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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L 1080 的本部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2005 年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发

改办工业［2005］739 号）的安排制定的。 

随着我国城乡电网改造事业的发展，对配电管理系统的要求已日益迫切。配电管理系统的信息接口涉

及面广，需要定义统一的接口规范。国际电工委员会制定了 IEC 61968 国际标准，定义了配电管理系统各类

应用之间集成接口，为电力企业遗留的、新建的或不同软件提供商的应用软件之间的信息集成提供了可能。 

DL 1080 是采用 IEC 61968《电力企业应用集成 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制定的，主要定义了配电

管理系统（DMS）接口体系的主要元素的接口，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 1 部分：接口体系与总体要求； 

第 2 部分：术语； 

第 3 部分：配网运行接口； 

第 4 部分：台账与资产管理接口； 

第 5 部分：运行计划与优化接口； 

第 6 部分：维护与建设接口； 

第 7 部分：配网规划接口； 

第 8 部分：客户支持接口； 

第 9 部分：抄表与控制接口； 

第 10 部分：配电管理系统外部接口； 

第 11 部分：配电信息交换模型； 

第 12 部分：用例； 

第 13 部分：配网 CIM RDF 模型交换格式； 

第 14 部分：XML 命名与设计原则。 

DL 1080 的本部分 DL/Z 1080.2 等同采用 IEC 技术规范 IEC TS 61968-2: 2003《电力企业应用集

成 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第 2 部分：术语》（英文版）。 

与 IEC TS 61968-2：2003 相比，本技术文件存在以下编辑性修改： 

（1）IEC 61968-2：2003 英文术语 2.50 和 2.51，英文皆为 electronic billing，而其定义不同，在不违反

同一术语只表述同一概念的原则下，本技术文件中将前者写为“电子付款通知”，后者写为“电子账单”。 

（2）IEC 61968-2：2003 英文术语 2.107 和 2.109，英文皆为 outage report，而其定义不同，在不违反

同一术语只表述同一概念的原则下，本技术文件中将前者写为“停电进展报告”，后者写为“停电报告”。 

IEC 61968-2 术语是 IEC 61968 中所使用概念的规范，本标准涉及配电网监控与管理、计算机技术

以及通信技术等领域的许多概念，并涉及与其他自动化和管理系统的接口，对于涉及的其他系统中的相

关概念，本部分没有尝试系统全面地对其进行定义，所定义的概念仅限于用在本标准中，从配电管理系

统接口分析的角度对概念涉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定义，使用时请注意。 

本部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力系统管理及信息交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部分由上海交通大学负责起草，国网南京自动化研究院、东方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鲁能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东、于跃海、王良、马君华、李晓露。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仅供参考，有关对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

准化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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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DL 1080 的目的是有利于实现电力企业配电网管理的各种分布式应用软件系统的应用间集成（即这

些应用之间的集成），而不是应用内集成（即同一种应用内部的集成）。 

应用内集成的对象是同一个应用系统内的各个程序，它们通常使用嵌在底层运行环境的中间件互相

通信。它的目的是优化各程序的紧密、实时的同步连接以及交互的请求、应答或会话通信的模型。 

DL 1080 的目的是支持一个电力企业内的应用间集成，也就是将不同运行环境支持的、已建或新建

的（遗留的或购买的）应用连接起来。 

因此，DL 1080 与松耦合应用有关。这些应用使用的计算机语言、操作系统、协议和管理工具不同。

本标准的目的是支持需要在事件驱动基础上交换数据的各种应用，通过应用间代理消息的中间件服务实

施。它补充而不取代电力企业的数据仓库、数据库网关和运行存储。 

本标准使用了配电管理领域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许多定义、术语和缩略语。本部分定义了用于

本标准的术语和缩略语。 

本部分的内容如下： 

第 1 章 范围，描述了 DL 1080 标准和本部分的范围、目的和组成。 

第 2 章 术语和定义，定义了本标准中的术语，这些术语如果不予以定义则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第 3 章 缩略语，定义了本标准中的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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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企业应用集成 

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第 2 部分：术语 

 1 范围 

DL 1080 从整体上定义了配电管理系统（DMS）接口体系要素的接口。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是 DL 1080

的第 2 部分，它标识和解释了其他部分用到的术语和缩略语。 

在 DL 1080 中，DMS 由电力企业用于管理配电网的多种分布的应用组件构成。这些组件的功能包括

供电设备监视和控制、系统可靠性管理、电压管理、需求侧管理、停电管理、工作管理、自动绘图和设备

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DL 1080 所有部分。 

2.1 

抽象组件 abstract component 

DL 1080 接口参考模型中的最小的软件逻辑单元。本标准的第 3～第 10 部分定义了抽象组件的接口。

希望不同供应商提供支持一个或多个抽象组件接口的物理应用组件。 

2.2 

适配器 adapter 
将一个组件（例如一种应用）与另一个组件相连（例如一种接口实现或中间件实现）的软件层。 

注：与对象适配器相同。 

2.3 

地址/电网连接 address/network connection 

用户和馈线供电侧之间的连接。 

2.4 

应用组件 application component 

一种具有特定功能和接口的软件部件。可以认为配电管理系统是一个或多个应用集合。每个应用由一

个或多个应用组件组成。 

2.5 

属性 attribute 

对象和值之间可区分的联系。属性是对象的一种特性。 

2.6 

审计追踪 audit trail 

信息顺序地存储，从而可以追溯一个事件的原始状态。 

2.7 

自动绘图/设备管理 automated mapping/geofacilities 

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输入、储存和更新图形及非图形信息的软件系统。自动绘图减少了图形的制作、

维护和设备记录保管所花费的人力和财力，可以处理数据库中每个实体的地理描述及有关的非图形数据元

素。地理描述以与地球表面位置有关的坐标系为参照。基于实体的图形或非图形属性，可以查询或显示数

据库中的信息。该系统可为电力企业提供服务区的单一的、连续更新的电子地图。 

2.8 

自动发电控制 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使发电出力跟随计划曲线的发电控制，可能因经济运行要求、紧急工况的发生或其他条件的改变而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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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出力进行调整。 

2.9 

账单系统 billing system 

电子账单，用户账目查询。 

2.10 

断路器控制 breaker control 

运行人员开合断路器以隔离故障或改变网络结构。 

2.11 

代理 broker 

为分布式的应用组件提供通信的中间件。 

2.12 

母线电压控制 busbar voltage control 

通过改变变压器（包括单台或并列运行的变压器）有载分接头，调节配电所母线的电压。 

2.13 

业务功能 business functions 
业务过程的一部分功能。这些功能可以由人工、一个或多个软件程序完成。 

2.14 

地图 cartographic map 
显示平面和地形信息，可用作有关主题的底图。底图可包括以下要素：道路、水系、主要建筑（楼房）、

等高线等。可被显示的要素数量与图形比例有关。这里的要素是指标示在地图或图表上的自然或人工的对

象。 

2.15 

线路 circuit 

从变电站出线延伸到另一条配电线的联络开关或另一个供电末端的实际配置配电线路。 

注：与馈线相同。 

2.16 

  类 class 
类定义了一种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2.17 

工作许可 clearance 

对一个人或一个小组的特别授权，允许在可停电的电缆、架空线路或供电设备上工作。 

注：即安全许可。 

2.18 

客户 client 
服务和资源的请求者，亦即调用对象的操作代码或进程。 

2.19 

  冷负荷的启动 cold load pickup 

恢复对一条或多条停电较久（数分钟或以上）的馈线的供电，不会因冲击电流大使馈线和变电站的保

护继电器动作。 

2.20 

公用工具 common facilities 
应用通过公共接口所使用的程序和文档的集合。 

2.21 

通信服务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多个组件之间的连接。为此，一个集成系统必须透明地调整各组件在网络和协议上的差异。因此 DL 

1080 规定了适当的通信服务的基本集合。 

2.22 

组件 compon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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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确定义接口的一组服务。一个组件可以大到是一个能实现多种服务的全套（遗留的）应用，也

可小到是只能实现一种服务的小件。组件是独立的软件实体，封装了组件为实现其业务功能需要知道的（专

用）数据。通过它能完成配电管理要求的任何功能。接口参考模型表示了典型的功能分类。 

2.23 

组件适配器 component adapter 
使不符合 DL 1080 的组件能与 DL 1080 定义的接口相一致的软件。组件适配器只需要使组件符合一个

或多个具体的 DL 1080 接口规范。一个组件适配器是一种封装。 

2.24 

配置数据交换 configuration data exchange 
由于重新配置或停电，将设备的控制和监视（SCADA）信息转给相邻变电站的变电站间计算机通信。 

2.25 

连接模型 connectivity model 
电线、电缆、断路器、隔离开关以及其他电网元件的电气连接的完整描述。 

2.26 
预想事故分析 contingency analysis 

对意外故障或一个系统元件停运的后果的研究。在配电系统中，它一般指在无法按正常供电路径供电

时如何向用户恢复供电的研究。 

它也指一个运行的应用，计算失去发电和输电设施的预想事故可能引起的后果。该应用可周期性地分

析预定的事故集合，模拟一个事故并计算由这事故引起的母线电压和电网潮流的变化。计算的基本数据包

括通过潮流程序计算获得的母线电压或电网潮流。 

2.27 
CORBA规范相容性 CORBA compliance 

系统为与CORBA 核心和映射的规范一致所要求的最小配置。互操作性和交互工作是两个遵循的关键点。 

2.28 
工作班组派遣表 crew dispatch schedule 

为具体的工作组动态制定的工作日程表。该表依据已计划的工作，或在制表时已知的基础服务计划外

的中断而制定。 

2.29 
工作班组管理 crew management 

跟踪工作班组的详细计划、成员，以及与日常工作和停电有关的活动。 

2.30 
工作班组派遣 crew scheduling 

为客户业务投诉和配电设施做的服务人员的派遣，并记录和监视每个投诉电话有关业务处理的时间。 

2.31 
工作班组跟踪报告 crew tracking reports 

关于正在执行所分配任务的现场工作人员的位置、进度的动态信息。 

2.32 
电流控制 current control 

管理配电变电站的并列变压器的环流。通过平衡同一或相邻配电变电站中变压器的负荷，减少变电站

变压器的负荷损耗，并使变压器过负荷最小。 

2.33 
客户 customer 

接受供电以及申请供电者。 

2.34 
客户停电分析 customer outage analysis 

关于受一次电网事故影响的客户数量的最新信息。 

2.35 
数据类型 data typ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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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操作变量的一种分类法，一般包括它的行为和特性（即类型的传统的非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的概念）。 

2.36 
数据模型 data model 

描述数据结构及其包含的域，以及操作它们的运算或函数的集合。 

2.37 
数据仓库 data warehouse 

各类数据的存储库。 

2.38 

数据库管理/安全性 database management / security 

提供必要的数据元素的维护并控制其他子系统的数据请求。安全管理包括访问权限控制和网络分区，

也可包括对加密和安全日志维护的支持。 

2.39 
滞后的同步请求 deferred synchronous request 

客户不等待该请求完成，但希望稍后收到其结果的请求。可与同步请求和单向请求对比。 

2.40 
需求侧管理 demand-side management 

使电力企业能管理在紧急或计划模式下的需求曲线，以及确定用户负荷曲线的功能。需求侧管理功能

包括负荷控制和负荷调查。 

2.41 
部门 department 

业务功能单位，如：处理停电、表计和配电网方面的维修或用户管理。 

2.42 
设备运行历史记录 device operation history 

与电气设备运行有关的数据，用于状态检修计划。 

2.43 
调度员 dispatcher 

在主站负责指挥控制的人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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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分布式COM distributed COM（DCOM） 

一种对象协议，使 ActiveX 组件能通过网络（包括互联网和内联网）直接相互通信。DCOM 与语言无

关，因此编写 ActiveX 控件的任何语言都能编写 DCOM 的应用。 

DCOM 基于目前最广泛使用的组件技术，只是“带较长导线的 COM”，是组件对象模型的低层次的扩

展，是微软的核心对象技术。 

2.45 
分布式负荷控制 distributed load control 

由来自远方的系统指令（如直接负荷控制）和响应本地情况的本地控制器共同完成的分布式控制。供

电企业可以启动控制动作，但是用户保留暂停或修改供电企业直接控制负荷指令的选择权。 

2.46 
配电自动化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对配电网自动或远程操作。它需要对开关装置进行电动操作机构的改造和安装 RTU。事故后恢复供电

的操作可以通过 SCADA 系统人工启动，或通过 IED、RTU、FPI 或 EFI 自动启动。 

2.47 
配电管理系统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DMS） 

为配电网管理、停电管理、电能质量和其他有关实际运行的配电业务过程提供有效管理工具的业务过

程、硬件、软件和通信设备的集成。 

2.48 
域 domain 

范围的另一说法。配电管理域包括向客户提供电力的有关业务功能、软件系统、物理设备和人员。 

电力企业域用来描述一个企业组织（一个公司或一个部门）的软件系统、设备、人员和用户。人们希

望每个企业域内，系统、设备、人员和客户可被唯一地标识。当两个企业域交换数据时，需要按企业组织

的标识扩展标识符，以保持全局的唯一性。 

2.49 
经济调度 economic dispatch 

经济调度功能与自动发电控制功能紧密结合。它在发电机组间实时分配发电量，使总运行费用达到最

小。在研究模式里，经济调度与机组组合一起以 7 天为周期分配机组出力。 

2.50 
电子付款通知 electronic billing 

与邮递服务不同，用计算机和数据通信将用电情况通知客户并要求付费。 

2.51 
电子账单 electronic billing 

定期地（通常是每月）发送客户用电的电子账单给客户的行为。 

2.52 
紧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具有连接到管理机构的直拨线路及发生严重事故（nuclear emergency）时用的按钮等外部设施。 

2.53 
电能结算 energy accounting 

与其他电力企业买卖电能的结算。电能结算的数据采集功能可跟踪与其他电力企业交换的实际电量。

它的账目平衡功能可通过相互交换计划功能得到的数据（计划的电力交换）和数据收集功能得到的数据（实

际的电力交换）的对比来报告计划外的数据。电能结算功能也包括对热电冷三联供发电机和其他电力企业

售出的电能进行计费。 

2.54 
能量管理系统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EMS） 

用于电力企业管理的软件和硬件的分布式处理系统。 

2.55 
设备特性 equipment characteristic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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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特定功能的物理设备的性质和运行参数的数据。特性可被看作是两个或多个描述在给定条件下设

备的运行变量之间的关系。 

2.56 
设备操作统计 equipment operation statistics 

表明物理设备在一段时期内如何实现它的功能的数据，例如持续时间、次数或者其他参数。 

2.57 
故障 fault 

非计划停电。 

 2.58 
故障分析 fault analysis 

查看故障录波器、事件顺序记录和其他关于故障的文档，以确定故障发生的原因、故障的全部影响、

系统为故障恢复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将来如何避免故障的发生。这些数据包括故障前和故障后一定时段内

的信息。 

2.59 
故障隔离 fault isolation 

对输电网或配电网的故障区域进行隔离。 

2.60 
故障定位 fault locations estimates 

基于所获得的故障信息估算故障发生位置，例如，用距离继电器得到的阻值计算故障位置。 

2.61 
故障恢复 fault restoration 

输电网或配电网在故障区域被隔离后恢复供电的过程。 

 2.62 
馈线 feeder 

从变电站出线延伸到另一条配电线的联络开关或另一个供电末端的实际配置配电线路。 

注：与线路相同。 

2.63 
熔断器 fuse 

在电流过大时断开线路的一种保护装置。 

2.64 
实现 implementation 

执行代码的一部分，创建一个对象并允许对象参与提供一组适当服务所需的信息的定义。典型实现包

含用来表达与一个对象有关的核心状态数据结构的描述，以及关于此数据结构访问方法的定义。通常也包

括对象预期的接口的信息。 

2.65 
事故模拟 incident simulation 

为了分析和培训的目的，展现电网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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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实例 instance 

如果一个对象提供接口规定的操作、签名和语义，它就是这个接口的一个实例。如果一个对象的行为

由一个实现提供，它就是这个实现的一个实例。 

2.67 
应用间 inter application 

在两个或多个应用之间。 

2.68 
交互语音应答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IVR） 

交互语音应答系统允许客户通过电话自动查询或响应，不需人工干预，需要时也可以要求人工干预。

这个系统通常用于故障报修。 

2.69 
接口 interface 

接口是用来传递其全部消息的全部协议，即一个对象提供的操作和属性的列表。它包括操作的签名和

属性的类型。理想情况下，一个接口定义同时包括语义。如果一个对象在接口定义所描述的每一种可能请

求中被指定为目标对象，则称这个对象满足该接口。 

2.70 
接口适配器 interface adapters 

软件模块之间便于通信和信息共享的标准软件接口。 

2.71 
接口协议集 interface profile 

抽象组件的一组接口的描述，该抽象组件使用指定类型的中间件。 

2.72 
接口参考模型 Interface Reference Model（IRM） 

业务功能、抽象组件和中间件的框架模型。 

2.73 
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两个应用具有互操作性是指能够相互交换正确完成两个应用各自的功能所需的信息。通常通过使用发

布的标准应用接口（API）规定的数据定义和交换方法来获得这种特性。 

2.74 
应用内部 intra application 

在同一应用的内部。 

2.75 
详细目录 inventory 

文档的列表，典型情况包括每一文档的代码编号、大小和数值。 

2.76 
流转 issue 

流转是指一个项目从储存点起的物理移动。流转可以来自销售单、制造单或工作单。 

2.77 
负荷控制 load control 

用来及时减少一定时刻负荷的明确的动作。可以是降低电压、切断选定的客户设备或全部中断对一些

客户的供电，鼓励客户改变他们通常的用电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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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馈线负荷预报 load forecast 

在电网的每条馈线上，对一周某天的具体时间的预期负荷的预报。 

2.79 
系统负荷预报 load forecasting 

预报每小时的系统负荷的功能。负荷预报功能提供实时预报和研究预报。实时预报是以实际的历史负

荷和天气数据为基础，得出当前的小时负荷预报。研究预报用一套完全独立的历史数据和预告数据，使运

行人员使用这些数据可以设置和估计未来长达 7 天的状态。 

2.80 
减负荷 load shedding 

为保持电网正常运行，紧急切除客户负荷。这样，在不影响系统输电网的情况下，消除过负荷和阻止

过负荷引起的频率降低。 

2.81 
低压 low voltage（LV） 

配电网中低于规定电压的部分。 

2.82 
维护 maintenance 

对设备进行的检查、清洁、调整或其他服务工作，使它能更好地运行或延长它的服务寿命。一般说来，

不是每次维护设备都必须将设备退出运行。 

2.83 
检修计划 maintenance scheduling 

当需要进行一系列检修活动时，考虑各种约束因素，例如设备退出运行的影响、可使用的检修人员和

工作量等，作出时间安排。 

2.84 
消息 message 

将信息从一个实例传到另一个实例，期望活动可以保证继续下去的规范。一个消息可以指定启动信号

或启动一个操作。 

2.85 
消息代理 message brokers 

消息代理可以在分布式环境中使对象透明地进行发送、接收请求及响应。 

2.86 
消息队列中间件 Message Queue Middleware（MQM） 

消息队列中间件提供可靠的、异步的和松耦合的通信服务，代表了主要软件提供商满足普遍存在的以

报文队列为基础的通信服务需要的实现方案。 

2.87 
元数据 metadata 

描述数据的数据。数据字典和数据仓库是元数据的例子。它还可以是具有另一个数据库的结构、属性、

处理或变化信息的任何文件或数据库。 

 2.88 
表计记录 meter records 

周期性的表计读数的历史记录，也包括在仪表安装点用电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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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计量和负荷管理 metering and load management 

远程抄表、用电时间的管理、供电服务的恢复中断等。 

2.90 
方法 method 

服务提供的单个请求或消息操作的实现，即执行所请求服务的代码。与一个对象关联的方法可以组织

在一个或多个程序里。 

2.91 
中间件 middleware 

用于描述支持客户和服务器之间相互作用的软件的术语。其目的是使异构的分布式环境成为一个单一

的“虚拟机”，通过它能访问网络上所有资源和业务组件，隐藏必要的通信协议和服务的复杂性。中间件

的例子有消息代理、面向消息的中间件、交易中间件，数据库中间件等。 

2.92 
中间件适配器 middleware adapter 

使不符合 DL 1080 标准的中间件服务与标准的接口规范一致的软件。 

2.93 
中间件服务 middleware services 

需要中间件服务提供一组 API 函数，使 DL 1080 服务协议中的前几层能透明地在网络中定位，能与其

他应用或服务交互，可与通信协议服务无关，可靠且可用。 

2.94 
网络 network 

配电网（不是输电网）。 

2.95 
配网计算 network calculation 

用来分析电网容量、效率和可靠性的一套应用软件。 

2.96 
配网状态监视 network state supervision 

馈线网络的监控。 

2.97 
对象 object 

类的一个实例，支持封装、继承和多态性，是状态和一组方法的组合，能清晰地体现由有关的请求的

行为表征的一个抽象。一个对象是实现和接口的一个实例。对象为一个真实世界的实体建模，是实现为一

个封装了状态和操作（作为数据和方法在内部实现）的计算实体，可以响应请求或服务。 

2.98 
对象适配器 object adapter 

为一个对象实现提供对象参照、激活及与状态有关的服务的 ORB 组件（见 2.100）。要为不同的实现

可以提供不同的适配器。 

2.99 
对象创建 object creation 

创建一个与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的事件。 

2.100 
对象请求代理 Object Request Broker（ORB） 

向客户提供发出以及接收请求和响应的方法。例如：CORBA 的实现，如同 Orbix、Visibroker 或 DCOM

在 Windows NT 中实现的一样。 

2.101 
操作 operation 

由软件应用（计算）提供的方法或服务的另一个术语。操作一般不包括设备的安装或电气的退出。 

注：（计算）方法的另一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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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最优潮流 Optimal Power Flow（OPF） 

输电或配电网潮流计算的最优解。 

2.103 
ORB核心 ORB core 

将请求从客户端移动到目标对象的适当的适配器的 ORB 组件。 

2.104 
停电 outage 

对无电状态的描述，也包含已知故障造成的停电状态。 

2.105 
停电分析 outage analysis 

用从配电自动化、能量管理系统以及有关故障投诉、停电和线路断电的客户信息系统得到的信息，对

供电中断进行分析并帮助恢复供电的过程。 

2.106 
停电管理系统 Outage Management System（OMS） 

与客户供电中断有关的所有业务过程和支持技术，常包括停电引起的停电呼叫处理、客户通知、可能

的设备预报、对故障和常规电力服务的调度工作流程、网络管理、人员管理及可靠性报告等。 

2.107 
停电进展报告 outage report 

故障后恢复供电的进展报告，要说明供电企业对停电事故是否赔偿，必须在可靠性统计中报告。 

2.108 
停电计划 outage schedules 

规定计划停电的时间、持续时间和范围的数据。 

2.109 
停电报告 outage report 

停电数据的报告。 

2.110 
对端 peer 

在进程间通信的环境中，描述有提出和服务请求的相似能力的另一进程。 

2.111 
性能监视 performance monitoring 

通过使用专门的性能测试设备执行数据采集过程，获得性能数据，归档性能监视结果。 

2.112 
运行计划 planning 

确定电压控制设备的调节和支持条件，以及无功注入电网的大小、符号和位置，以满足系统电压计划

曲线，使系统损耗最小，在保持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使电力传输最大，降低发电成本，通过减少无功潮流降

低输电系统设备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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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潮流 power flow 

潮流功能允许调度员研究对电力系统进行控制的行为。它以两种方式运行。调度员潮流使运行人员能

确定系统控制行为（断路器的开合、分接头变化、交换调节）的效果。在优化潮流中，控制行为自动限定

在预定的电力系统限值之内。 

2.114 
进程 process 

一个程序是一个无生命的实体，只在处理器激活它时，才成为称为进程的活动实体。这个进程是一个

单独的可控的计算实体，可经历一系列的离散的进程状态。例如：准备就绪状态、运行状态、阻塞状态等。 

2.115 
订单 purchase order 

批准从某分供应商购买物品或服务的文件，包括购买条款、运输要求、购买货物和服务标识，以及它

们的质量和价格。 

2.116 
质量指标分析 quality index analysis 

电力企业对客户供电的总性能的报告。 

2.117 
应收款项 receivable 

代表客户的一个发票、信用记录、借款记录的交易。应收款项是总账目的一个未达（未付）应收分类

账目。 

2.118 

发出/撤销远程操作票 release / clearance remote switch command scheduling 

远程分合操作计划的准备和执行，以及必须的安全文档管理。 

2.119 
请求 request 

客户发出的执行服务的请求，由操作（即方法的名字）和零或多个参数组成。 

2.120 
结果 results 

返回给客户的信息，可包括说明执行请求的服务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的数值和状态信息。 

2.121 
门禁系统 security 

通过读卡机或摄影机限制进入指定区域的物理安全系统。 

2.122 
服务器 server 

提供一种服务或资源的实体，亦即在一个或多个对象上实现一个或多个操作的进程。 

2.123 
服务器对象 server object 

对服务请求提供响应的对象。请求服务的对象可以是一些请求的客户，也可是其他请求的服务器。 

2.124 
短路分析 short circuit analysis 

用于输电网或配电网分析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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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状态 state 

影响对象行为的对象的随时间变化的属性。 

2.126 
变电站状态监控 substation state supervision 

对变电站（包括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状态）的监视和控制。 

2.127 
供电恢复评估 supply restoration assessment 

发生网络故障后，对向尽量多的客户恢复供电的可能的操作方案的分析。 

2.128 
倒闸操作仿真 switching simulation 

模拟开关操作以隔离网络区段和再连接。 

2.129 
开关设备 switchgear 

描述开关的通用词汇，包括开关本身以及与控制、测量、保护、调节有关的装置与设备，用来连接发

电、输电、配电以及能量转换。 

2.130 
远动 telecontrol 

主站向子站发出要求并获得监控信息的系统。 

2.131 
热限值 thermal ratings 

设备运行的温度极限。 

2.132 
类型 type 

描述某一实体根本属性组合的一个抽象概念，并作为编辑时的一种保护机制，用于核实该实体与预期

的一致性。 

注：参见 2.35“数据类型”和 2.69“接口”。 

2.133 
用例（类） use case（class） 

一个动作序列的规范，包括系统（或其他实体）可以执行的以及与系统中其他角色相互作用的变量。 

2.134 
用户访问控制 user access control 

对电网进行操作的电力企业人员的法定授权和批准。 

2.135 
值 value 

在一个请求中可以是一个实际参数的任何实体。用于标识对象的值称为对象参照。 

2.136 
工作管理 work management 

工序计划和跟踪、人力分配、料单准备、预算和监视。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 DL 1080 的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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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GC 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自动发电控制 

3.2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编程接口 

3.3 
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 

计算机辅助设计 

3.4 
CIM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公共信息模型 

3.5 
CIS Customer Information System 

客户信息系统 

3.6 
CORBA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 

公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 

3.7 
CSP Communincation Service Provider 

通信服务提供者 

3.8 
DAS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System 

配电自动化系统 

3.9 
DCOM Distributed COM 

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 

3.10 
DMS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 

配电管理系统 

3.11 
EMS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能量管理系统 

3.12 
EPRI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3.13 
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信息系统 

3.14 
HTTP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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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ICT Integr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集成通信技术 

3.16 
ID Identifier 

标识符 

3.17 
IDL（CORBA） 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 

接口定义语言（CORBA） 

3.18 
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国际电工委员会 

3.19 
IED 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 

智能电子设备 

3.20 
IEM Information Exchange Model 

信息交换模型 

3.21 
IIOP（CORBA） Internet Inter-ORB Protocol 

互联网 ORB 间协议（CORBA） 

3.22 
IRM Interface Reference Model 

接口参考模型 

3.23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s Organiz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 

3.24 
LAN Local Area Network 

局域网 

3.25 
LV Low voltage 

低压 

3.26 
MOM Message Oriented Middleware 

面向消息的中间件，如 DEC 消息队列或 IBM MQSeries 

3.27 
MQM Message Queue Middleware 

消息队列中间件 

3.28 
NMS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网络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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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ODL（DCOM） Object Definition Language 

对象定义语言（DCOM） 

3.30 
ORB Object Request Broker 

对象请求代理 

3.31 
RMR Remote Meter Reading 

远程抄表 

3.32 
RTU Remote Terminal Unit 

远方终端设备 

3.33 
SCADA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监视控制与数据采集 

3.34 
SIM Substation Integration Module 

变电站集成模块 

3.35 
UC Unit Commitment 

机组组合 

3.36 
UCA Utility Communications Architecture 

公用事业通信体系 

3.37 
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统一建模语言 

3.38 
WAN Wide Area Network 

广域网 

3.39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扩展标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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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DL 1080《电力企业应用集成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主要定义了配电管理系统(DMS)接口体系

的主要元素的接口，预计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1部分：接口体系与总体要求；

第2部分：术语；

第3部分：电网运行接口：

第4部分：台账与资产管理接口；

第5部分：运行计划与优化接口：

第6部分：维护与建设接口；

第7部分：电网扩建规划接口；

第8部分：客户支持接口；

第9部分：抄表与控制接口：

第10部分：电网管理外部接口；

第11部分：电网公共信息模型扩展：

第12部分：用例：

第13部分：电网CIMRDF模型交换格式：

第14部分：XML命名与设计原则。

这些部分的名称有的尚未最终确定。

本部分DL／T1080．4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EC 61968-4：2007《电力企业应用集成电网管理的系统接

口第4部分：台账与资产管理接口》(英文版)。

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力系统管理及其信息交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科技大学等单位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于跃海，沈兵兵，杨佳，王良，刘健，张子仲，周文俊。

本部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1

号，100761)。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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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DL，T1080．4—2010／IEC61968—4：2007随着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和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力企业对配电管理系统的需求已日益迫切。配电管理系统的信息接口涉及面广，需要定义统一的接口规范。国际电工委员会制定了IEC61968《电力企业应用集成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国际标准，定义了配电管理系统各类应用之间的集成接口，为电力企业遗留的或新建的或不同软件提供商的应用软件之间的信息集成提供了可能。DL1080是采用IEC61968制定的。制定DL1080的目的是有利于实现电力企业电网管理的各种分布式应用软件系统的应用间集成(即这些应用之间的集成)，而不是应用内集成(即同一种应用内部的集成)。应用内集成的对象是同一个应用系统内的各程序，它们通常使用嵌在底层运行环境的中间件互相通信。它的目的是优化各程序的紧密、实时的同步连接以及交互的请求、应答或会话通信的模型。制定DLl080的目的是支持一个电力企业内的应用间集成，也就是将不同运行环境支持的，已建或新建的(遗留的或购买的)应用连接起来。因此，DL1080与松耦合应用有关，支持应用使用异构的计算机语言、操作系统、协议和管理工具。本系列标准支持需要在事件驱动基础上，通过中间件服务实施的各种数据交换，秒级、分钟级、小时级，而不是整晚的批处理。本系列标准利用应用间交换消息的中间件服务，补充而不是取代电力企业的数据仓库、数据网关、运行存储。如在DL1080中所用，一个电网管理系统(DMS)由企业的多种分布式应用组件来管理电网。这些组件包括供电设备的监视和控制、系统可靠性管理、电压管理、需求侧管理、停电管理、工作管理、自动绘图、设备管理。标准接口的定义是为了在接口参考模型中识别的应用类别，接口参考模型在DL／T1080．1中有描述。本部分的内容见表1。表1DLl080第4部分的内容童标题内容1范围本标准的范围和目的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参考引用的国际标准文档3参考与信息模型剩余的关于接口参考模型的部分，静态信息模型和消息类型名字转换4台账与资产消息类型网络数据包、资产、资产目录相关的数据包交换的消息类型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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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1080．4—2010／玎￡C 61968—4：2007

电力企业应用集成

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第4部分：台账与资产管理接口

1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支持台账和资产管理相关的业务功能类型的消息的信息内容，以及消息类型的典

型用法，包括电网扩展规划、在系统间复制馈线或其他电网数据、电网或图表编辑和资产检查。在DLl080

其他部分定义的消息类型也可能与这里的用例相关。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DL／T 1080．1 电力企业应用集成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第1部分：接口体系和总体要求(IEC

61968一l：2003，IDT)

DL／T 1080．3 电力企业应用集成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第3部分：电网运行接口(IEC 61968．3：

2003，IDT)

3参考与信息模型

3．1概述

在本部分中定义的消息类型以DMS业务功能和组件的逻辑划分为基础，称为DL／T 1080．1的接口

参考模型。

在DL／T 1080．1中描述的消息类型的内容是以静态信息模型为基础的，目的是保证域名和数据类型的一

致性。每个消息类型定义为从信息参考模型类复制来的域集。本部分的消息类型是为满足大多数典型应用的

需要而定义的，在一些特殊的工程应用中，可能需要用诸如在DL／T 1080．1中描述的方法来适当修改域集。

3．2接口参考模型

DL 1080标准不对供应商提供的应用和系统做具体规定，而是希望采用一个具体的(物理的)应用

来反映本部分列出的抽象的(逻辑的)一个或多个组件的功能，这些抽象组件由DLfr 1080 1的接口参

考模型的业务功能分组。

3．3 台账与资产管理的功能和组件

DL／T 1080．1接口参考模型的台账和资产管理部分给出了对DL／T 1080．4中定义的消息类型适用的功

能和典型组件。

对于在本部分中定义的消息类型，下面列出的典型抽象组件为信息生产者。典型的信息消费者是

DL／T 1080．1中列出的其他组件。

3．4静态信息模型

与台账、资产管理模型相关的信息模型包括给每个消息的属性提供模板的类。这些类在DL／T 890．301

《能量管理系统应用程序接口(EMS．API)第301部分：公共信息模型(CIM)基础》或DL／T 1080．11

文档中详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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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1080．4—2010／IEC61968—4：20074台账与资产消息类型41概要台账与资产消息类型描述了下列文档类型的信息：——ne铆orkdataset(电网数据集)——ch∞geset(变化集)——presentahon(展示)——assetlist(资产列表)——assetcatalogue(资产目录)——t)甲eassetcatalogue(类型资产目录)对于本部分给出的所有消息类型，与公共信息模型(CIM)类对应的元素包含该类所有固有的和继承的属性。除非显式表示，所有消息类型关联都是简单关联。4．2NetworkDataSet(电网数据集)消息类型42．1消息内容NetworkDataSet消息可以包含为了运行或扩展规划研究而选出的一个配网中任何部分的数据。消息内容可以是一条馈线的一部分、一条馈线或多条馈线。数据可以是已建的电网或用来分析规划的电网。NetworkDataSet消息可以包含其他含有静态参考数据的文档(如TypeAssetCatalogue或AssetCatalogue)的参考。它也包含PowerSystemResource关联类型的执行角色的Asses的参考。其他的“叶节点”元素，如Organisation、Location和Measurement也是如此。在这些例子中，只有参考数据的标识符将被包含在此消息类型中。参考元素的实际数据通过其他消息类型提供(例如：TypeAssetCatalogue、AssetCatalogue、AssetList、Measurement)。基本层次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开关位置在内的电网的初始状态在MeasurementValue集中定义。这些值可以用在DL／T1080．3中定义的ShowMeasurementList消息更新。4．2．2消息格式CREATEDNetworkDataSet、CHANGEDNetworkDataSet、SHOWNetworkDataSet、DELETEDNetworkDataSet的消息格式相同，如图1所示。4．3ChangeSet(变化集)消息类型4．3．1消息内容ChangeSet消息类型包含对现有NetworkDataSet在一个事务中要求的更新，该NetworkDataSet在此消息类型层次结构的最上层被引用。ChangeSet的每一步骤通过一个单独的Changeltem(变化项)描述。一个Changeltem描述在一个ChangeSet中的一个特定变化的变化类型(增、删、改)及其序列号。该Changeltem的变化与NetworkDataSet的一个实例连接，它是Changeltem的子元素。仅有相关NetworkDataSet消息的标识符包含在ChangeSet消息中。实际的内容在伴随的NetworkDataSets消息中提供。其基本层次结构如图2所示。43．2消息格式CREATEDChangeSet、CHANGEDChangeSet、SHOWChangeSet、DELETEDChangeSet的消息格式相同，如图2所示。4．4Presentation(展示)消息类型4．41消息内容Presentation消息可以包含CIM中所表示的大多数元素中的任意一个元素的位置信息，特别是电网的元素。Presentation消息可以用来提供单个资产或电力系统资源的位置信息，或提供和NetworkDataSet配套的位置信息集。其基本层次结构如图3所示。有关地理标识语言(GeographyMarkupLanguage，GML)的用法，参见附录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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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1080．4—2010／砸C 61968—4：2007

图1 NetworkDataSet消息格式(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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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1080．4—2010，皿C 61968—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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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NetworkDataSet消息格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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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2消息格式

CREATED Presentation、CHANGED Presentation、SHOW Presentation、DELETED Presentation的消

息格式相同，如图3所示。

4 5 AssetList(资产列表)消息类型

4．5．1消息内容

AssetList消息可包含关于一组电力企业资产的各种量的数据。AssetList消息可能包含静态参考数据，

如AssetCatalogue或TypeAssetCatalogue的元素的引用；也可以包含说明资产的使用情况(即它已被安装

或仅是存货)的PowerSystemResource类型的引用。对于其他的“叶节点”元素，如Organisation、Location

和Measuremem同样如此。在这些例子中，只有参考数据的标识符包含在消息类型中。被引用元素的实际

数据由其他消息类型(如TypeAssetCatalogue、AssetCatalogue、NetworkDataSet、Measurement)提供。

4 5 2消息格式

CREATEDAssetList、CHANGEDAssetList、SHOWAssetList、DELETEDAssetList的消息格式相同，

如图4所示。

4．6 AssetCatalogue(资产目录)消息类型

4 6 1消息内容

AssetCatalogue是关于可用的产品和材料的信息集合，用于建立、安装、维护和操作资产对象(Asset)。

每个目录项针对一个特定供应商的一款特定产品。AssetCatalogue消息可以包含如TypeAssetCatalogue

或Specification的元素的静态参考数据的引用。对于其他“叶节点”元素，如Organisation，同样如此。

在这些例子中，只有参考数据的标识符被包含在消息类型中。通过其他消息类型(如TypeAssetCatalogue)

提供被参考元素的实际数据。

4．6．2消息格式

CREATED AssetCatalogue、CHANGE AssetCatalogue、SHOW AssetCatalogue、DELETED

AssetCatalogue的消息格式相同，如图5所示。

4 7 TypeAssetCatalogue(同类资产目录)消息类型

4 7 1消息内容

TypeAssetCatalogue是包括电力企业的一组资产类型的数据。它是一个资产通用类型信息的集合，

可用于设计、分析等。TypeAsset不与特定的制造商相关联。TypeAssetCatalogue消息可能包含其他含有

静态参考数据的文档的引用，如AssetCatalogue的元素。对于其他“叶节点”元素，如Organisation，同

样如此。在这些例子中，只有引用数据的标识符才被包含在这一消息类型中。被引用元素的实际数据由

其他消息类型(如AssetCatalogue)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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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1080。4—20t0，mC61968—4：2007附录A(资料性附录)地理标识语言(GML)的使用为了表达的目的(参见4．4)，本部分推荐以地理标识语言(GML)用于电力企业资源和地籍数据中地理信息的交换。Presentation消息类型可以在没有实际使用GML交换电力企业资源的基本渲染数据的条件下使用。然而，GML提供更多的能力集合，在很多环境中都是有用的。当使用GML时，记住在Presentation消息类型的CIM中，GML元素加前缀“Gml”。这样可使这两个标准一起使用，而只需要最小的、简单的变换。GML是一种用于传送和存储地理信息的XML编码，包括几何和地理要素属性两方面。GML使用的对世界建模的关键概念源自开放式GIS论坛抽象规范(参见www．opengis．org)。GML提供了不同种类的对象来描述地理，包括要素、坐标参考系统、几何学和拓扑。地理要素是真实世界现象的一种抽象；如果相对于地球有一个位置关联的话，它就是一个地理要素。所以真实世界的数字化表述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要素的集合，要素的状态是属性集定义，其中每一个属性可以看作由fname，type，value}组成。含有几何信息的地理要素是那些具有几何值的属性，要素集是一个要素的集合，它本身也可以看作要素，因此，要素集具有要素的类型，除了它包含的要素的属性外，它本身也有不同的属性。一个要素包含的属性的数目及其名称和类型由该要素的类型定义决定。注：此处删除原文与第四段重复描述部分。坐标参考系由一组坐标轴组成，通过椭球描述了地球的大小和形状，从而与地球相关。GML的几何要素说明了进行测量所使用的坐标参考系，几何综合或几何聚集的“父(parent)”几何元素就使这个说明成为组成的几何要素。更详细的信息参见http：／／www．opengeospatial．org／standards／gml。GML特征对象的XML图解在http：Nschemas．opengis．net／gml／3．1．1／base／的feature．xsd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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