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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电通信的地位 

电力通信是能源互联网的基础支撑 

配电通信管网是配电物联网的基础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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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电力通信是能源互联网的基础支撑  

能源互联网 

物联网、互联网 

通信 

+智能电网 支撑数据流 、业务流 

+信息技术 实现万物互联 、网络互联 

       没有通信，就没有物联网、互联网。 

       没有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就难以实现高效、经济、安全运行的能源互联网。 



PAGE 5 配电通信管网是配电物联网的基础装备  

       云和边、边和端由通信管网连接。 

       数据流、业务流的循环流劢由通信管网实现。 



 配电通信的要求和挑战 

配电物联网对配电通信的新要求 

配电物联网给配电通信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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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配 电 物 联 网 对 配 电 通 信 的 新 要 求  

配电物联网建设带来业务需求的变革，对配电通信的基础支撑能力提出新要求。 

通信需求 

广覆盖 

高速率 

低时延 

高可靠 

低功耗 

业务需求 

设备广泛互联     三流合一  

状态全面感知     多源接入  

能力开放共享     互劢体验 

智能云边计算     反馈执行 

碳达峰               碳中和 
 



PAGE 8 配 电 物 联 网 给 配 电 通 信 的 新 挑 战  

智能配电网已经给了配电通信很多挑战，配电物联网又给配电通信带来很多新挑战。 



配电物联网下的配电通信技术 

远程配电通信的几种典型组网方案 

 配电通信的解决方案 

新一代中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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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0 配 电 物 联 网 下 的 配 电 通 信 技 术  

远程-有线通信 

光纤通信：EPON、GPON、工业以太网

中压电力线载波 

远程-无线通信 

无线公网：4G，5G 

无线丏网：eLTE，LTE-SDA，MF，230M丏网 

卫星通信：北斗短报文通信 

本地通信 

低压电力线载波（HPLC，窄带载波） 

微功率无线（RF 470M /920M、

Zigbee） 

HPLC+RF 双模 

LoRa，Wifi 

RS485，CAN总线  

配电 
通信 
技术 

       多种配电通信技术融合的多元通信，具有更强综合性能，能够适用更多业务场景。 

       目前已形成以光纤为主，中压电力线载波和无线公网为辅，多种通信方式共存的局面。 



PAGE 11 远 程 配 电 通 信 的 几 种 典 型 组 网 方 案  

组网方案 

光纤与载波融合组网 

全光纤通信组网 

全载波组网 

全无线组网 

载波与无线融合组网 

适用业务 

配电“三遥”、“二遥”和“一遥” 

配电“三遥”、“二遥”和“一遥” 

配电“三遥”、“二遥”和“一遥”，信息采集 

配电“二遥”和“一遥”，信息采集 

配电“二遥”和“一遥”，信息采集 

适应区域 

C类、D类、E类 

C类、D类、E类 

应用区域 

A+类、A类、B类 

A+类、A类、B类 

B类、C类、D类、E类 

光纤、中压电力线载波、无线公网融合组网，进行优势和劣势的互补。 



PAGE 12 新 一 代 中 压 电 力 线 载 波 通 信 技 术  

技术指标 
传输距离：架空线单跳10km，地缆线单跳3 km 

通信速率：100kbps，500kbps 

传输时延：≤20ms，≤5ms 

系统特点 
    丏用有线通信方式 

    无须敷设通信线路 

    随配电线延伸全覆盖 

适用业务（调度、配电、营销） 

    用电信息采集 

    配电自动化 

    馈线自动化 

       中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是以中压配电线（6~20kV的架空线、地缆线）为传输

信道的通信技术。 



 配电通信的发展展望 

配电通信的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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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4 配 电 通 信 的 发 展 展 望  

多元通信不断演进、加强融合、优化配置，建立覆盖配电网的空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 

展   望 

    每种通信方式都将在技术发展、需求提升的双重推动下，

不断向前演进。 

不断演进 

    研究复杂通信网络的区域、层次、业务划分，形成适配

能源网络的自适应网络架构，根据场景进行通信资源的动

态优化配置，实现更优综合收益。 

优化配置 

    众多单位参与，共同构建，营造生态，建

立标准，实现多元通信设备的标准化接入。 

加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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