优化

组织运作效率。通过定期搭建兑标会

（员工沟通交流）平台，以标准化作业、

隐患排查与整改、不安全行为预控等

为主题，鼓励大家以讲小课和讲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