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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各事

物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庞大的通信网络，传统表格、文

字式的管理方式已无法满足运行管理需要。表格、文字只能对

通信网络中设备和光缆的属性信息进行描述，无法直观表示

设备位置分布和光缆走径信息，手工在地图上绘制通信光缆

虽然能够显示走径信息，但无法表达属性信息和关联关系，对

通信网络运行和管理的作用十分有限。在通信网络故障处理

中，经常因为在现场寻找某条通信光缆而花费一整天甚至几

天时间，严重影响故障处理效率和通信网络运行可靠性。电力

通信网络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手段提高规划、实际、运行管理水

平。地理信息系统就是一个集地理信息技术为一体的技术，可

以满足人类的物质文化需求。

2 地理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

在如今的社会，地理信息系统的来源有很多且他们拥有

很多种不同的特点，而具有对信息数据的处理能力决定了其

巨大的用途。这种能力的具有决定了它可以给电子通信保障

系统提供巨大的支持。硬件设备和软件设备组成了地理信息

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其中的硬件设备主要有：淤采集数据的设

备，有各种种类的数字化仪器；一旦拥有了数据采集装置，对

于搜寻信息数据来说就会轻松很多；于人机图形交互装置，它

可以利用高分辨率的彩色图形显示器和输入部件，这样一来，

就可以对成千上万的数据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盂中央处理

的装置，通常使用不同类型的数字计算机；榆存储数据的机

构，作为计算机的外存设备，主要是拥有大容量的磁盘和磁带

机，可以将现在已有的资源保存下来，以此满足后期的分析和

使用。这些软件设备和硬件设备都是一个组织，必须由他们联

合起来协作，才可以完成地理信息系统的任务。电力通信保障

系统的流通必须要有地理系统的支持。地理信息系统是电力

通信系统不断向前发展的有利保障[1]。

3 电力通信保障系统的基本特点

随着经济和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电力通信保障系统也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基于地理信息技术下的电力通信保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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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其他的通信系统有些许不同之处。其一，电力通信系统是

建立在地理信息系统的前提之下的，有了地理通信系统的支

持，电力通信系统比一般系统要更加灵活和便捷，能够在很复

杂的数据面前找到最精准的需求；其二，地理信息系统随着科

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它的

保障制下，电力通信系统能够在地理通信系统提高各部门之

间的协作能力，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电力通信系统的准

确性和可靠度；其三，电力通信系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电

力继电保护装置正常运行，所以在面对电力系统发生事故的

情况下，要具备良好的冲击力；其四，电力通信保障系统相当

于和地理通信系统相互协调工作，结构比起一般的要复杂很

多，具有不同属性的特点，可以满足各种用户不同设备的需

求；其五，拥有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收集功能，电力通信系统

在中国的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范围也比一般的更加宽阔[2]。

4 电力通信系统的现状

在过去，中国的电力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随

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的不断努力，以及现代社会

人类生存对电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

的差距，经过数十年科研人士的奋进努力，中国的电力通信水

平已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和变革。现如今，在中国，电力通信

系统已经遍布中国各个角落，逐渐满足了中国各个地区的通

信的需要。同时，不断完善电力通信技术，使地理信息系统为

国家的电力通信系统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完备的电力通信

系统团队已经初见规模，中国也在不断培养关于电力通信方

面的人才，为中国的电力通信系统做良好的保障。政府相关部

门也制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的电力通信系统的运作

变得更加规范和合法。随着社会的不断更新变革，中国的电力

通信事业将更加完备，更能代表新时代的科技含量。

5 电力通信系统的优点和用处

电力通信系统是电力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要素，

在国家电力通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电力通信深

入电力系统中的不断更新与发展，电力通信对电力系统所起

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电力系统的安全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电力通信是电力系统为了适应国家电力系统发展的需求而存

在的，为了能够更加地契合国家电网系统的需要，融入了地理

信息系统的技术作为依托，所以，电力通信在电力系统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为电网调度自动化和管理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对网路安全、快速的运转也有一定的影响。电力通信对电力网

络的安全稳定运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电

力通信系统可以为电网调度指挥提供高质量、高可靠性的语

音通道，这样一来，电网调度员和电网运行人员的操作和使用

就变得更加便捷，使电网工作的人员能更加及时、准确、清晰

地了解具体情况，并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好地解决其中所

出现的问题。第二，电力通信的精准度性、及时性和可靠性，使

电力系统地数据能够及时、稳定地传输和传达。再次，电力通

信系统为电力系统也提出了更加完备和更加完善的保障措

施，确保了继电保护装置能够正确做出相应的工作，改善和提

高了继电保护动作性能，在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最后，电力通信具有很强的耐冲击

性，它是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一道强力地保障，在电力系统故

障事故后，电力通信可以准确地发动信号通知，以此来减少因

为电力系统的故障而带来的危害，维护网络安全稳定控制系

统的可靠运行，使其在如今网络不安全的社会给人类的心灵

带来一丝安慰[3]。

6 结语

电力通信是电力系统安全运转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社

会和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电力通信的发展，电力通

信系统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有效地防止和控制了

电力系统故障，对加强电力系统的管理和数据的收集传达，都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通信网的安全运行直接影响到

电网的安全运行，电力通信在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中的重

要技术支撑作用意义重大。电力通信网是为了保证电力系统

的安全稳定运行而生的。它同电力系统的继电保护及安全稳

定控制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被人们合称为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的三大支柱。因此，在科技不断更新换代的社会，为了

使电力通信系统能够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脚步，国家要加大

在电力通信系统上的资金投入，让地理信息系统能够有足够

的资金去支持国家的电力通信系统工作，使其更好地为电力

系统安全作保障。虽然电力通信的自身经济效益暂时不能得

以直接体现出来，但它所产生并隐含在电力生产及管理中的

经济效益是巨大的，全社会必须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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